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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使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达到 8 项，是

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对于提升北京城市形

象意义重大。不过在吕舟看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并不是终点，

对于北京来说，接下来要做的，是通过北京中轴线这一文化财富，

形成更大的社会凝聚力，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其实在申遗

过程当中，很多都已经实践过。接下来就看政府如何进一步投

入力量了。”吕舟表示。

“作为遗产点，投入时间和资金、人力精力，肯定能够做

好。但要把中轴线申遗放到整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框架中来，怎

么处理好文化遗产跟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北京的思路是以中轴线申遗来带动整个老城的整体保护，这对

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高福美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

前些年她实地走访了不少老城中的胡同，“老实说很多四合院

已经是大杂院，私搭乱盖很严重，居民的生活条件特别不好，

跟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已经不太匹配”。

但近几年再去这些胡同逛时，她明显能够感到环境整治卓

有成效。尤其是南锣鼓巷的雨儿胡同，院落中原住居民居住密

度大，生活设施不完善。东城区在此试点开展平房区直管公房

“申请式腾退”和“申请式改善”工作，外迁改善一部分居民，

留住居民生活同步提升。雨儿胡同已经是旧貌换新颜，实现了

“老胡同的新生活”。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建筑共生、

居民共生、文化共生”的“共生院”模式。

事实上，这也是北京中轴线最终选定 15 个遗产构成要素的

背后原因。“北京中轴线上有着巨大、完整的建筑群。我们可

以选 15 个，也可以选择更多的构成要素。但具体选择时，我们

不光要考虑到遗产价值的表述，也牵涉到保护管理所能够达到

的水平。所以现在 15 个遗产构成要素就是排除了很多可能引发

争议的问题后，综合我们保护管理的水平作出的决定。”吕舟

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任务，梁先生

那个时代不具备老城保护的条件，但今天我们接过这个工作，

就可以努力去试一试。”

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北京城的脊梁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核

心价值理念的载体，是人类社会的宝贵遗产。相信未来，北京

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以及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工作中将

发挥更大作用，愿这对称之美，千秋万代。（北京联合大学北

京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勃对本文亦有贡献）

市民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中轴线”展览。摄影 /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