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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在什么样的

机缘下，您选择研究北京中

轴线？

李建平：2001年，我国申
奥成功，举国沉浸在一片欢腾
之中。我当时在北京社科规
划办公室工作，有机会参与北
京人文奥运的研究。通过研
究我们发现，承办 2008年奥
林匹克运动会，北京最大的优
势恰恰就在于人文。因此，研

究人文奥运成为当时工作的

重中之重。至于我为什么会

对北京中轴线兴趣这么浓厚，

这与奥林匹克公园的选址密

不可分。

当时，仅奥林匹克公园的

选址就有好多个，最后确定在

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那

时候请了很多世界级的规划

大师来提意见、出方案，他们

惊奇地发现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的位置与北京老城传统中

轴线相连。我当时也感觉到

北京的人文奥运与北京中轴

线密不可分，在文脉上有传

承。于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北

京的人文奥运，我开始关注并

深入研究北京中轴线，也由此
萌发了结合奥林匹克公园建
设写就一部北京中轴线书的
想法。经过实地考察、理论研
究，我的著作《魅力北京中轴
线》于2008年面世了，而且颇
为畅销。2008年奥运会结束
后，北京由人文奥运转入人文

北京建设。在此背景下，又结

合北京中轴线申遗，《魅力北京

中轴线》于2012年修订再版。

中国城市报：您近日出版

了新书，名字单刀直入，就叫

《北京中轴线》。这版关于中

轴线的著作，与之前所著相

比，有哪些不同？

李建平：中轴线不仅是历

史的轴线，更是活态的、发展

的轴线。因此，新书《北京中

轴线》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和

知识，特别是从 2012 年至

2023年间我对北京中轴线新

的理解及研究成果。比如，书

中增加了这些年北京中轴线

活态文化保护的新成果，如正

阳雨燕、鼓楼鸽哨等，此外还

为天坛、先农坛、太庙、社稷

坛、故宫、景山古树名木专列
了章节。这些活化的遗产，跟
着中轴线不断生长，生命力极
为顽强。

中国城市报：我看到您新

书《北京中轴线》的内页有不

少彩绘的示意图，这些都是您

自己绘制的吗？

李建平：我是美术专业出
身，于是充分发挥所长，结合
北京中轴线上的空间布局、城
市肌理、历史建筑、古树名木、
河湖水系等要素绘制了37张
示意图，以便让读者对北京中
轴线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中国城市报：您研究中轴

线已20余载，在您看来，北京

中轴线具备哪些特点？

李建平：我所在的北京学
研究基地是北京中轴线研究
高地。我和研究团队概括提
出“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与时
俱进、开放包容”是北京中轴
线的文化精髓，也称文化内涵
或突出特点。其中，对“中正
和谐”也有补充意见，例如著
名历史学家阎崇年认为“中正
安和”更突出其特点；对“与时
俱进”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
马建农认为“守正创新”更具
特色。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
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
历史，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有
很多重要特性，其中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特别值得关注。我在《北京
中轴线》这本书后记里专门介
绍了北京中轴线的这 5个特
性，我认为其也适用于对古都

北京城市的文化研究以及对
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的阐释。

中国城市报：您认为北京

中轴线蕴含了哪些历史文化

价值？

李建平：北京中轴线是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
它由古代皇家建筑群、城市管
理设施、居中历史道路、现代
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组
成，并包括这些历史建筑所承
载的文化要素。例如，中轴线
上的日晷可以上溯到远古人
类对太阳影子的测量、二十四
节气的制定；天坛、先农坛、太
庙、社稷坛等皇家祭祀文化可
以上溯到五千多年前的红山
文化；故宫皇家建筑群对称的
布局可以上溯到二里头夏都
宫殿布局等。其实，北京中轴
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和灵魂，
所谓脊梁就是说北京城市规
划是以它为脊梁骨的；所谓灵
魂就是说北京中轴线浓缩了
北京这座城市的核心文化，是
北京城市文化的精髓。大家
有空可以沿着中轴线走一走、
看一看，既能感受到老北京的
城市文脉传承，也能体会到新
北京城市发展的愿景。

同时，这条“古都之脊”布
局严谨、中心明显、左右对称，
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
帜，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优势所
在、魅力所在、资源所在，是北
京城市的一张金名片。

迈入新时代，对北京中轴
线申遗推进了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整体保护。北京市进一
步加大了文物保护力度，特别
是加强对古代建筑的腾退、修
缮，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高

涨。同时，老城居民生活环境
也得到改善、生活品质得到提
升，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
风貌全面加强。未来，我们应
当继续以中轴线申遗为引领
和抓手，推动北京历史文脉传
承与可持续发展，让“古都之
脊”绽放新时代光芒。

中国城市报：故宫博物院

原院长单霁翔说，中国的古代

建筑是在城市总体规划下发

展建设的，中轴线是城市建设

的最重要依据。

现阶段，国家文物局已确

定推荐北京中轴线作为我国

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

目。您能否讲讲，北京中轴线

申遗对于推进北京历史文化名

城的整体保护具有哪些意义？

李建平：作为北京城市的
脊梁和灵魂，抓住北京中轴线
就抓住了整座城市文物保护
的命脉；同样，挖掘了北京中
轴线的文化内涵与精髓，也就
挖掘了北京城市的文化内涵
与精髓。

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极
大地提升了人们的文物保护
意识。北京市政府和文物主
管部门投入文物保护的资金
逐年增加。工作人员对北京
中轴线上的历史文物及古代
建筑，从南向北，从永定门到
钟楼几乎一处不落地进行了
修缮。不合理使用文物的空
间得到腾退，文化价值得到挖
掘，文脉得到传承，文化场所
得到活化利用，使北京文物保
护进入良性循环。人们通过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申请式
腾退”“留白增绿”“第五立面
治理”“一院一策规划”“共生
院”等生活设施和文化场地建
设，使北京老城在传统风貌保
护的基础上重焕生机，北京老
城人的生活环境有了明显改
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北京
人正在用自己的生活方式，讲
述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的故事。

从2009年北京提出中轴
线申遗到 2022 年北京成为

“双奥之城”，中轴线就像插上
了新的翅膀，继续向着南北两
个方向飞翔，使古老的北京与
现代的北京完成了时空对接，
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把人类的智慧通过建
筑、城市规划集中展现出来。
如果你了解北京，了解北京中
轴线，就会发现这是一条充满
文化魅力的城市中轴线。

让让““古都之脊古都之脊””绽放新时代光芒绽放新时代光芒
——访北京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李建平

李建平手绘的北京中轴线示意图。受访者供图

在古都北京的中心，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轴线，犹如一把标尺

生动标注着中国发展的进度，也呈现出中国人的智慧与气度，这

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中轴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

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

全长7.8公里，纵贯南北，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是统领整个

老城规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组合体。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

纪，成型于16世纪，此后不断完善。历经逾7个世纪的建设，北

京中轴线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城市建筑群。

为进一步探寻和了解北京中轴线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

及其保护传承意义，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北京学研究基地学术

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京企中轴线

保护公益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专家李建平，听他讲述北京中轴线

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与中轴线的缘分。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