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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长7.8公里，北端为钟
鼓楼、南端是永定门，至今已有700余年
的历史。中轴线带动了北京老城商业、
交通、生态和产业四重价值叠加，被著
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盛赞为“全世界最
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传承历来是
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2011年始，
北京市启动了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工作（以下简称中轴线申遗）。
此后，以中轴线申遗为牵引的百余项文
物修缮工程相继启动。“十四五”期间，
中轴线申遗驶入快车道。

“加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是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近
期举办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
创新大赛2022颁奖暨2023启动仪式
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翟德罡如是
说道。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为何举国
瞩目？10多年来，北京市政府、社会各
界在中轴线申遗过程中有何举措？中
国城市报记者对此进行采访。

深入研究

发掘中轴线体系整体价值

顺着北京中轴线一路游览，沿途不
乏知名文化遗址，包括鼓楼、钟楼、万宁
桥、景山、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正阳门、前门大街、
天桥南大街、天坛、先农坛、永定门御道
遗存、永定门等。其中，故宫、天坛和万
宁桥（大运河）已被评为世界文化遗
产。此次故宫、天坛和万宁桥（大运河）
作为北京中轴线的组成部分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更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

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
责人、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吕舟此前提到，故宫是一个建筑杰作，
天坛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天与人的关系，
北京中轴线则强调了中国理想都城秩
序的塑造和其对整个城市形态的控
制。“我们将争取在 2024 年的世界遗
产大会上讨论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吕
舟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注
意到，北京中轴线地处城市核心区，历
史文化厚重、文物设施繁多，在保护与
传承工作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
杂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
北京中轴线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令其价
值被更多人所认知？北京市文物局原
副局长、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于平表
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个好办法。“中
轴线申遗就是要把其整体的价值研究
清楚，把自元大都以来，中国都城规划
以中为尊、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左右对
称布局的传统理念，以及国家祭祀礼仪
的传统和对理想都城秩序的追求展示

出来。”于平说。
北京中轴线的城市规划理念到今

天依然被沿用。在功能疏解、古建修
缮、街巷治理等方面，北京市政府持续
发力，不断推进老城保护替代旧城改
造，陆续启动相关修复与改造工程，实
施展示与亮化项目。

其中，最让市民、游客津津乐道的，
便是北京市政府自2021年开始实施的

“点亮中轴线”项目。“夜色降临，灯火渐
亮，置身中轴线区域，古与今的气氛交
织碰撞，让人有一种在北京历史长河中
遨游的感觉。”摄影爱好者王喆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
沿中轴线寻找合适的拍摄点。“我发现，
同样热衷于拍摄中轴线夜景和沿途古
建筑风光的摄影爱好者不在少数，因
为灯光映照让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更具
魅力。”

全面布局

为中轴线申遗保驾护航

自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至今，10余年
的时间内，为了推动中轴线申遗取得新
收获、展现新面貌，国家部委、北京市政
府在主体思路引导下，不断设计新规
划、推出新举措——2020年，北京正式
印发《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
划（2020年6月-2023年7月）》；2021
年，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成
立，集聚宣传、文化、文物、住建、规划、
发改等中坚力量，构建多部门参与、协

调联动的发展格局；2022年8月，国家
文物局确认北京中轴线为我国2024年
世界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同年10月 1
日，《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
式实施；2023年1月28日，经北京市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北京中轴线保
护管理规划（2022年—2035年）》（以下
简称《规划》）公布实施。

“《规划》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管理

提供了方向策略和基础依据。”中国工
艺美术学会非遗工作委员会荣誉会长、
北京设计学会创始人宋慰祖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规划》以遗
产突出普遍价值为核心，针对各遗产构
成要素类型多样、形态各异、空间多点
的特征，合理划定保护区域，明确遗产
区及缓冲区的边界，确保遗产价值能够
得到完整保护并持续强化。

宋慰祖认为，北京中轴线不只是一
条贯穿城市南北的建筑线，更是一条不
断传承、发展的城市文脉和历史文化
带，在展示北京优秀历史文化、民族文
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价值，是中华文明
与现代城市文化对接的纽带和桥梁。

如何让北京中轴线“独有的壮美秩
序”延续下去？宋慰祖建议，政府和社
会各界不仅要关注中轴线上的遗产硬
件，也要关注中轴线两侧的遗产软件；
不仅要关注文物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文
化记忆与技艺，还要特别注意保护和弘
扬中轴线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目前，北京市共有92位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242位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他们涉及到的非遗项目大
多聚集于中轴线周边，既是中轴线申遗
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文化交往的重要
载体。”宋慰祖说，“保护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也就保存了技艺。他们可以活态
化地教育指导下一代，将非遗的精髓传
下去、传出去，在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
鉴的同时，带动国际上对中轴线历史文
化遗产深刻内涵认知认同，推动中轴线
申遗加速达成。”

全民参与

聚力助推中轴线申遗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今年以来，围
绕北京中轴线开展的相关活动频频亮
相，如近期首都博物馆（以下简称首博）
举办的“辉煌中轴”展览，北京市文物
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
办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
大赛2022颁奖暨2023启动仪式等。

4月中旬，中国城市报记者多次走
访首博，感受群众对中轴线申遗的关注
与支持。“北京中轴线是我们首都的一
张金字招牌。游客实地探寻之余，若想
更深入了解它的文化起源、思想源流、
发展历程、保护成效，来首博参观展览
是很好的渠道。”湖北游客张帆向中国
城市报记者分享心得感受时说。

此外，带孩子一同来首博观展也是
部分北京市民进行周末亲子游的首
选。“帮助孩子了解北京中轴线的发展
历程，不仅可以拓展他们的知识面，更
能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不少北京市
民向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

除了官方提供的展品，鼓励群众参
与到策展队伍，为展览提供与中轴线相
关联的老照片和老物件也是本次首博

“辉煌中轴”展览的特色之一。在这些
群众提供的老物件中，较受关注的有

“实测北京水平”石标、上世纪80年代人
民大会堂春节联欢晚会入场券、鼓楼迎
春国画联展请柬等。

群众的广泛认同与参与正成为北
京中轴线遗产保护最稳定持久的支撑
力。值得注意的是，有调查发现青年群
体对中轴线申遗的关注度更高。据《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与城市文化可持
续》报告显示，随着北京中轴线全面保
护体系逐渐完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的支持人群呈现“年轻态”趋势。

“青少年是推动中轴线申遗的一支
重要力量，因为他们是文化传承的主体
和延续文化生命力的‘急先锋’。”宋慰
祖建议，除学校方面定期组织学生实地
走访，了解中轴线的文化内涵和申遗背
后的时代意义外，政府部门还可以把中
轴线相关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与国潮
文化相结合，搭建平台，为青少年开辟
了解北京中轴线的“第二课堂”。

北京中轴线申遗加速推进北京中轴线申遗加速推进

数百年深厚积淀串联起文化传承新路数百年深厚积淀串联起文化传承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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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游客们在位于北京中轴线区域的鼓楼网红墙下拍照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