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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轴线大美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是一条物理轴线，也是一
条文化轴线、发展轴线。这条有着壮美秩
序的轴线，正书写着经济与文化相互促进、
共生共荣的时代篇章。

晴朗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前，五彩月
季绚丽绽放，以此景观开发的文创雪糕成
为爆款。作为北京中轴线 15 个遗产构成
要素之一，天坛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名
胜古迹，给人带来精神满足，也能促进文化
消费。

北京中轴线是一条物理轴线，也是一
条文化轴线、发展轴线。这条有着壮美秩
序的轴线，正书写着经济与文化相互促进、
共生共荣的时代篇章，焕发出勃勃生机。

文化传承发展，蕴含着经济增长的潜
能。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是打开文化卷
轴的一把钥匙，让古老的文化活泼泼地融
入当代，点亮美好生活，也为发展提供动
能。每天限量400个，每人限购1个，提前3
天预约……一款根据文物“万善正觉殿天
宫藻井”设计而成的冰箱贴，“出道”即走
红。冰箱贴热销，带动设计、生产、销售等
环节。它还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让更多人
了解北京中轴线的魅力。融合历史与现代
的文创产品，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更为中
轴线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提
供思路与途径。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文
化资源一旦与现代经济相结合，便能激发
出无尽的潜能。

以文商旅融合为试验场，中轴线的老砖墙上生长出
新芽。“全聚德中轴食礼”新京式体验店内，泡一壶京味茉
莉白毫，来一份京式茶点套餐，市民游客可感受美食、历
史和文化的魅力。一些沉浸式剧本杀店以“中轴线上的
密室逃脱”为卖点，把历史事件融入游戏情节，把老建筑
变成实景舞台。穿梭在隆福寺文化街区市集里，市民游
客拿在手上的，既是非遗传承人的手工艺品，也是带有二
维码的数字藏品。中轴线不再只是地图上的线条，而变
成了可触摸、可消费、可体验的文化场域。这条古都的

“脊梁”在文商旅的协同共振中，长出了丰满的经济羽
翼。围绕中轴线开展的文旅项目还带动了周边住宿、餐
饮等商业业态的繁荣发展，形成了以文化为驱动力的综
合消费生态，为中轴线的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

生活气息也有文化味道。胡同是中轴线上的重要元
素，烟火气与文化味的“双生花”在这里绽放。文创店橱
窗摆出胡同主题盲盒手办，老茶馆的评书声与咖啡馆里
的爵士乐在同一条胡同都能听到……中轴线上的活力不
只是柴米油盐，也是重新编码的时尚潮流。当然，还有在

露台上看到的天际线：驻足王府井文华东方酒店
露台，望见落日余晖为故宫披上金色纱衣；驻足
明城墙城台上的咖啡店露台，聆听北京站塔钟奏
响熟悉的《东方红》……北京东城区甄选的30余
处露台，成为人们领略中轴线文化底蕴的“新窗
口”。让文化浸润生活，让生活充盈文化，有品位
的文化供给、有品质的商业服务，为美好生活与
城市发展增添色彩。

北京中轴线上的人文经济学实践，充分展现了文化
遗产的生命力。让历史文化在时代浪潮中推陈出新，这
是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必然要求。以创新为引领和
驱动，不仅让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保护传承，也为城市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魅力。（原载于7月3日《人民日报》）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
居世界前列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国世界
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
的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沙
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
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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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守护文化遗产，是物质上的
继承与保护，更是精神上的积淀与升华。申遗，不仅是为珍贵遗产贴上“保护标签”，更是通过国际认可的权威机制，唤醒全社会
对文化传承与生态守护的重视。成功申遗后，它能为地区注入新活力，吸引全球目光，带动旅游经济发展，推动相关产业升级，
还能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与认同感，让古老智慧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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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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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成型于16世纪，历经逾7个世纪，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
恢宏的城市建筑群。一线牵一城，这条壮美轴线，统领着北京城的空间格局与城市功能，集中展现了大国
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

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2年申遗之路，是一次特殊的文化遗产
保护历程。古都之脊舒展新画卷，邀世人共享古今同辉。

老城复兴老城复兴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
15处遗产构成要素如颗颗明珠汇
聚，历史文脉，绵延不绝。

申遗文本这样描述北京中轴线
的遗产价值：以其宏大的规模、均衡
的规划格局和组织有序的城市景观，
成为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
熟阶段的杰出范例，也是中国现存最
为完整的传统都城中轴线建筑群。

“中轴线建筑群不是某个历史
时间点创造出来的，而是一组古今
交融的活态遗产。自肇建至今，她
历经城市历史演进，持续影响着城
市发展。”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
任、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文本团队
负责人吕舟说。

与700余年的历史相比，12年
的时间，对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
项工程来说，并不算长。但北京市
借此开启了一次全面的文化遗产保
护行动。

景山寿皇殿建筑群的回归和修
缮是中轴线申遗的重要突破之一。

2013年底，北京市少年宫摘牌，寿皇
殿建筑群结束了数十年的“占用”状
态，正式移交景山公园。2018年底，
经过腾退、修缮、布展，这里恢复了清
乾隆皇家祠堂的原貌，再次向公众开
放，景山主要古建群得以完整呈现。

由景山向南北延伸，钟鼓楼、社
稷坛、太庙、天坛……一颗颗历史明
珠被擦亮。

盛夏，漫步先农坛，古建之间，一
片绿意盎然。“2019年，这片耤田恢
复历史风貌，如今，观众可以亲自体
验春耕秋收，了解明清时期皇家祭祀
先农的历史。”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馆长薛俭习惯站在耤田旁，为观众作
讲解。他笑着向大家推荐，“您还可
以到新开放的神仓院落转转。”

由于历史原因，先农坛内外坛
多处区域曾被多家单位作为办公用
房，影响了文物古建的整体风貌。
随着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推进，
先农坛解决了历史性难题——拆除
1500余平方米的办公建筑，打通先

农坛太岁殿前的历史景观视廊，神
仓建筑群完成修缮布展，首次开放；
庆成宫院落经过腾退、修缮和环境
整治，整体恢复历史风貌；先农坛祭
祀道路恢复历史风貌、育才学校教
工宿舍楼腾退、西城教育学院腾退
等项目顺利完成……“未来 3 至 5
年，先农坛的开放面积将由现在的7
公顷扩大到20公顷，来先农坛的观
众将由每年10万人次增长到100万
人次。”薛俭说。

近年来，北京新版城市总规、首
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北京中轴线文化遗
产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政策规划出
台，创新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模式，让
中轴线的保护工作有据可依，更向世
界作出保护遗产的承诺。

受益的不仅是先农坛，7.8公里
的中轴线两侧，北京市在功能疏解、
古建修缮、街巷治理等方面持续发
力，百余项工程相继启动，推动老城
整体保护与复兴。

古今衔接古今衔接

凝固在建筑里的历史与文化，滋
养着这座城市的居民。

正阳门箭楼脚下，熙熙攘攘的
前门步行街北端，一座玻璃房被围
挡保护。房内别有洞天——四五米
深的发掘坑里，一只明清时期的镇
水兽静静“趴”在泊岸上。这是最
近两年正阳桥考古的新发现，考古
人员还发现了民国时期改造后的
桥体。“镇水兽和桥体均位于正阳
桥的东南区域，凭借已发掘的历史
细节，我们可以还原正阳桥的整体
样貌。”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馆员张利芳说，这些考古发现将原
状保留和展示，使中轴线的历史故
事更加完整。

中轴线北端，钟鼓楼这组古老
的“时间建筑”也在续写着北京老
城的光阴故事。2019 年 11 月，鼓
楼保护展示工程启动，经过腾退
整治、保护性修缮及布展，如今，
鼓楼一层7个券洞恢复历史原貌，
一场“时间的故事”数字沉浸展亮
相，带观众领略钟鼓楼的计时智
慧、历史变迁，感受北京中轴线的

时光流逝。
策展团队还对钟楼进行了声音

采样，并通过声学模拟，还原出在“四
九城”各处听到的钟声效果。戴上耳
机，轻触屏幕，500米外的万宁桥上，
伴着潺潺流水、鸟啼蝉鸣，钟声浑厚
绵长。

走上屹立700余年的万宁桥，中
轴线与大运河玉河段相交。元代，这
里漕运密集、车马如龙；700年后，现
代交通工具在古桥上行驶，周边旅
游、餐饮等百业俱兴。

一段时间以来，城市建设让附
着于万宁桥上的设施越来越多。文
物、交通等相关部门采取多项举措
为古桥“减负”：最小干预修复文物
本体，桥体东侧自来水管道及通信
管路光缆拆除；桥面通行车辆限速
每小时30公里，限载总重20吨；调
出82路公交车和3条夜间线路，将
铰链公交车改为单机公交车……
2023年，曾经打着“石膏”、挂着钢
架的万宁桥“瘦”了下来，桥体风貌
完整展现。

如今，古桥东西两侧整治一新，

河堤上的镇水兽拆除保护围栏，亮
出全貌。沿岸，居民、游客漫
步亲水步道，细品中轴古风
今韵。

沿着钟鼓楼一带走上一
趟，就会发现，这座城市更多
的努力体现在细微之处。

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进
入快车道，北京市积极开展
钟鼓楼周边综合整治，推进雨儿胡
同、崇雍大街、鼓楼西大街、平安大街
等重点片区更新改造，3213条背街
小巷开展精细化整治提升。街区有
机更新、人居环境改善，老胡同大杂
院里的居民过上现代生活。

北海医院和东天意商城建筑率
先降层，打通中轴线视廊阻点；地安
门外大街环境提升完成，沿街立面焕
然一新；钟鼓楼周边申请式退租和

“第五立面”整治收效显著……开阔
有序的城市空间，优美舒适的居住环
境，使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文化遗产
保护带来的好处。

沿着这条壮美轴线，古今相接，
古都迎新生。

创新赋能创新赋能

十二载耕耘，北京中轴线即将
在世界遗产的舞台起舞。如何更好
地保护这条中华文化轴，成为一道
必答题。

位于天桥艺术大厦的北京中轴
线遗产保护中心里，一块巨幅的数字
大屏上，清晰呈现北京中轴线遗产区
和缓冲区的“全景图”，点击系统中的
图标，可以查看中轴线上15处遗产
构成要素的实时监测情况。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
监测部主任周子予介绍，这是该中心
开发的中轴线遗产监测平台，采集中
轴线遗产区的遗产本体、风貌、环境
和管理等信息，对遗产进行预防性监
测，针对遗产区可能发生的突发性灾
害执行紧急应对措施。

要展示一条真实的数字中轴线，

离不开数字测绘与数字三维建模技
术。周子予说，基于北京市测绘院等
技术团队采集的数字数据，监测平台
建成了一条数字孪生中轴线，并于
2023年5月成功启用，为中轴线的申
遗保护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更将
推动北京建设数字城市。

与此同时，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
分为管理中心、监测中心和档案中
心，收集管理中轴线各遗产点的文物
保护规划评审档案、相关历史影像、
调查图片等，邀请公众共同参与中轴
线遗产的监测与保护。

申遗过程中，北京市试点探索社
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监测创新模
式。2023年7月，北京市文物局联合
腾讯等机构启动了“数字打更人”项
目，动员公众通过微信扫描遗产点界

桩二维码，进入“云上中轴”小程序对
身边建筑、文物拍照，形成的数据同
步实时传送到遗产监测平台。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成为各遗产
点专业巡检的重要辅助手段，累计纳
入志愿者近1.7万人，产生有效遗产
巡检图片超7万张。今后，上至老
人、下至儿童，都能成为文物守护者，
真实记录、参与保护身边的文化遗
产，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工作，传
承、弘扬中轴线文化。

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古老的中
轴线得到更好保护和传承，绽放夺
目光彩。

申遗成功并不是终点，而是一
个新的起点。未来，中轴线还将随
着新时代的脉搏而跃动。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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