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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他们把宇宙的活动，或者说是万物运行的规律，

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申遗成功是新的开始

北京市 2011 年启动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不过对于吕舟来说，参与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要更早。

吕舟告诉《新民周刊》：“我们一直坚信北京中轴线是

一个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遗产。我们不是在赌博，而是

在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就是要把北京中轴线的价值挖

掘出来、呈现出来，然后用一个所有人都能懂的方式把

它讲出来。”

比如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

“中”“和”哲学思想，“中”是看得见的秩序，“和”

是价值追求，这一切皆用“礼”来加以规范和实现，所谓“礼

之用、和为贵”。吕舟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

实质上也是国际传播的过程，大家理解了你的表达，理

解了你的价值，所以他会支持你。”

北京中轴线的故事，从整体上看是关乎国家的宏大

叙事，但同时也离不开至情至真的人间烟火。与其他世

界遗产申报过程相比，北京中轴线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

是社会的广泛参与。很多人就生活在中轴线上，市民在

钟鼓楼前晨练，小贩邻着古建筑开店，游客走到店里购物，

在有几百年历史的胡同里散步……这里的一切都是活的，

仿佛旧日时光。

2024 年成功申遗后，“北京中轴线”的关注度快速

上升。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北京中轴线”已成为北

京旅游最大的“IP”。其中，天安门广场、故宫、钟鼓楼、

天坛等已成为中外游客“打卡”北京的必游景点。

不久前，北京一名六年级小学生建议推出中轴线景

点联票的倡议，还得到了北京市教委的肯定。

作为古代文明的延续，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无疑是

一个新的开始，它将继续见证我们的新的未来。

式的礼花从永定门开始，一直放到鸟巢，让大家知道了

北京还有一条中轴线。

“申遗成功前，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北京中轴线这个

概念是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脚印状的烟花

在城市上空绽放，从永定门开始，巨人的双脚迈开豪迈

的步伐，一步步‘走’到主会场鸟巢，从空中丈量古都

的历史沧桑。”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

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吕舟说，“但对于建筑行业

的人来说，中轴线这个概念并不陌生。”

1932 年，梁思成发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

殿》，总结了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基本原则和特征，使

用了“南北中线”的说法。在后来的《中国建筑史》中，

他开始使用“中轴线”一词描述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特点。

在梁思成看来，北京全城的秩序就是由这条中轴线来决

定的。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始建于13世纪，

形成于16世纪，经不断演进发展，形成今天全长7.8公里、

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这条轴线上共有 15 个遗产构成

要素——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

外金水桥、太庙、社稷坛、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天安

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

和人民大会堂）、正阳门、南段道路遗存、天坛、先农坛、

永定门。

吕舟说，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中唯一一个以

地面建筑的形态保存至今的完整案例。

历史上多个朝代皇帝建都，都是先建宫城，再于

宫城外建大城给百姓居住。1267 年，忽必烈建大都（今

天北京的前身）则先定中心点，建中心台，最后开始

建城。这个中心点就位于钟鼓楼附近，也是中轴线的

起点。

“鼓楼和钟楼代表了国家报时的权力，向来只在都

城之中才配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古都学会会长王岗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

“元代的都城设计者把鼓楼和钟楼放到都城中心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