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探展③

更多科普活动
请扫码了解

中国科技馆
科普讲座：世界猫科动物——

从老虎到家猫
7月28日10∶00-11∶30
主讲人：冯利民（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国家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

AI秘境探索：与大模型一起发
现新世界

7月28日14∶00-15∶30
主讲人：王晓茹（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学院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智能服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北京科学中心
科普电影：《回到月球》
7月27日 10∶00-11∶30
7月27日 11∶00-11∶30

《太空探索》
7月28日 10∶00-11∶30
7月27日 11∶00-11∶30

场馆科学课：植食者的眼睛
7月27日10∶00-10∶40
VR眼镜
7月27日10∶50-11∶30
简单飞行器设计
7月28日10∶00-10∶30
简单船舶设计
7月28日14∶00-15∶30

北京颐和园
科普活动：
跨水行空的智慧 7月27日
阳光女孩科普之旅 7月27日
残暑未尽，忽而秋来 8月3日

北京天坛公园
科普活动：
绘彩画团扇 7月27日
光寻皇穹宇 8月1日
声寻回音壁 8月2日
探寻圜丘坛 8月3日

北京中山公园
科普活动：
古树观察活动——我在中山护

古树 7月28日
体验古人投壶游戏 8月10日

北京动物园
科普活动：伪装大师
7月27日-28日9∶30-10∶30
了解鸟中大熊猫“青头潜鸭”
8月3日9∶30-10∶30

北京天文馆
科普活动：跟着官官画星星
7月27日10∶00-10∶45

14∶00-14∶45

民航博物馆
科普讲座：飞机为什么能飞起来
7月28日上午
彩虹的秘密
7月27日10∶30-11∶30
赏芯悦目
7月27日14∶30-15∶30

科普活动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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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北京建都 870 周年之际，“辉
煌中轴”专题展（以下简称展览）正在北
京首都博物馆热展。展览运用数字化
展陈手法和开放式展项，汇集了全国17
家文博单位的 53 组（件）文物，充分展
现古都北京的中轴线之美。

展览分“壮美中轴”“文化中轴”和
“永恒中轴”三部分，对北京中轴线的壮
美秩序、思想源流、历史发展、公众化进
程，以及保护工作进行了系统阐释。

认识北京中轴线

在首都博物馆一层B展厅，设有16
米长的中轴线沙盘，立体投影技术带来
的百变光影，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到北京
古城，“沉浸式”探寻古城历史与文明的
传承，及中轴线对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
与格局的影响。

筑城三千年，建都八百载。自金朝
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于1153年迁
都燕京（时称中都）以来，北京已有870
年的建都史。金中都城出现了北京都
城史上第一条中轴线。

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古
都学会会长王岗认为，今天的北京中轴
线，则起源于元大都。元灭金后，建造
元大都城，统治者按照《周礼·考工记》
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建筑规制，
建造了第一条都城中轴线。

据考古研究发现，在元大都城，钟
楼、鼓楼被放在了全城的中心位置，皇
城被放在钟楼、鼓楼的南边，也就是全

城南部的中心位置。按照“左祖右社”
规制，太庙被安置在皇城东侧，社稷坛
被安置在皇城西侧，分别沿中轴线左右
对称。商市则分布在都城中心钟楼、鼓
楼一带，以及各个交通枢纽的大街和城
门附近。

明代永乐大帝将都城迁往北京后，
北京城整体南移，但中轴线设计仍被严
格保留，形成了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模
式。人们如今所看到的北京中轴线大
部分建筑，基本是在明时期建造的。清
代继承延续了整体格局。

此时，从南端的永定门、正阳门，穿过
古都北京的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再向
北至钟鼓楼，北京中轴线全长约7.8公里。

文物里的北京中轴线

中轴线的历史，除了记录于历朝历
代的历史典籍之上，更被记录在无数件
与之密切相关的文物中。

走进“文化中轴”展区，一件件精致
典雅的文物映入眼帘——青花凤首扁
壶、正阳门正脊上银质压胜宝盒、印本
康熙《万寿盛典图》……这些文物形制
各异，大多来自北京建都以来金、元、
明、清等朝代的中轴线沿线建筑之中。

其中，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印章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这枚印章由铜制成，上面
刻着四个大字，斑驳的形态是数百年历史
的见证。据讲解员介绍，该印为金代铜质
官印，上面刻的字是“郊社署印”。

“郊社署”为金代太常寺的下属部
门。太常寺为从三品衙门，下设郊社署、
园陵署等机构，专门负责皇家社稷、祠
祀、祈祷等活动，并管理祭祀器物。或许

这位太常寺官员曾作为皇帝的随侍，到
天坛、社稷坛等地方参加皇家祭祀。

“作为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中
轴线是在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想观念影
响下，中华文明都城规划长期发展的产
物，反映了传统社会的政治、哲学、审
美、人居环境等观念。”讲解员总结。

北京中轴线在“生长”

“永恒中轴”展区中的一幅幅昏黄
的老照片和老地图，以及久远的影像，
记录着近现代以来北京中轴线上城市
布局的变化。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了迎接开国
大典，有关部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修
缮与改造。随后，在位于中轴线上的天
安门广场上，修建了新中国第一座重大
纪念性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随
之，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
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建筑也相继修
建。古老的中轴线，再一次成为了新生
共和国的心脏。

20 世纪 80 年代末，北京申办亚运
会成功，为连接城市中心和亚运村，从
北二环鼓楼桥引出鼓楼外大街，向北至
三环外，为北辰路。中轴线被延长了。

2008年北京申奥成功，中轴线再次
向北延伸，鸟巢和水立方落在了中轴线
两侧，向北则穿过奥林匹克公园，抵达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北京中轴线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
“生长”，见证着古老的北京城一步步走
向国际化大都市。

如今的北京中轴线有多长？它，还
在“生长”中。

从中轴线认识北京城
——走进首都博物馆“辉煌中轴”专题展

□□ 科普时报记者 李诏宇

左图为观众在观看北京中轴线老照片。右图为郊社署印及北京中轴线上出土的其他文物。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图为观众在观看北京中轴线沙盘。李诏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