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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第 四 十 六 届 世 界 遗 产 大 会 通

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

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

遗 产 总 数 达 到 59 项 。 纵 贯 南

北、联通古今的北京中轴线不仅

是历史与文明的印记，更是生生

不 息 、鲜 活 灵 动 的 活 态 遗 产 ，

700 多年来绵延不绝、历久

弥新，与一代又一代人的

日常密不可分。北京中

轴 线 申 遗 过 程 中 ，有 许

多 见 证 者 、参 与 者 、保

护者，他们或在中轴线

周 边 成 长 ，或 从 事 相 关

工作，或自发参与保护，

或不断推广传播……

本版推出特别报道，邀

请周边居民、研究者、外国友人、

导游等分享他们与北京中轴线的

故事，讲述这条承古拓今的“城市

之脊”如何诠释古老与现代交融

的生动图景。

——编 者

7 月 27 日，我和

家人在旅途中得知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

功的消息，情不自

禁地欢呼起来。

我 来 自 荷 兰 ，

在北京中轴线旁已

生活了 20年。因为工

作缘故，我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一直在世界各地奔

波，参与过多个城市的生态和环境

规划项目。在走过 30 多个国家之后，

2004年，我和妻子将家安在了北京东城

区的钟鼓胡同里，走路几分钟就能到景

山公园。这么多年，我们一家人喜欢在景

山公园遛弯，到钟鼓楼广场玩耍，孩子在

永定门附近学芭蕾，我们的生活沿着中轴

线展开。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站在景

山公园万春亭远眺的情景：向北可一眼看

到气势恢宏的钟鼓楼，向南是雄伟壮美的

紫禁城，对称建筑带来的美感、城市规划者

的匠心让人难忘。我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

起来，陆续读了不少与北京中轴线相关的

资料和书籍。此后，每当来了朋友，我总会

带他们登上万春亭，向他们介绍北京中轴

线深厚的历史文化。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中，文物建

筑得到了更好的保护，胡同居民的生活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拿钟鼓胡同来说，与我

刚刚入住时相比，如今的环境更宜居：公

共厕所有专人打扫，干净又整洁；像蜘蛛

网一样的电线入了地，视野更开阔；取暖

做饭“煤改电”，空气更洁净，胡同生活越

来越舒适。

值得自豪的是，我也为北京中轴线申

遗出了一份力。我和妻子参与了北京中轴

线主题国际传播纪录片《京之轴》的录制，从

居民的视角，向世界讲述北京中轴线的故

事。我还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参加了北京中

轴线申遗文本的修改。

今年 1 月，我被聘为首批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我第一时间在社

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一喜讯。

北京中轴线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

线 ，是 城 市 规 划 中 一 个 了 不 起 的 成 就 。

它 不 仅 属 于 中 国 ，也 属 于 世 界 。 未 来 ，

我 会 通 过 多 种 途 径 继 续 向 世 界 讲 好 北

京中轴线的故事，希望更多朋友透过这

扇窗，感受古老东方文明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原联合国人居署专家、外国友人唐华德——

向世界讲好北京中轴线的故事

作为中国申遗代表团随行成

员，我有幸在现场见证了北京中轴线

申遗成功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我与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结缘是在 3
年前。2021 年 9 月，我们和北京市文物局

达成合作，启动“数字中轴”项目，助力北京

中轴线申遗。从那时起，如何将数字技术

运用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是我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申遗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

是价值阐述。这种价值阐述，本质上也

是对文化遗产信息的重新挖掘。为此，

我 们 打 造 了 申 遗 文 本 的 阐 释 平 台 ——

“北京中轴线官网”，并通过数字孪生、云

渲染等技术重点打造“北京中轴线时空

舱”4D 产品，展示北京中轴线 700 多年来

的历史变迁。

如何对北京中轴线的价值进行更有效

的阐述，将专业知识转变为公众能够理解

的内容？数字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

案。我们团队设计了“数字打更人”项目，

动员志愿者参与。志愿者通过“云上中轴”

小程序，扫描遗产点界桩二维码，对建筑本

体、界桩进行拍照，形成的数据通过审核

后，可以实时传送到遗产监测平台，助力北

京中轴线遗产保护。目前，已有近 2 万人

成为该项目的志愿者。

我们还设计了“数字中轴小宇宙”，这

一产品通过多维空间的数字展陈，营造一

个开放、交互式的视听空间，尽可能向用

户展现古人通过建筑所表达的时空想象，

给用户带来全新且独特的体验。“数字中

轴小宇宙”研发历时近 3 年，前后迭代了

542个版本，有近百名研发人员参与。

“ 数 字 中 轴 ”项 目 的 建 设 过 程 和 成

果，证明数字技术不仅可以为文化遗产

保护提供支持，还可以在活化利用、传承

创新等方面解锁新模式。

回想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多国代

表积极表达对北京中轴线的尊重和

认可，我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正

以独特的魅力受到世界的关注

和喜爱。

（本报记者王昊男采

访整理）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数字文化实验室负责人舒展——

数字化带来独特文化体验

这 些 年 ，

我 一 直 在 关

注 北 京 中 轴

线 ，想 把 它 最

美 的 一 面 带 给

游客看、讲给游客

听。在我带团游的

线路中，有一条“中轴揽

胜 壮美北京”的线路。我会带着游客先

来到景山公园，登万春亭眺望北京中轴线，再

经过地安门内、东不压桥、玉河故道、万宁桥、什

刹海等，最后到达钟鼓楼。

我对北京中轴线游览线路的设计源于一次

编书。2018 年，北京市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关于

外语导游讲解的规范，让我负责关于中轴线、故

宫、天坛等部分。为此，我深入研究了北京中轴

线上的名胜古迹，看历史书籍、去现场探馆……

我发现，北京中轴线太了不起了！我很庆幸生

活在北京，每天都可以观察它、了解它，思考如

何讲好它的故事。

穿梭在北京中轴线上，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

觉。这座城市有历史、有生命、有生活，历史古迹

与现代生活紧密融合。设计游览线路时，我发现，

传统的观光大车进不去胡同，全长 7.8公里的中轴

线走下来有些远，思来想去，不如设计一条骑游线

路。边骑行、边讲解，不仅能带着游客参观名胜古

迹，还能“钻”进胡同里探访博物馆、名人故居，让

游客在骑行中感受古都风韵。没想到，不仅外国

游客喜欢骑游，本地市民也被这条线路“圈粉”。

好的线路，还得搭配好的讲解。“三分游，七

分讲”，我积累了一个不断更新的北京中轴线历

史文化数据库，有 140 多个知识点、8 万多字，包

括名胜古迹、历史文化、老北京非遗技艺等。我

还成立了工作室，和 20多名导游一起向人们介

绍北京的历史文化，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北京。

我是双语导游，面对现在火热的入境游，

我特别想对外国游客们说，“我在北京中轴

线等你”。北京是一座拥有 3000 多年建城

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不少外国游客沉浸式

体验中轴线之后，爱上了北京和京味文

化，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最近，我打算

再多做一些实地调研，看看如何进一步

优化漫步和骑游的游览线路，让更多

人感受壮美中轴线。

（本报记者潘俊强采访整理）

双语导游窦俊杰——

让游客在骑行中感受古都风韵

谈北京中轴线，要从万宁桥

说起。

景山后，鼓楼前，万宁桥在

正中间，中轴线上第一桥。位

于古积水潭东部边缘的万宁桥，

被认为是北京中轴线最初设计

的起点。

历尽沧桑的万宁桥，至今仍然具

备 联 系 城 市 南 北 交 通 的 功 能 。 我 从

2019 年开始给万宁桥做“体检”，比如用地

质雷达检查桥体内部是否有空鼓，用三维

激光扫描仪进行外形尺寸系统测量等。

经过 5年的工作，我们已经为万宁桥建起

一套可量化的检测体系。据此，文物保

护人员可以对桥梁进行精准保护修缮。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治已病”，更要

“治未病”。我一开始是从事文物保护材

料开发研究工作的。我在工作中发现，文

物保护往往需要把病害、病变提前诊断出

来，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由此，我萌生

了开展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想法。

这些年，沿着北京中轴线，在钟鼓楼、

景山、太庙等建筑群，都留下了我们团队的

足迹。针对我国古建筑多以木质结构为主

的特点，我们运用微钻阻力仪、应力波等技

术手段进行无损检测探伤，把对文物的“望

闻问切”变得更加精准、高效。

中轴线是北京的空间之轴、文化之轴，

对我而言，也是一条生命之轴。1982 年，

我出生在中轴线旁。打小印象最深的就是

炎炎夏日到天坛乘凉、遛弯。父母

还会带我爬景山俯瞰故宫、登钟鼓

楼击鼓撞钟，下来后再吃碗炒肝儿、

喝瓶汽水儿，特别过瘾。2005年，我

工作后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天坛

祈年殿建筑群修缮工程。此后近 20
年，我一遍一遍走在中轴线上，呵护着

这里的每一处文物古迹。

我生在中轴线旁、长在中轴线旁，

很大一部分工作围绕着中轴线，可以

说，中轴线早已融入我的生命，就像陪伴

着我的家人。与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文物

相比，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文物保护事业中，我又是何其有幸！

（本报记者李建广采访整理）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遗产预防保护部主任、研究馆员张涛——

用心呵护这里的每一处文物古迹

钟鼓楼在中轴线最北端。我住在北京东城

区安定门街道，就在钟鼓楼附近。我在这里

出生、长大，祖辈也生活在这里。北京中轴

线申遗成功，我倍儿高兴！

北京有句老话，“东单西四鼓楼前”。

早年间，钟鼓楼是北京城的商业区之一，

聚集了不少商贩和民间艺人，曾被称为

“小天桥”。这里有我小时候的美好记忆。

我家就在钟鼓楼下的一个院子里。这

些年，随着老城改造、街区更新、“美丽院落”打

造等一系列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居住环境大

有改善。院内上下水改造，更方便了；胡同

里青砖灰瓦、红门绿窗，更漂亮了。站在

自家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蓝天下的钟楼鼓楼，感觉

特舒坦。附近的许多文物、古建筑焕发新光彩，钟鼓

楼地区成了“打卡”地标之一，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

来。每天钟鼓楼广场上，老街坊踢毽跳绳，许多路过

的游客自发加入，欢笑声传得很远。

大家爱到钟鼓楼这里来，喜欢的就是这儿的

烟火气、北京范、文化腔。作为老钟鼓楼人，我很

自豪。钟鼓楼的事就是咱的“家事儿”。这些年中

轴线申遗，我就想要出一份力。

申遗离不开平安祥和的氛围环境。我们钟楼湾社

区成立了一支夜巡队，我和另外3名老党员第一时间加

入。社区有11条胡同、2300余户居民，我们4个人以豆腐

池胡同为界，两两结对，每天晚上8点半开始巡查一圈。

成立 7年多，夜巡队巡查风雨无阻。

起初，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帮粗心的住户

关门防盗，后来逐步拓展到消防、卫生、

指路等很多方面。虽然都是一些小事，但

大伙说我们的工作让社区更有家的感觉。

今年初，我有幸成了一名北京中轴线

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和老邻居们一起守

护家门口的文化遗产。如今，中轴线申遗成

功了，未来会有更多人慕名而来。守着中轴线

这个“全人类的财富”，我不仅要当好监督员，还

要当好宣传员，把我知道的钟鼓楼的家常事、文

化事讲给更多人听。

（本报记者王洲采访整理）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范来友——

我们一起守护家门口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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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鸟瞰北京中轴线鸟瞰。。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供图供图

▲▲在景山公园拍摄的北京中轴线在景山公园拍摄的北京中轴线

风光风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武军张武军摄摄

▲▲故宫内金水河故宫内金水河。。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供图供图

▲▲位于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位于北京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供图供图

▼▼天坛鸟瞰天坛鸟瞰。。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