
Z 文化遗产·中轴线

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

伟大见证，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 2 月在北

京考察时强调，“要更加精心保护好，凸显

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

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

北京中轴线无疑是北京都城传统格局特色

的核心。

北京都城特色的保护和延续需要严格的

规划管理做保障。事实上，北京都城的传统

格局不仅限于中轴线。1993 年国务院批复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文件提出，要保护传统城

市中轴线、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平

面、河湖水系、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

街巷胡同格局、城市重要景观线等传统格

局，注意汲取传统民居和城市色彩的特点，

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

等。提出了历史文化保护的三个层次：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历史文化

保护区的保护和

从整体上保护历

史文化名城。我

有幸主持了中轴

线上制高点景山

及周围八片历史

文化街区的保护

规划、以景山为

中心向东西两侧

延伸的“朝阜大

街 ”（阜 成 门 —

朝阳门） 的城市

设计工作。

没有历史文化街区的衬托，就体现不出

中轴线的壮美。1999 年 8 月，北京市政府公

布了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

范围规划》，对 1990 年公布的第一批 25 片历

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和控制范围进行划定。

这些历史文化保护区总占地 1038 公顷，占

旧城面积的 17％，与处于南北中轴线上的

皇城、三海、钟鼓楼地区以及前门外的大栅

栏、天坛、先农坛等地区连成一片，基本体

现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在

北规委领导下，2000 年我带领中规院团队

按照保护“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生活

延续性”的原则，编制完成景山八片历史文

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规划提出了在保存历

史风貌的前提下，应坚持合理降低人口密

度，积极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社区环境，在

街区保护与更新中通过政策导引，调动居民参

与的积极性，采取“微循环式”保护和更新，

分期分批，坚持不懈。2001 年，保护规划获

得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

理 想 的 规 划 还 需 要 正 确 的 实 施 做 支 撑 。

2003 年以来，北京市政府推进历史文化保护

区保护实施试点工作。2003 年 10 月，中规院

在市政府领导下，与西城区政府和西城区市政

管理委员会等相关局委办共同协作，完成了景

山和北海之间的陟山门街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

详细规划设计，实施了架空线入地和市政基础

设施改善工程、沿街立面的初步整治工程、内

务府御史衙门等文物建筑腾退修缮利用工程。

四合院院落根据历史和现状情况，分为保护

类、改善类、改造类、保留类，逐年推进保护

改善工作。政府主导、居民参与、渐进改善，

是陟山门街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实施的重要

经验，为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实施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2003 年 11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还印发了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原

则，要求保护和恢复保护区的整体传统风貌，

保护历史真实性，保存历史遗存和原貌；落实

《保护规划》 与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居民住房

条件相结合，坚持统一规划、市政先行、有机

更新、循序渐进；保护区保护与旧城外开发相

结合；政府投入和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合理负

担相结合，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发挥市场作

用，调动多方面积极性等。老城的保护与更新

需要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需要多层面

的公众参与。北京景山周围历史文化街区持续

不间断的保护更新和近期崇雍大街的保护更

新，都说明了老城的保护更新已经不是单一的

建筑保护或改造工作，而是物质、环境、文

化、经济和社会持久改善的全面的、综合的展

望和行动。

南北向的中轴线挑起了北京城的脊梁，东

西向的朝阜大街如同展示古都风貌的画卷，记

载着北京城市历史的沧桑变迁，是北京古城内

一条最能体现北京城市历史文脉特色的大街。

2002 年，中规院全程参加了北京中轴线城市

设计和朝阜大街城市设计。由我主持的朝阜大

街城市设计以“历史城市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

的新生”为主要设计思想，通过对朝阜大街历

史风貌保护、历史景观的保存及再现、空间结

构及空间序列的设计、用地与建筑控制、现代

人居环境的创造、交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规划

设计来加以实现，为保护和创造宜人的城市美

学空间提供了管理依据。

梁思成先生曾经论述，北京古城的价值不

仅在于个别建筑类型和个别艺术杰作，最重要

的还在于各个建筑物的全部配合，它们与北京

的全盘计划、整个布局的关系，在于这些建筑

的位置和街道系统的相辅相成，在于全部部署

的庄严秩序，在于形成了宏壮而又美丽的整体

环境。经过 20 多年的保护、规划、管理与更

新实践，北京有效实现了“胡同-四合院”传

统建筑形态的保护，以中轴线为骨架的壮美秩

序和整体价值的保护，延续了都城规划的传统

格局和理想杰作，有力推动北京成为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的首要窗口。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北京：中国都城规划的理想杰作
张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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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传承与创新

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学术家园：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北京中轴

线，在您看来，具有哪些独特的城市文化风

貌？以此为例，您对“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协调机构”“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和统一监管”等，有哪些探索与思考？

郑欣淼：北京中轴线被列入 《世界遗产

名录》，其意义主要在于把中轴线看作了一

个文化整体，这是遗产理念的创新与提升。

去年，我主编出版了一本书，叫 《穿

越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北京旧城的

核心，也最为集中地承载与展示着北京的历

史文脉。中轴线对应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反映，从中可见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思维

方式和传统观念。中轴线的精华部分在紫禁

城即故宫，最重要的宫殿在中轴线上，沿着

轴线两侧，分别设置了有关宫殿和坛庙建

筑。严格按照 《周礼·考工记》 规划设计都

城与皇宫，代表着“以中为尊”的价值观及

“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现了儒家的礼制，

反映了皇权至上的伦理观念。中轴线不仅有

礼制文化、皇家文化，还有民俗文化、风水

文化等，因此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北京中轴线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成功申

遗，这就对它的保护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

求。北京中轴线的 15 处遗产构成要素，有

的原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有的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是北京市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有的则尚未列为任何一级的文物

保护单位。这些遗产虽由不同层级的机构管

理，但对管理的要求则应该是一致的，即保

护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用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来认真管理，特

别是要始终贯彻真实完整的保护原则，并且

要把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研究与阐释贯

穿在保护工作的全过程中，这对于提高其保

护水平必将是极大的促进，同样也有助于深

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目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已进入到以预防性保护为主的中国文物保护

的新时代，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探

索更加科学的保护理念，积极运用当代先进

的保护科技，并加强国际交流协作。

在我看来，景山是北京中轴线上最高和最

佳的观景点。清康熙帝曾登上景山，留下“云

霄千尺倚丹丘，辇下山河一望收”的诗句。乾

隆十六年（1751 年），在景山五峰上各建一亭，

中峰为万春亭，是景山最高点，也长期是北京

城的最高点。我经常登上万春亭南北眺望，

中轴线的风采尽收眼底。还曾兴之所至，填

了一首《水调歌头》，抒发了对中轴线的观感：

花柳各争胜，城阙正春喧。沉沉一线中

轴，气象逼云天。次第巍峨宫殿，左右堂皇

坛庙，辐辏涌波澜。西北五园迹，遐思到邯

郸。 阪泉血，燕市筑，蓟门烟。几多龙

虎拿掷，得意此江山。漫道金元擘画，更叹

明清造建，宏构震瀛寰。总是京华好，一脉

自绵绵！

深入挖掘与阐释研究文化遗产的
内涵价值

学术家园：故宫学的研究首先就是从文

化遗产的研究开始的。以故宫学为例，如何

更好地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背后蕴含的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揭

示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

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郑欣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文

化遗产保护，不是停滞不前的保护，而是在创

新、发展中的保护，助力古老的文化遗产焕发出

新的青春活力，让每个人都有一种“我是遗产的

主人”的责任感与自豪感。因此，在努力保护好

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要在守正创新中充分挖掘

古老遗产的时代价值，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故宫学为例，其建立是时代的需要，其重

要使命之一就是对故宫深厚的历史、文化、艺

术、科学、社会等诸多方面价值进行深入挖掘与

阐释。故宫是有生命的，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觉、文化自信息息相关，与当下的中国文化建

设休戚与共。随着 4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

建设高速发展，人们更重视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倡导文化复兴，寻求本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

故宫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成为被关

注的对象。人们对故宫寄予新的期望，因此故

宫的意义与价值也需要充分的、新的阐释，以发

挥故宫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与进行

文明对话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比如“活力故宫”

的提出，就着眼于服务当代，通过充分挖掘文物

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并将其创造性

地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展览展示活动、文化创意产品、新媒体展示方

式、公众社会教育资源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让文物的灵

魂“活”起来。

近百年来的故宫院史与 20 年来的故宫学

发展史都说明，故宫遗产的丰富性、复杂性、

特殊性，决定了对于故宫遗产价值的解读、认

知程度，关系着故宫保护与故宫博物院发展的

方向和水平，也影响着故宫学的深度和前景。

同时故宫博物院的创新实践激发着故宫学的活

力。因此，故宫价值的挖掘与阐释是一个不断

深入的过程。

学术家园：故宫学创立伊始，您就提出故

宫学在中国，也在世界。以故宫为例，如何深

入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中华文明标识，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

郑欣淼：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从未中断，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宫廷

运行的常态。这种交往和交流，通过国家礼

品、进贡、贸易等途径引发了相当规模的世界

间物质文化产品的互换和流动，大量异域文明

的物质成果进入中国宫廷视野，纳入宫廷收藏

的范围，使宫廷成为外国文物最集中、最宏富

的典藏地。据不完全统计，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明清时期外国文物多达万余件，包罗万象，涵

盖极广。这些文物背后承载的是鲜活的历史，

它们与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

件密切关联，见证了中国和世界不同文明之间

交往交流的步伐；也证明当时的中国及其宫廷

并非游离于世界之外，而是世界大家庭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故宫博物院所依托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

个中外艺术、科学、技艺交流融合的舞台。不

同文化相互融通、取得创新的成果，在故宫博

物院收藏的各类文物，如瓷器、绘画、珐琅、

钟表、科学仪器、漆器、玻璃器、丝织品、宗

教器物等方面都有体现。

故宫成为世界遗产为故宫价值认识与保护

带来了新的视野、新的机遇。世界文化遗产的

基本精神是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可从世界文化

遗产的角度、从世界文明发展历程看待作为中

华文明重要载体的故宫遗产的独特价值，同时

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文明的贡献与地位，并从

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多元性、传续中华文脉的

要求认识保护故宫的意义。而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故宫保护要坚持执行有关国际公约，坚持

保护故宫的完整性与信息的真实性。对故宫的

保护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故宫保护

也接受国际社会的指导和监督，故宫维修保护

的实践也丰富着国际遗产保护的理论。

同时，故宫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或学

问，需要国内外研究力量广泛参与，交流合

作，取长补短，才能进一步激发学术研究的活

力，取得更大的成果。大量故宫文物的国内外

散佚、调拨，客观上为更多机构与个人参与故

宫学研究提供了条件。从故宫是个文化整体的

故宫学出发，这些流散、调拨出去的文物就不

是一个个孤立的东西，而与故宫及其他文物有

着一定的联系，它们的文化精神是故宫学的一

部分。找到了这种联系，流散文物就有了生

命，有了灵气，其内涵也才能更为深刻地发掘

出来；也只有把故宫的文物包括流散于海内外

各地的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会更好地

认识故宫的完整价值。因此故宫学一直倡导

“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学

术理念，强调故宫学是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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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

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7 月 27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始建于 13 世纪的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 7.8 公里，包含故宫、天坛等在内的 15

处遗产构成要素，历经 7 个多世纪，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城市建筑

群，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 2000 多年的理想都城秩序。北京中轴线呈现

出怎样的城市文化风貌？如何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如

何做好对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和阐释研究？本报记者就此专访第十一届全国政

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

原院长郑欣淼

“北京中轴线”是我国

第 59 项 世 界 遗 产 。 按 照 我

国 提 交 的 世 界 遗 产 申 报 文

本，“北京中轴线”指的是

从北京城正面永定门向北，

经正阳门、天安门、故宫、

景山一直到钟鼓楼的城市中

轴线，同时也包括了故宫前

面的左祖右社 （太庙与社稷

坛） 和中轴线南端两侧的天

坛、先农坛等祭祀设施。

北京中轴线是世界城市

规划史上独具东方神韵的经

典手法。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的传统模式以 《周礼·考工

记》 为发端，至曹魏邺城和

汉魏雒阳城而初具轴线布局

之雏形，到隋大兴唐长安城

始成规矩方正、中轴对称的

城市模式；迨及元、明、清

三代之都城——北京城，遂

成独具东方神韵的城市规划

模 式 ： 坐 北 朝 南 、 规 矩 方

正；中轴布局、东西对称。

这种轴线规划的城市设计理

念，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

甚至远及朝鲜半岛、日本和

越南，成为世界古代城市规

划设计理念中的东方经典。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代

建筑艺术的突出范例。北京

中轴线上的建筑作品，无论

从建筑设计到装饰艺术，都

堪称东方木构建筑传统之楷

模 ： 从 建 筑 规 格 与 等 级 来

看，重檐庑殿的太和殿与太

庙、丽正端庄的天安门与端

门、古朴典雅的钟鼓楼和静

谧肃穆的天坛与圜丘，均属

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顶层设

计；从装饰艺术来看，中轴

线上的建筑，或雕梁画栋、

或藻井高悬，或玉阶丹墀、

或金砖墁地，甚至还有精雕

细琢的石刻艺术，有独领风

骚的书法作品——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与装饰工艺在

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在城市空间布局设计方

面，北京中轴线也有其独到之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

成先生曾把北京中轴线比喻成一曲富有节奏与韵律之

美的华彩乐章，诚哉斯言！

北京中轴线是东方儒家礼制传统的遗产载体。全

城以大朝正殿所在之紫禁城为核心；中轴线之东、西

两侧，分置太庙与社稷，前者是“隆祖尊君”的祭祀

设施，后者则是“授茅授疆土”的礼制场所。圜丘和

方丘，按照阴阳的观念，分别布置在中轴线的南、北

两端，是祭祀天地的丘坛。按照儒家农耕文明的传

统，还有天子耕藉田、皇后亲蚕事的祭坛，是皇帝和

皇后率先垂范、劝课农桑的场所。可以说，北京中轴

线，其实就是礼仪之邦祭天隆祖、经纬天下的“神圣

之路”。

北京中轴线还展示了东方的人居传统和生态美

学，堪称中世纪的东方城市画卷：坐北朝南、背山面

水；前朝后寝，秩序分明。城门开阖，驼铃之声悠

长；修水长流，河渠之柳青青。戏台瓦舍，琴瑟之音

不息；旗亭市井，叫卖之声不绝。朝野百姓，朝听晨

钟、暮闻夕鼓；白塔寺礼佛，什刹海问柳……尤为难

得的是，北京中轴线还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风云变

幻：永乐登基、康乾盛世、“垂帘听政”、公车上书、

辛亥革命、开国大典，可以说是阅尽了人间沧桑，谱

写了历史长歌！

北京中轴线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为古老的北

京城开启了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篇章。北京，也

不仅仅是北京人的遗产、中国人的遗产，而是对全人

类而言，具有突出价值的世界遗产。北京城是一处生

生不息的活态遗产，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的保护、传

承和活化利用，将是一件任重道远、泽被后世的大

事。我们要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系列讲话和

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原则和理

念，做好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让这一处独特的世界

遗产永葆青春，绽放新时代的光芒。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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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

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

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

史文化遗产……”不久前，“北京中轴线”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展示出“北京独有

的壮美秩序”，显示了文化遗产所特有的丰

厚文化底蕴。从本期开始，我们邀请政协

委员和专家学者撰写一组随笔，从不同角

度进行讲述，持续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
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学海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