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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中轴线作为审视北京文化历史的切入点，是独具眼光而极有深度的。
它将北京具有表征的地标性文化实体与历史文化内涵结合在一起，虚实相问地叙说了北京这座城市的
精髓所在；同时又将北京城市中轴线放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体现出北京文化乃至中华文化
的巨大张力和无穷魅力。
正如人们深有感触的那样：城市，只能依赖于城市考察者的特殊目光才能现身。
中轴线的发展轨迹，不仅最直观地呈现了北京文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凸现了北京古都文化的显著特点
，进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层智慧。
就某种角度而言，中轴线不只是北京文化实体性的中心标志，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尺。
因此，当我们以中华文化为背景来打量北京中轴线和北京文化的发展轮廓时，我们的体认必然更加准
确、更加到位，也更加舒展、更加灵动。
    该书之新颖不仅体现在对北京文化切入的独特角度上，而且融化在全书的框架结构中。
在系统介绍中轴线的发展脉络后，又重点论述了奥运背景下北京城市中轴线的发展与创新。
这既带给我们关于中轴线发展的完整印象和强烈的历史纵深感，又为它的未来发展留下了无穷的遐想
空间；不仅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解读和判断北京文化走向的方法，而且为北京今天乃至未来的文化
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背景。
事实上，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城市的文化发展，对历史了解不清，就很难找准今天的位置；
对“中轴”智慧重视不够，更难以推动城市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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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北京人，现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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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魅力北京城、韵律中轴线”，节目播出后，深受欢迎。
 其撰写的《北京旧城中轴线的魅力与城市发展创新》荣获2003年第一届北京市优秀科普作品奖；代表
作有专著《皇都京韵——走近北京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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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轴线形成的轨迹　　第一节　中心与中国　　“中国”这一名称从何而来？
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去追寻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名称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含有“中央
之国”的意思。
“中央之国”的思想源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他们比同时代的一些部落氏族更早一些进入农耕社
会。
在农业生产和农耕生活中，经过长时间的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特别是与洪水作斗争，对天地运转、节
气变化、植物生长有了比较领先的认识。
由此，黄河流域比较先进的农耕文明成为了周边部落氏族向往的中心。
由此，“中”在古代先民的心目中很早就形成一种观念，即：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这种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是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
此后，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演变成黄土地居中的思想和意识。
例如，在中国古代先民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就确定“土”　的位置在中央；同时，在各种颜
色的土中，又认定“黄土”在中心或中央。
在今日北京中山公园内（古代的社稷坛）就有这一文化现象的典型象征。
　　北京社稷坛为正方形祭坛，象征着祖国辽阔的大地和领土，用五种颜色的土堆积而成。
其中，正中间为黄土，东面为青土，南面为红（赤）土，西面为白土，北面为黑土。
五色土也象征天下五个方位，代表着东、西、南、北、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个方位又与五方尊崇的神物结合，例如，东方尊太嗥，辅佐为木神；南方尊炎
帝，辅佐为火神；西方尊少昊，辅佐为金神；北方尊颛项，辅佐为水神；正中尊黄帝，辅佐为土神。
　　由崇尚黄土地到崇尚明黄颜色，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走向封建等级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不仅崇尚黄土地，还尊崇黄颜色，黄颜色被演绎成为皇权和高贵的象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大一统的核心思想或观念就是皇权、皇帝，而皇权、皇帝的标志性颜色就是黄颜
色。
例如，皇宫要用黄琉璃瓦建筑，皇帝在正式场合要穿黄色的龙袍或马褂等。
北京城作为古代帝都，其城市基础色调是灰墙灰瓦的城墙、街巷、胡同与四合院，而在城市核心区域
则是红墙黄瓦的宫殿建筑。
这种大面积使用黄色琉璃瓦的建筑形式可以说是北京作为封建帝都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远古中国流传“大禹汇诸侯”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大禹在成功治理水患后，为了检阅天下究竟有多少氏族部落，决定在黄河流域的涂山（
今安徽怀远）拜会天下氏族部落的首领。
当时，得到消息的氏族部落首领都来了，人数有成千上万。
同时，各氏族部落首领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拜会礼物。
在这次拜会上，大禹成了受人尊敬的中心人物，成为“万王之王”，也就是在各氏族部落首领之上令
人尊敬的人物。
由此，从大禹之后，中国进入了阶级社会，出现了第一个朝代——夏。
从禹的儿子开始，中国历史上陆续出现了王、天子、皇帝和大一统多民族的国家。
在大禹拜会天下氏族部落后，大禹还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将各氏族部落首领送来的不同样式的青铜
器统一铸成九个大鼎，以九鼎象征着天下一统和国家的最高礼制。
由此，“九”不仅成为个位最大的数字，还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尊贵的数字，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数字
，这就是“九五之尊”。
由此，中原大地出现“九州与五服”的文化与观念。
　　九州，按顺序排列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
雍州。
“九”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最大、最多的含义。
当时，人们认为，“九州”已经涵盖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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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九州也是远古中国的别称。
在北京皇家园林圆明园中就有一核心景区，名“九州景区”，景区核心是“九州清晏”，它位于圆明
园前湖北岸，与正大光明殿隔湖相望，是圆明园中的重要景区，也可以说是代表中国古代皇家园林特
色的景区。
有人会问，为什么“九州景区”重要？
其根源就是它象征着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是中华大一统的象征。
九州景区在规划设计上就体现了这一文化现象和思想。
九州景区以圆明园后湖为中心，环湖形成九个岛屿式的景区，即：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
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九州清宴。
这些景区簇拥着后湖，不仅使山水、建筑、景观浑然一体，又突出了封建统治“一统九州，天下和谐
”的政治意愿。
由此可见，国家的统一、多民族的团结在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是凝刻在中华民族血脉
中的。
现在，一提及圆明园，年轻人只知道“西洋楼”，不知道“九州景区”，这是对圆明园中国园林艺术
展示上的一种失误。
　　在九州中，冀州不仅名列首位，还因为其地势居中，山水环抱，成为首善之区。
在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就曾经概括说，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
山脉从云中来，前面黄河环绕。
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为三重案。
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
“冀”指华北大平原，作为建立都城，北京又是最理想的地方。
有些典籍是这样描述北京地形的：说北京前面（东南）有茫茫渤海，又有潮白河、永定河、拒马河以
及北运河等五大水系穿流而过，在北京小平原后面（西北）则有绵延不断的燕山山脉及太行山脉为依
托，地形是虎踞龙盘，天然形胜。
一般介绍北京地形史书或文献也指出，北京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西高东低，冲击平原，自然环境
优越，适宜建都，适宜人类居住。
　　五服，中国古代先民讲究的“五服”是一种适应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和谐社会结构。
核心是帝王居中心，然后从京畿逐渐到边远藩属国均臣服帝王的理想分区域管理思想，也是古代帝王
治国安邦的原始思想。
这种思想进一步引申就是围绕中央和服务中央的思想和意识。
古代先民认为，国家大一统，要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或者称为核心就是中央。
中央从地域讲，就是帝王所在的区域，就是都城。
由此，在中国古代绘制的“五服图”表明，核心是中央，或是帝都；然后是围绕帝都的五服，由近及
远的顺序是：甸服，侯服，绥服（也称“宾服”），要服，荒服。
　　何谓“五服”？
在古籍《国语·周语》中也有记载，讲的是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解释过“五服”，大意是说，以王居
住地为中心，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边界，依次划分区域，最近的为“甸服”，然后是“侯服”
、“宾服”（汉书作“绥服”）、“要服”、“荒服”，是为“五服”。
　　中心、中央的思想到2500年前中国步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思想、学术空前开放，又有了一次升
华，这就是孔子关于“中庸”的思想及论述。
孔子认为“不偏为中，不变为庸”。
我们常说中国的“中”，就是一个长方形再加上一竖。
这一竖不能写偏了，写偏了“中”字就不好看了。
在学习书法过程中，教授书法的老师就有专门用“中”字作范例的，其中对“中”字的一竖非常讲究
，要求：既要悬肘、悬腕，又要“中锋”行笔，而且要求用笔垂直、左右环视，做到不偏不倚，准确
地在“口”的正中攒足气力，行笔。
孔子所讲的“中庸”，比写“中”字的文化内涵要博大精深，其中既有规范的要求，又有做人、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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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和方法。
有人讲“庸”字，认为是平庸，这是现代汉语对“庸”字的一种误解，儒家所说的“庸”字含有广泛
的应用和实践之含义。
例如，“庸”字拆开是“广”、“手”、“用”三部分组成，“广”就是在一种原则下具有普遍意义
，“手”就是强调亲自动手，具有实践的含义；“用”就是应用。
有人概括儒家强调的“中庸”，是在待人接物时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
这还是字面上的解释，而不偏不倚的深刻含义则是坚持中正或公正，强调的是坚守原则，其中的调和
与折中更深刻的涵义是包容与宽容。
在孔子提出“中庸”思想之后，将中心思想又进一步应用于帝王、国家、社稷的是《吕氏春秋》。
这部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进一步提出“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也就是说，帝王的位置应该是天下正中，帝王的住所（宫殿）应该在都城的正中，帝王的宗祠应该
在皇宫正中。
　　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来看，中心的思想、中正的意识是深入人心的，是融化在几千年的中国
思想文化建设中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人们常说“中式”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中式”是什么？
其文化内涵中很重要的内容包括：中心、中正、对称。
中心就是核心，中正就是不偏不倚，中心明显；对称就是左右对称，维护或衬托中心。
例如，民国以后，创新了一种中西合壁式的服装，被称为“中山服”，就有中线明显、左右对称的特
点。
中山装是20世纪初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一度也被称为“国服”。
其款式特点是前门襟有6个纽扣，正中垂直线均匀排列，上下共有4个兜，对称于中线两侧。
中国的中医也是讲究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人。
中医认为，人在天地的中间，受天和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为此，要以人为中心。
中医认为，人体的大脑和脊椎又是人体的中心，各种器官分左右排列，由此人体有左右、阴阳之区分
。
人体四肢的活动，也是依靠大脑和脊椎的，为此，人要很好地保护好大脑和脊椎。
　　将中心、中正的思想引入建筑以及确定建筑朝向，是古人根据对天体和自然现象的观察而归纳总
结出来的。
例如，在方位认定上，古人认为正南北方位比正东西方位更重要。
这是因为南北方位正，东西方位也就自然正；如果南北方位能分辨出来，东西方位也就自然能找到。
由此，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一项发明是“指南针”。
为什么要先正南北，这是因为南北朝向有自然标识可以作依据。
古代先民在同自然界打交道过程中发现：白天，人们可以依据太阳子午时的投影确定南北的方向。
夜晚，人们可以依据北斗星的位置确定北极的方向，从而找出南北。
有了南北，自然可以找到东西。
据有关科学家考察，不仅早期人类可以依据太阳、星光确定方向，大部分候鸟在天空中长时间飞行也
是靠太阳和星光来辨别方向的。
例如，有一种叫“滨鸟”的候鸟，在飞行过程中，白天是通过分析太阳的偏光来定方向，夜间是通过
星星的偏光来定方向。
　　古代北京城市主要建筑也体现了人类这种智慧的成果。
辽代北京城市建筑多坐东朝西，反映契丹人追逐太阳的生活习俗，主要建筑是迎着太阳升起的朝向。
北京西山大觉寺修建于辽代，是北京地区比较少见的坐西朝东的寺院建筑。
从金代开始，历经元、明、清，北京城市的建筑主要受中原文化影响，突出坐北朝南，主要宫殿都坐
落在贯穿城市南北的中轴线上。
这种建筑布局和朝向，既反映了中华正统儒家文化的思想，又适合北方自然环境特点，那就是北方冬
季漫长、寒冷，白天房屋需要充足的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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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北京是都城，要有明确的朝向和定位，而贯穿城市南北的中轴线就是最明显的城市坐标。
有了明确的南北定位，左、右（东、西）对称的建筑就好安排了。
北京城市中轴线还充分体现了中心的思想和观念，贯穿北京城市南北的中轴线可以说是“中”字字型
的一竖，而方方正正的紫禁城就是“中”字字型的“口”，当中轴线穿过紫禁城就组成了中国的“中
”字。
这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城市中心规划不同。
华盛顿城市正中也有一条中心线，连接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国会山，而与其相交的是一小横
，即杰弗逊纪念堂到白宫，组成的是“十”字架，展现的是西方文化信仰。
　　在中国古代社会，将中心、中央的思想上升到理论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确立有密切关系。
在封建等级和礼制中，最高的等级就是皇帝，最高的礼制是“周礼”。
这个礼仪的核心就是以帝王为中心。
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中心区域是皇城，核心区域是紫禁城。
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执政的君王以德治天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处在天的正中，形成众星环绕的局
面。
在北京故宫太和殿有一副楹联，上联是：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下联是：凤城回北斗，万邦
和协颂平章。
这副楹联的意思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大意是：作为君主（皇帝），要坐在天地之间的正中位置，始终保持中正，这样的统治和谐光明，四
海之内的臣民都会拥戴，都城中的皇宫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不仅位居正中，而且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
序，为万民所颂扬。
　　第二节　红山文化中的坛、庙、冢　　中国古代建筑中具有中轴线的历史十分悠久。
据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发掘报告，1979年5月，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接壤的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东山嘴
发现了5000年前的女神庙、石祭坛和积石冢。
这处遗址呈现的特点是：女神庙建在高高的山顶平台上，十几个积石冢环列周围，与远处的猪头山遥
相呼应。
女神庙遗址由北向南，为一根轴线，东西两侧各有对称式连体建筑。
最奇特是石祭坛布局有南北向的中轴线。
整座祭坛布局轴线分明，碎石建筑分两翼或主次排列在轴线上。
这一建筑布局，尤其是方与圆的巧妙搭配，与5000年后的天坛建筑布局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三节　中国传统建筑与中轴线　　可以说，红山文化中的中心思想和有中轴线建筑的布局一直
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天坛建筑布局、紫禁城建筑布局、十三陵建筑布局以
及一些标准的四合院、寺庙、道观等建筑都有中轴明显、左右对称的特点。
　　北京四合院是一种独特的民居建筑，主要集中在北京旧城区域。
有人说它是紫禁城布局在民间建筑上的翻版，是因为北京四合院有着典型的帝都民居建筑特征。
北京四合院除了大门安排在东南（八卦中的“巽”位），就整体院落来讲，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中心明
显，整齐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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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魅力北京中轴线》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讲述了北京城中轴线的建设历史及变迁，并结合北京
奥运会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阐述了中轴线延长线的建设理念及建设情况，使广大宣传干部对北京城
市整体规划，特别是对天坛文化圈建设及其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魅力北京中轴线》内容新颖、语言风趣、信息量大、贴近基层、贴近实际，对于指导基层工作，开
阔工作视野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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