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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你说出，最能代表中国文
化的一个字，相信一定会见仁见智，
各有所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
文字浩如烟海，这不足为怪。

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成功，把世界
目光吸引到有着 3000 多年建城史、
800 多年建都史的北京。那历史的如
椽之笔，饱蘸古墨，以遒劲不衰的中
锋，在原本是幽燕荒野、华北水乡的
北京，工整肃然地镌刻下一个大写的

“中”字。在凝视这个伟大创意时，
不能不思考，何以为“中”，“中”为
何意？为什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

是的，我想说的这个字，就是中
轴线的“中”字。

北京中轴线，是古代中国在建设
史和建筑学上的贡献。从穴居、巢居
到地面筑屋，从散居到聚居，从聚落
中心线到城市中轴线，世代中国人巧
用自然、接续勉成。中轴线蕴含天人
相通的哲学思想、以人为本的设计理
念、规整平衡的总体布局、规范有序
的形制法式、独特细致的风格呈现、
和合相谐的系统构成，是建筑学上的
经典范本。

那么，“中”字与中轴线有什么
内在关系？

今天的“中”字，笔简意赅，却
意涵有力。甲骨文的“中”字，形如
旌旗直立在木杆上，上下旗面之间，
留有一方缺口，示意为“中间”。《尔
雅》 未列专解，但释义中多处用到，
为“其中”“内部”之意。《说文解
字》 曰，“中，内也。从口，上下
通”，古义有以下通上、由外通内，
以及“日午”之意。《康熙字典》 里
的“中”，还有中正、中的；成功、
告成；应合、遭遇、要领等含义。其
语义发展至今，既是一个时空、地理
概念，也是一个哲学、实践概念。

居天地之中

取意居中。此“中”即是“中
心”，是天地之中、万物之心。“居
中 ”， 是 文 明 的 萌 芽 、“ 中 国 ” 的
源起。

南北何以为界，东西何以两分？
“五方”以什么为圆心，“六合”靠什
么分辨其位？天圆地方、四面八方离
不开这个“中心”。《史记·集解》
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何尊”有铭文曰，“宅兹中国”；《诗
经》 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尚书》《逸周书》 载，“大邑”“土
中”，以及“地中之国”“地中之都”
等，这是“中国”的由来。国家要有
国都，空间要有重心，群体要有中
心。“中心”观念、“中国”意识，是
邦国、国家形态出现的前提。这是观
念在发芽。

中国先民的“求中”意识，是一
种信仰。4300 多年前，是古国时代
进入王朝时代的过渡期。考古认为，
今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很可能是尧
的都城。尧帝通过圭尺、立表测量太
阳的影子，确定这里是“地中”，于
是建立了都城。这里的宫城、外城、
城垣、城门、道路、功能区的布局表
明，尧都是国家的雏形，是“最初的
中国”。《清华简》 载，舜帝“求中”
于“鬲茅”，即今历山，设舜都；禹
帝则“求中”于今郑州登封嵩山的王
城岗，设为禹都。考古工作者在嵩山
附近还发现，夏商在此附近建都众
多，如巩义双槐树遗址、新密新砦城
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等。商代的君王
上甲微重新勘测，也认为“地中”为
嵩山。西周王朝择丰镐为中，东周王
朝选洛邑为中，以“中”建都。春秋
时期，河南濮阳、山东定陶一带，因

“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被认为
“陶为天下之中”。秦汉时期开启大一
统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秦汉、唐宋
相继在咸阳、长安 （今西安）、洛阳、
开封一带建都，继承了“择中建都”
的 原 则 。 金 中 都 建 于 燕 京 （今 北
京），因为金人认为“燕京乃天地之
中”，也从此奠定了元、明、清定都
北京的基础。几千年来，“地中”不
断调整游移，说明中华先祖的活动半
径在扩大，对天地空间概念的构建在
不断完善，对天之中、地之中及天人
关系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但万变不离
其“中”。这是信仰的延续。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山川莫不
以之为中。地球有轴心，宇宙有中
心，凡物有内心，肉眼不可见，却无
处不在。运动的圆心、旋转的轴心、
人体的重心，是变幻空间的中心；中
心构成轴心、形成核心，中线是中心
的具化，中轴是延伸的、成长的中
线，是生机灵动、有生命力度、不断
发展的卷轴。“中”形成了对称、对
仗，是整齐布局的规则，方位从此清
晰，道路从此明确。“中”是空间概
念、几何定义，更是时间观念、秩序
理念；是物体形态、物质存在，更是
精神皈依、心灵指向。“中”是向心
力、伸展力的目标，是方向力、引领
力的指引，是权威力、统治力的集
合，是创造力、战斗力的集成。这是
智慧在生根。

“中”即是“通达”，上通神灵，
下通凡俗，灵性汇通畅达。上有天帝

居“天极”，下有帝王居“土中”，从
“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择中建
殿”，此为上下相通、天人合一；种
子破壳而出，向下生根，向上发芽，
此为内外相通，一切从“中”出发。

“中”也指地理上的通达，指南指
北，辨东辨西，四通八达。陆上丝绸
之路从长安出发，通过中亚、西亚，
通往欧非，沟通中外；海上丝绸之
路，从东南沿海出发，远渡重洋；茶
马古道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四川
雅安、陕西汉中出发，走青藏高原，
连通南亚；万里茶道从福建崇安出
发，携鄂南羊楼洞的青砖茶、福建武
夷山的岩茶、湖南安化的黑茶，到蒙
古国、俄罗斯，一路飘香；古蜀道从
川渝出发，经陕甘通往印度，打通西
南；长江万里，黄河九曲，大运河连
通南北，国道纵横驰骋。人走八方，
物流天下。有道路的畅达，才有心灵
的通达。这是文化在行走。

“中”即是“家园”。甲骨文里的
“中”，原本是部落氏族的旗帜，竖立
在聚落的中心，民众望之而趋附。立
帜为中，天下归心。从 9000 年前的
河南贾湖、6000 年前的陕西姜寨等
聚落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登封王
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郑州
大师姑等夏朝遗址，到郑州商城、偃
师商城、殷墟遗址，再到西周丰镐宗
周、东周洛邑成周遗址，秦代的咸
阳、汉唐的长安和洛阳，都是曾经的
家园故国。那里有城址、宫殿基址、
墓葬、青铜器和玉器、陶器、刻画符
号和文字，那里有原始的农业经济、
生产工具和贫富差异、阶级分化，那
里有象征王权的玉戈、玉钺、玉戚、
玉牙璋，以及军队、兵器、城防设
施，见证了从以祭祀为中心的古国时
代、王权军权为中心的王国时代，到
天下一统的帝国时代的发展。这是思
想在成长。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从中原腹地到西
域荒漠，从京畿重地到边陲小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大一统”观念镌
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里。天下一统理
念、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国土不可
分；平在四方、稳在中央，国家不可
乱；多元一体、中华一家亲，民族不
可散；后浪推前浪，陈叶培新叶，文
明不可断。公元 1771 年，生活在伏
尔加河流域一个半世纪的蒙古族土尔
扈特部，为反抗沙俄压迫，毅然开始
了东归清王朝的史诗般历程。他们挈
妇将雏、扶老携幼，向着东方，向着
祖邦，踟蹰前行。一路上缺衣少食，
饮冰餐雪，屡遭强大的沙俄、骠悍的
异族围追堵截，战死、饿死、病死无
数。17 万人浩荡出发，历时 8 个月、
行程上万里，到达新疆伊犁河畔时，
只剩下衣衫褴褛、伤痕累累、泪眼巴
巴的 7 万人。泪血铺就回家路，一枕
长哭痛断肠。家园犹在，故土不弃，
心便有归宿。这是乡愁在奔走。

“中”是天地之中，也是文化的
中心。在 《山海经》《禹贡》《竹书纪
年》《穆天子传》《淮南子》 的记述
里，远古的昆仑山曾是“万山之祖”

“天地之中”“天之中柱”“地之中
央”，是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开
辟的家园，是周穆王和西王母对歌对
诗、赠丝赠玉的瑶池。在西出阳关、
戈壁茫茫的丝路上，敦煌是文化的中
心、文明的驿站，中华文化、古印度
文化、古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在这
里推杯换盏，各种宗教在这里共赴盛
宴。这是文明在交融。

当今中国，首都北京是祖国的心
脏，是中华儿女心系之地。中国公路

“零公里点”标志，坐落在天安门广
场正阳门前的中轴线上，“左青龙、
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代表 4
个方向、28 颗星宿，64 个方位。这
里是辐辏中国的中心，中国干线公路
起点从此有了象征性的标志，通都大
邑、偏远村镇从此知道自己的位置，
高速、国道上飞驰的汽车从此记住了
自己的里程。丝路迢遥，千年同风；
海外撤侨，万里归途。所有的指针，
向着家的方向。这是祖国在心中。

秉万事之中

取意秉中。此“中”即是“公
理”，是公平、公正、公道的总和。

“秉中”，是处理万事万物的法则。
《尚书》 曰，“允执厥中”，“中”

是帝王之道；殷墟卜辞中，商王居
“中商”而立，有高于四方之意，有
中兴殷商之寓，中国第一部辞书 《尔
雅》 中“殷”即有居中之意；周文王
告诫儿子周武王，《易经》 的核心是

“求中”；周成王向天祷告，“宅兹中
国，自兹乂民”，身居中央之土，当
为天下之民；《论语》 曰，“为政以
德 ， 譬 如 北 辰 ， 居 其 所 而 众 星 共
之”，北辰居其所，众星参北斗，以
之为中；《左传》 曰，“举正于中，民
则不惑”，“居中”“秉中”“求中”是
为政的核心观念；儒家的“守中”也
通墨家的“节用”，告诫福不可享尽、
利不可占尽、话不可说尽、势不可用
尽；时运否极泰来，人生苦尽甘来；
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守中而致和。
这是治世之要诀，也是人生之秘籍。

“秉中”讲求“公正”。晋朝 《傅
子》 曰，“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
公道才能有好的制度。《吕氏春秋》
曰，“公则天下平”。天下为公，万物
并育生发，天地并行不悖。民为邦
本，中正才是本；为政以德，“中”
即是正；自强不息，强在心中；厚德
载物，道在德中；讲信修睦，“中”
即是诚；亲仁善邻，内有仁而外有
德，德不孤则必有邻。

“秉中”讲求“中和”。《中庸》
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
皆中节，谓之和”。只有“执两用
中，守中致和”，才能行稳致远。《尚
书》 曰，“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
礼制心”，以“中和之道”教育民
众。《管子》 曰，“畜之以道，则民
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强调和合
并举。遵中华之正统为“中”，守正
即是“守中”；融各文化之优长以

“和”，求和就是追求多元一体，寻找
最大公约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
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是中华
民族的和合观。

“秉中”讲求“融合”。作为少数
民族政权的都城，北魏洛阳城、金朝
汴京城，以及作为金中都、元大都、
清都城的北京城，承袭了汉民族 《考
工记》 的“中和”理念。北京历代帝
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清朝时乾
隆皇帝以“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理
念重修以祭。中国历史上共有 460 多
位帝王，历代帝王庙选择 188 位圣贤
帝王入庙供奉。这其中，既有三皇五
帝，有汉民族帝王，也有鲜卑族的北

魏皇帝、契丹族的辽皇帝、女真族的
金皇帝、蒙古族的元皇帝、满族的清
皇帝。君不分族，皆为正统；民不分
家，皆为兄弟。从地域上合、从民族
上合、从语言上合，有与无相生、难
与易相成、长与短相形、高与下相
倾、音与声相和、前与后相随，是

“和”与“合”的过程。生物具有多
样性，文化富于多元性，相和相生，
同则不济。“秉中”还须“惟新”“日
新”，旧邦新命，邦命方长；不守正
道，无以创新；守不住“中”，也创
不了新。求和方能求同，求同还须存
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地位
焉，万物育焉”，这是“致中和”。

譬如节气，中国先民运用长期积
累的认知，提出二十四节气。以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
分、夏至、冬至表征季节变化，以小
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表征气
候变化，以雨水、谷雨、白露、寒
露、霜降、小雪、大雪表征天气现
象，以惊蛰、清明、小满、芒种表征
物候现象，由此培育出农耕文明特点
的节气文化。春种夏忙，秋收冬藏，
是四时之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是长治之和谐。应时而至的节
气 ， 体 现 了 中 华 文 化 的 “ 中 ”
与“和”。

譬如建筑，是关于线条和色彩的
艺术。无论是横直、方圆、长短，还
是高低、粗细、繁简；无论是梁、
柱、脊、枋、檐、斗拱，还是基础、
框架、廊道、城墙；无论是宫殿庙
堂、亭台楼阁，还是街弄里坊、道路

城壕、中心轴线，都是线条的交叉、
穿透、聚散，是形体的组合、聚合、
集合，是色彩的明示、搭配、呼应，
装饰的是美，支撑的是力。美轮美奂
的建筑，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
与“和”。

譬如书法，中锋取质、侧锋取
妍，亦中亦和。笔下中锋才有势如破
竹，力透纸背才能入木三分，间架结
构与布白章法都是风景。白纸黑字，
写尽万千世界，书法是富有表现力的
艺术，讲求协调、和谐、平衡、匀
称，讲究动与静、大与小、宽与窄、
粗与细、庄与谐、收与放、疏与密、
浓与淡的互倚相谐，锋芒与圆润兼
有，浓墨与飞白并用，提按有节奏，
运笔有旋律，既端正大方又灵动多
变，既飞流直下又圭角不露。“中”
是精神的骨架，“和”是艺术的翅
膀。雄健葳蕤的书法，体现了中华文
化的“中”与“和”。

譬如音乐，“乐由中出，礼自外
作”，以和谐为“中”。《周礼》 主
张，要用音乐所表现的“中、和、
祗、庸、孝、友”6 种道德来教化
人，用不同的音棰，敲击不同的心
弦；《淮南子》 认为，音乐能使君臣
和睦、父子亲近；朱熹注 《尚书》 则
曰，音乐能“动荡血脉，流通精神，
养其中和之德”。孔子拜师于苌弘、
闻 《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感受
舜帝的崇高风范；求教于师襄、听

《文王操》，仰望周文王的伟岸形神。
欣赏天籁，远离杂音。治世之音安以
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
思，要使不“怨”不“哀”，唯有

“中和”。五音之中，“宫为君，商为
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刘
歆曰，“宫者，中也，君也，为四音
之纲”。孔子主张远离郑、卫两国的
淫靡乱世之音，荀子主张“贵礼乐而
贱邪音”，两者强调礼乐为“中”。健
康美妙的音乐，体现了中华文化的

“中”与“和”。
譬如中医，调理经脉、气血、精

神，是“治心”。中医学原理把人的
五脏作为系统中心，把人的六腑、五
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器官组
织作为系统，构成一个表里关联、上
下沟通、标本相关、彼此作用的整
体；用望、闻、问、切等诊法，分析
病因、辨清性质、确定治疗方法，体
现了联系性、整体性和辩证法。中医
理论所蕴含的“精气学说”出自 《黄
帝内经》，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
本原，精气是人体生命的根本和动
力；“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提振人的

“精”“气”“神”，这是对古代哲学思
想的丰富；其“阴阳学说”则来自

《易经》。这种对立统一，可以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故曰“阴
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
深化了古代哲学关于矛盾的观点；其

“五行学说”源自西周末年的“五材
说”，用木、火、土、金、水五行

“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原
理，考察人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
表等，这是对古代哲学关于物质运
动、变化规律等观点的应用。中医的
诊法指向“中”，疗效为了“和”；中
医中药的临床应用，是对中国哲学思
想的实践和文化自信。博大精深的中
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秉中”讲求“分寸”。这是取材
的 尺 度 ， 更 是 治 世 之 道 。《新 语》
云，“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
离度”，此“法”与“度”，便是“秉
中”。“中庸”之“中”，是不偏不
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中
庸”之“庸”，是平平常常，自自然
然，切合实际，易于施行。孔子认
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是
最高的道德境界；程颐认为，“中
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
理”，强调“中”是认识、改造世界
的定理；《诗经》 曰，“商邑翼翼，四
方之极”，京师大邑那恭敬和谦的模
样翼翼然，是天下都邑效仿的榜样。

“中”是法则、准则、标准，是规律、
规范、规制，是对公利与私利、整体
与个体、大局与局部的衡量和把握。
周敦颐认为，“优柔平中，德之盛
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主张非
暴力、非极端；《淮南子》 曰，用人
像用材，“大小修短”“规矩方圆”

“殊形异材”各有所用。君子当“施
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
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
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这“七
可二有”，是为人处世的分寸尺度。

“中庸”是“执两用中”，而不是“执
一”“执端”，更不是平庸浅俗。“折
衷”“调和”是对中庸的误读，“不讲
原则”“不分是非”是对中庸的曲解。

“秉中”讲求“诚信”。“中”有
内部、内心之意。《周易》 曰，“有孚
中行”，即要施信于人、持守中道。
此“孚”，乃信用、信服、诚信之
意。“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
之道也”，像圣人一样，“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天地讲诚
信，“四时不悖”；日月讲诚信，“昏
明 在 常 ”； 君 王 讲 诚 信 ，“ 万 国 以
安”；诸侯讲诚信，“境内以和”；君
子讲诚信，“厥身以立”。“极高明而
道中庸”，是最高境界。

奉大道之中

取意奉中。此“中”即是“大
道”“公道”“道义”。“奉中”，是对

“道”的遵从与敬奉。
“地中”“土中”“天地之中”，是

“中国”的由来。古之王者，择天下
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
之中而立庙，这是替天行道、主宰万
物、协和万邦的至尊之位。居中央以
治四方，柔远怀迩，万邦臣服。从夏
朝到清朝，“中道”观源远流长、代
代相传。典籍载有“帝喾溉执中而遍
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
服”；尧帝传位于舜帝，告诫其“执
中”“守中”；舜帝传位于禹帝，告诫
其“允执厥中”；周文王留给周武王
的遗嘱，名为 《保训》，通篇贯穿一
个“中”字。“中”一直是古代帝王
治国理政的理念。

纵观历史，奉“中道”者兴，弃
“中道”者衰，逆“中道”者亡。是
故，《中庸》 曰，“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
之学，皆不外乎中”。中国古典哲学
的至高范畴是“道”，老子的 《道德
经》 五千言，“道”字出现 70 多次。

“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突破了商
周时期天命神学的桎梏，从哲学层面
揭示了存在的真谛；“生而不有，为
而不恃”，指明了道之高境、善之本
性；“无为而无不为”“夫唯不争，故
天下莫能与之争”，标注了修身治身、
成就天下的品格。“多言数穷，不如
守中”，在这里，“中”是“空虚、无
为”。为民则不唯争、不妄为，为官
则不使民争、民盗、民乱、民怨。世
之美丑、有无、贵贱、难易、阴阳、
先后、长短、大小、高下、生死、胜
败、亲疏、刚柔、强弱、福祸、荣
辱、善恶，相形相倾、相生相克、相
反相成，皆有“道”在其中。

中华文化指向广阔、内涵丰富且
特征明显。“讲仁爱”讲的是公平，

“重民本”重的是根本，“守诚信”守
的是道义，“崇正义”崇的是公正，

“尚和合”尚的是中和，“求大同”求
的是和谐。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温良
恭俭让；孟子的仁政与王道、民贵君
轻、重义轻利；董仲舒的“大一统”

“天人感应”“以德治国”；张载“横
渠四句”的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
圣之绝学、万世之太平；朱熹的“穷
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
陆九渊的“心即理”，王阳明的“致
良知”，都是道中之“道”。中国古代
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在“道”上
探寻前行之路、找寻思想之宝。

对公道的倡导、对公众的尊重、
对公利的维护、对公序的遵循，是

“道”的追求、“德”的要求。大道至
善，善不论大小，中正维纲，衡仪左
右。《礼记》 曰，“天命之谓性，率性
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本质存
于“中”，道是天性发于“中”，教是
自修守于“中”。齐家治国平天下，
明德为要，修身为本，修身的关键在

“守中”，“守中”是“行道”的前提。
万物皆有“道”。建筑是载人之

物，更是载“道”之体。作为礼乐、
礼仪、礼制的重要标志，中轴线是礼
乐文明的显示。北京中轴线规模气势
恢宏、空间序列分明、景观秩序井
然，是凝固的旋律、和谐的曲调，彰
显了中国式的美学精神和“中”的
理念。

建中立极，天下归心。几百年
来，北京中轴线亲历了许多政治景
象、文化现象、文明气象，见证了许
多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历史性事
件，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朝逐渐
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性变革，见证
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历史进程，是世界历史的轴线、人
类文化的坐标之一。北京中轴线的保
护与发展，昭示了国之大道、人间
正道。

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在北
京中轴线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从尧
舜禹、夏商周走来，沿着这条文明
线，我们能读到中华民族灿烂悠长的
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体悟中华
文明的连续性；它从智慧中走来，沿
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古
代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
萌芽和成长，感受到中华先民守正不
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体悟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它从融合中走
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看到各
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各民族兄弟走到
一起的过程，看到古老的中国，一统
是目标、统一是信念，体悟中华文明
的统一性；它从多元中走来，沿着这
条文明线，我们能回望各种文化交往
交流交融的情景，回望中华文化对世
界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怀，体悟中华文
明的包容性；它从和合中走来，沿着
这条文明线，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的力
量、合作的力量，欣赏到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景
象，认识到中国对世界文明、人类发
展的贡献，体悟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百川东到海，万径总归中。大路
朝天，大道在心，人人心里有“中”
字，中国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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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分别为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
中的“中”字。 资料图片  

8月12日，从景山上沿北京中轴线向北眺望鼓楼。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