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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北京中轴线主题图书

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北京——都市计划中的无比杰作》中这样描述，一根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可以说，一条北京中轴线承载着悠久历史，显示着一个

古老文明的梦想与追寻。与中轴线上的文物古迹相同，书籍成为记录中轴线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向民众传递着中轴线的

多元文化，让更多读者通过文字、影像与图片，了解中轴线文化内涵、理解中轴线申遗的重要意义。

自北京中轴线申遗成
功之后，年届七旬的北京
史研究专家李建平，忙得
不可开交。作为北京中轴
线研究知名学者，李建平
先后推出《北京中轴线》

《魅力北京中轴线》《北京
文脉》《皇都京韵——走近
北京城》等著作。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
功的消息传来，我是万分
激动，这是一件盼望已久的事。”8月4日晚，李建平在接
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很是激动地
说道：“终于看到一个可喜的成果，这是中轴线研究值得
列入里程碑的一件事。”

申奥成功结缘北京中轴线研究

论起李建平与北京中轴线研究结缘，始自2001年
北京申奥成功。当时在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工作的李建
平，经常去踏勘奥林匹克公园选址，“我单位旁边就是
如今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北顶村。当时站在北
顶村的高处沿着北辰路往南一望，一眼就望见钟楼，从
这里看，奥林匹克公园与北京老城的传统中轴线相连。”

李建平感慨道，正是通过奥林匹克公园规划建
设，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
是城市的灵魂。”这番经历激发了李建平走上北京中轴
线研究之路。结合奥林匹克公园建设等，李建平于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推出了自己首部中轴线
专著《魅力北京中轴线》，“2008年6月上市不久，就
卖脱销啦。”李建平笑着说，“没想到这么一部科普著
作，会一抢而空。”

《魅力北京中轴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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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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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体会和认知必然更加准确、更加到
位，也更加舒展、更加灵动。”李建平感慨道。

“2008 年奥运会结束后，北京立即将‘人文奥
运’的倡导融入‘人文北京’建设，提出借助北京中
轴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促进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
体保护。”李建平表示，通过人文北京建设，特别是
加强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自己对于中轴线
的相关研究也更深了一步，“2012年《魅力北京中轴
线》修订再版，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最新中轴线研究成
果在其中。”

全力做好中轴线文化普及

秉持着“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了解北京
中轴线、了解北京文化”，李建平今年推出了最新力作

《北京中轴线》，“这本书就是有关北京中轴线文化的普
及读本，给咱们老百姓讲好北京中轴线故事，做好北京
中轴线文化宣推普及工作。”

撰写时考虑到“通俗易懂”这一原则，李建平全部
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中轴线历史文化传承，“没有引用古
文”。同时为了更直观形象地向读者“把中轴线的事说
清楚、说准确”，李建平为全书绘制了37张示意图，“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更易于读者接受和理
解”。李建平笑称，自己年轻时做美术老师这一功底算
是派上了用场。

在《北京中轴线》中，李建平写了“中轴线之实”，即
尚中的文化基因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现今申遗的
北京中轴线规划设计始于元大都，经过明清定型完善，
至今已有750年历史；李建平还通过字里行间的梳理，
写了“中轴线之名”，第一个提出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是
建筑学家梁思成，其在《中国建筑史》中，论述中国建筑
平面布局的特点时，开始使用“中轴线”一词；同时李建
平在《北京中轴线》一书中还写了“中轴线之魅力”介绍
了“左右对称的审美文化”“五行、五镇、五色的传统文
化”“阴阳和谐的理气文化”等。

近年来，李建平针对北京中轴线的研究重点聚焦
在其所蕴藏的人文精神，即“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与时
俱进、开放包容”。在李建平看来，这是北京中轴线的文
化精髓。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可以说是万里长征走完了
第一步。”李建平感慨道，“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
要做，中轴线是个富矿，我们目前仅挖到了‘第一层’，要
向世界讲好中轴线故事，讲好北京故事，把中轴线这张
金名片推向全世界，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使命。”

讲好北京中轴线故事
——专访北京史研究专家李建平
□本报记者 李婧璇

绘本依托图画这种直观形式，
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北京中轴线的
建筑艺术之美，感受北京的人间烟
火气。《穿越北京中轴线》（北京出
版社）以充满趣味的文字和恢宏精
美的手绘插图，采用时间轴线、空间
轴线等双轴线并行的视角带领读者
穿越北京中轴线的历史、变迁和发
展。“本书虽然以绘本的形式呈现，
但其实不分年龄段，只要你想了解
北京中轴线都适合阅读。”该书策
划、责任编辑于蕊介绍说，作为一本
讲述北京中轴线人文历史的科普绘
本，“全书将中轴线所蕴含的中国传
统哲学思想、礼制文化、高超绝妙的
建筑设计等内容通过有效的沟通方
式真实地展现出来，让读者浸润古
都人文底蕴，领略北京城脊梁的风
采，从多角度、多方位解读中轴线。”

在于蕊看来，和同类主题绘本
相比，《穿越北京中轴线》一书在
内容、绘图、形式的创新上都下了
很大功夫。第一，采用时间和空间
双轴线讲述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
生，并穿插四季的变化，全面展现

了如 《清明上河图》 一般壮美恢
宏、鲜活生动的历史画面；第二，
全景式展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
涵，书中涵盖历史、建筑、声乐、
传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可以
让读者在阅读中增长见识；第三，
百余幅手工绘图，画面绝美，将水
彩画特有的灵动与虚幻展现得淋漓
尽致，极具艺术观赏价值；第四，
充满趣味的设计巧思，书中独具匠
心的异型插页和超长幅拉页设计，
北京雨燕诙谐有趣的对话，增加了
阅读中的韵律感和互动性，激发读
者阅读兴趣。

“本书是非常好地向广大读者
特别是小读者宣传介绍古都传统文
化，讲好北京故事的窗口。”于蕊
认为，该书让孩子们从小汲取历史
文化的滋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种子在孩子心中发芽。

《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建筑乐
章：北京中轴线》（少年儿童出版
社）是作家邱华栋专为青少年读者
创作的个人第一部绘本作品。“它
并非作者临时起意之作，而是邱华

栋深耕北京城研究多年，在城市传
记《北京传》的基础上精心打磨而
成。”本书责任编辑、少年儿童出
版社原创儿童文学中心总编辑霍
聃介绍道，该书延续了邱华栋一
贯简约、平实的创作风格，“每帧
画面都充分考虑到身临其境的儿
童视角，通过绘本的‘镜头’语
言，精准描绘出北京中轴线真实的
远景、中景、近景，让这一历史文
化地标在小读者眼前一览无余。”

在霍聃看来，邱华栋的真正高
明之处在于，通过中轴线上古老与
现代的交织，通过四处弥漫的烟火
气与人情味，让小读者深切体会
到，中轴线并不仅仅是一组建筑，
一段历史，抑或是一种文化，它更
是一个鲜活的、会呼吸的生命。它
的“活”，体现在它时时刻刻的生
长中，它容纳着每一个平凡的生
命，也在默默影响着在这里生活、
从这里走过的每一个人。

霍聃认为，这种出发，在北京
中轴线上体现得尤为深刻，“因为
在这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以绘本领略中轴线之美

北京中轴线从哪里来？北京中
轴线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护北京中
轴线？如何保护北京中轴线？向公
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些事，《北京
中轴线文化遗产图典》（北京出版
社）用小8开画册开本，通过兼具
艺术性与知识性的图片、相得益彰
的图文设计、中英文双语的表达方
式，全面呈现了北京中轴线的渊源
流变、结构形态、遗产价值和保护
工作。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
项目、北京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
目，《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图典》
系列图书共6册，其中不乏独特视
角，尤其《保护与传承》一册，围
绕北京中轴线保护所进行的制度建
设、实际行动和理念更新，使读者
了解各级文物保护部门、相关机
构、专家学者、社会公众、新闻媒

体所做的共同努力及其明显成效，
推动全社会形成保护自觉，助力北
京中轴线的永续传承。”该书责任
编辑高琪介绍，本系列图书由长
期以来深耕北京历史地理、北京
中轴线文化遗产研究的多位专家
学者携手打造，并邀请“中国最
美的书”获得者鲁明静担纲整体
设计。“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装帧
设计等表现形式来说，本套图书
都是立足当下，从文化遗产的角度
向中外读者展现北京中轴线巨大魅
力的窗口。”

“小书”不小，依然能承载北
京中轴线所积淀的丰厚知识。作为
面向广大普通读者的一本通俗易懂
的科普书，《北京中轴线知识一
点通》（清华大学出版社） 以明清
北京城的中轴线为线索，串讲了自
钟鼓楼至永定门遗产点的古建筑，

包括修建时间、功能、服务对象等
基础知识，侧重于建筑营造与古迹
保存。

“全书由 262 组围绕北京中轴
线的常见小问题组成，由浅入深，
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尤其是现已
不存的建筑，均配有较为清晰完整
的老照片，帮助读者加强认知。”
该书责任编辑孙元元坦言，关于北
京中轴线的深厚内涵和文化价值，
远不止这些简单的小问题，这本力
求面面俱到的小书，能让零基础的
读者初步了解北京中轴线沿线的古
建筑，了解古人如何通过规划布局
来表达对政治理念、文化象征和生
活空间的认识。“我们希望它能成
为广大读者的一本北京中轴线入门
书，引导大家深入学习、探索我国
古代都城设计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的相关知识。”

承载丰厚知识积淀

作为一项规模宏大、具有强大
生命力的活态遗产，北京中轴线不
仅串联起众多文物古迹，更清晰地
构建了一个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
表达体系。作为“北京文化书系·
古都文化丛书”中的一本，《中轴
线——古都脊梁》（北京出版社）
深入阐释了我国都城营建“居中而
治、以中为尊”的理念以及中正、
中和、凝聚、向心，多元一体的文
化传统，并全面介绍了钟鼓楼、万
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
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
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
存、永定门等众多文物古迹。

“天坛是帝王祭祀天神的最高
场所，体现了‘敬天’的文化主题；先

农坛是帝王亲耕的重要场所，体现
了‘重农’的经济主题；太庙是帝王
祭祀祖先的场所，体现了‘尊祖’的
伦理观念；社稷坛是帝王祭祀社稷
之神的场所，体现了‘爱国’的政治
理念。”《中轴线——古都脊梁》责任
编辑张晨光表示，一书在手，读者不
仅可以纵览中轴线的沧桑变迁，而
且可以感悟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中轴
线发展的最高峰。在这条北京的中
轴线上，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中华
民族发展的历史辉煌。”

同样聚焦于阐释中轴线文化内
涵的还有《北京中轴线》（华文出版
社），详细介绍了中华文明“尚中”的
文化脉络，论述了北京中轴线具有

的中华文化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征，并以
北京中轴线上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了有力论证。

“根据北京中轴线的特点，《北
京中轴线》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左
右对称’‘吉祥瑞兽’‘围和空间’‘九
门宫阙’等，展示了北京中轴线上独
特的文化现象，以及‘古树名木’‘河
湖水系’‘正阳雨燕’等。”该书责任
编辑方昊飞指出，《北京中轴线》图
文并茂、史料翔实，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北京中轴线上遗产点的文化特色
及来龙去脉，“书中配有100多张彩
色图片及作者绘制的示意图，读者
可近距离、大尺度地赏读北京中轴
线之壮美。”

通俗阐述中轴线文化内涵

绵延历史文脉绵延历史文脉 绽放古都新貌绽放古都新貌
□本报记者 李婧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