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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板桥遗址、正阳桥遗址
先农坛耤田遗址
先农坛地祗坛遗址
先农坛庆成宫明清道路遗址

天桥、板沟遗存
珠市口南中轴道路排水沟遗址
永安路东口古代道路遗址
珠市口南中轴道路路肩
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路遗存

13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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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间发掘了13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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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
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
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中华得知消
息后，感慨万千，“这一成功背后，离不
开考古团队12年的辛勤付出”。

记者了解到，北京中轴线2012年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
轴线考古也随之启动。在这12年间，
十余人的考古团队发掘了13处地点。

“这些丰富的考古成果包含了中轴
线上的桥梁、水系、道路、坛庙和市肆等
要素，是北京中轴线拥有旺盛生命力的
物质见证，更为申遗成功提供了有力支
撑。”张中华表示，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
路遗存的发现，是北京中轴线考古工作
中最为关键的成果之一。

以往人们知道北京中轴线串联起
各个历史建筑，但具体的道路位置却不
明确。如今，通过发掘，永定门内揭露
出的依次叠压的7条道路，厘清了中轴
线南段道路的历史演变脉络，这为北京
中轴线的真实性、延续性和完整性提供
了有力证据。“在发掘永定门内中轴历
史道路遗存时，考古团队清晰地看到了
明清时期的厚重车辙。当时，大家面对
发掘出来的依次叠压的7条道路矗立
良久，这不仅是历史的车辙，更是文明
的印记。”

首次发掘地安门外市肆遗址

中轴线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
2017年，张中华介绍，当年鼓楼西大街
35号院的一户人家要盖房，这处住宅
紧邻鼓楼，住户文物保护意识非常强，
在动工之前提前申报了考古勘探。于
是，北京考古研究院对现场展开了考古
发掘工作。

“2017年9月，我们在鼓楼西大街
35号院发现了市肆区。市肆区遗址呈
现出了‘前朝后市’的古代王城典型特
点。遗址内发现了多处元、明、清时期
的灰坑，出土了丰富的瓷片，包括龙泉
青瓷、景德镇青花瓷、钧瓷、磁州窑白地
黑花瓷等，是市肆区热闹繁华市井生活
的考古实证。”张中华介绍，这是北京中
轴线上首个考古发掘项目，发掘后被确
定为“地安门外市肆遗址”。

同年，配合西城区疏解整治，考古
团队又发掘出西板桥遗址。“西板桥存
在于老北京人的记忆和乡愁中，现在5
路公交车仍有西板桥公交站，但没有人
知道西板桥的真正面貌。”张中华介绍，
西板桥遗址位于什刹海街道恭俭胡同
南口与景山西街交会处，西板桥被完整
地发掘出来后，呈现出石条砌筑的规整
河道，结合史料记载，内金水河的水系
脉络更加清晰。

2018年开始，北京市文物局启动
了先农坛的腾退整治。当时育才学校
的篮球场，正是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帝王
亲耕的“耤田”（“耤田”的地块面积恰好
是“一亩三分”，因此也称“一亩三分
地”），在腾退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

“耤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我们发

现了皇帝观耕台以南的观礼空间，这是
明清时期举行耤田礼时，王公大臣们站
立的区域，在发掘后对其进行了展示。
考古团队同时还发现了薄薄一层一亩
三分地的耕土，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当
时的植物遗存。”张中华告诉记者。

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

为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除了考古
发掘，北京考古研究院还参与了申遗文
本及保养维护设计方案编制、点位讲
解、文保工程修缮等多项申遗工作。

北京考古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部、
文化遗产事务部、明清考古研究部参与
修编了《北京市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名
录文本》。北京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

卫伟几乎全程参与了北京中轴线申遗
文本的编制和修改工作，对北京中轴线
各个遗产点的建筑形制、历史沿革和价
值描述贡献颇多。

此外，为落实好北京中轴线申遗保
护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 7月—2023
年6月），文化遗产事务部加班加点，组
织评审或编制太庙享殿东西配殿、寝殿
东西配殿、祧庙东西配殿保护修缮工程
方案，北京天坛现状整修工程、天桥遗
址回填保护方案，以及正阳门箭楼门洞
内御道石保养维护设计方案等17项中
轴线相关方案。同时，还参与编制了
《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设计导则》《中轴
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北京中轴
线申遗综合整治实施计划》等北京中轴
线申遗保护方案。

12年间发掘出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路遗存等遗址 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

13处考古新发现串起中轴文脉

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路遗存，呈现了自明代以来依次叠压的7条道路。

布设4条发掘探沟
再现中轴道路遗存

12年的北京中轴线考古，积累了丰
富的成果，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路遗
存、珠市口中轴道路排水沟遗址、正阳
桥遗址、天桥遗址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出
土，让中轴线南段的历史拼图增添了重
要的实物证据，为最终的申遗成功提供
了有力支持。

记者了解到，2019年，北京考古研
究院就启动了中轴线南段的考古计
划。2021年，北京市文物部门从全国范
围内请了相关专家，探讨北京中轴线申
遗的短板在哪儿，还缺少哪些考古实证
支撑。专家们一致认为，南中轴线的考
古还存在空白，比如正阳桥、天桥到底
存不存在？中轴道路到底在哪里？

2022年开始，北京考古研究院副研
究馆员张利芳等考古人员持续对中轴
线南段道路进行了考古发掘，先后发现
了中轴道路遗存若干处，包括珠市口南
中轴道路砖沟、板沟、路肩，永安路东口
古代道路、天桥遗址，永定门内中轴历
史道路遗存等。其中，珠市口南中轴道
路砖砌排水沟渠遗址位于珠市口教堂
南侧，展现出清代居中道路西侧砖砌沟
渠的位置与形制；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
路遗存位于永定门以北约400米处，展
现出明代至现代不同历史阶段居中道
路使用情况。

“这些道路遗存证实了中轴线南段
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为申遗提供了有力
的实物证据。”张利芳说，特别是永定门
内中轴历史道路遗存，呈现了自明代以
来依次叠压的7条道路，明确了中轴线
南段道路的规制和工程做法。在考古
发掘中，还发现了珠市口南中轴道路排
水沟渠遗址，这些排水设施反映了古代
城市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水平。

挖掘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路可谓
一波三折，难度极大。“虽然经过前期调
研和充分论证得以知晓，古代中轴道路
很可能会在永定门公园中央景观大道
下面，但考古就像开盲盒，我们无法知
晓道路遗址的保存状况。为了提高发
现中轴道路的概率，我们布设了4条探
沟。”张利芳介绍，这4条探沟分别位于
永定门公园南园、北园，最终，考古人员
在 2 号探沟中探挖出了保存较好的居
中道路。

永定门内依次叠压的7条古道，再现了中轴线南段道路的历史面貌；市肆、桥梁，见证了古代市井生活的繁华景
象；西板桥遗址的发掘，让老北京人的记忆和乡愁，通过石条砌筑的规整河道得以呈现……北京中轴线的申遗保护
之路历时12年，相关考古发掘贯穿始终，北京考古研究院先后发掘了正阳桥遗址、中轴道路排水沟、永定门内中轴
历史道路遗存、天桥遗址等多处重要遗址，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更是成为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

12年间，中轴线考古发掘涉及了哪些地点？发掘出的“宝贝”都有何意义？对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又起到了什
么作用？近日，记者走进北京考古研究院，探秘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背后的考古故事。

亮点>>>

这是7月21日在北京正阳门箭楼上拍摄的前门大街和远处的永定门。 新华社发

在北京钟鼓楼下的钟楼湾胡同
里，市民在自家院子里喝茶（2023年
6月12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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