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轴线非正南正北

中国测绘科学院研究员夔中羽一
直从事空中遥感及地图测绘工作 。
2004年他要拍摄北京的全景鸟瞰图 ，
他先找来了北京航空影像图， 面对高
清晰的图像， 他猛然发现北京的中轴
线不是正南正北的。 这让他极为困惑，
又找了北京卫星影像图， 发现北京中
轴线是偏离子午线的。 他又查看了各
种版本的北京地图仍证实了这一点。

为此夔中羽特意找到了中国地图
出版社的负责人。 那位负责人告诉夔
中羽，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 北京
的规划部门在测量中就发现了北京中
轴线偏离子午线的事实。 由于偏离得
不太多， 一般市民感觉不出来， 这个
事儿也没有对外发布。

后来夔中羽与测绘人员共同对北
京中轴线进行实地测绘。 他们选择了
中轴线上的永定门、 地安门与钟楼三
个点， 经过精确地测量和计算， 发现
北京中轴线偏离子午线逆时针2度十
几分。 根据这一计算， 从起点永定门
到终点钟楼， 已偏离300米。

夔中羽特意在永定门城楼下向北
的甬路上， 做了一次 “立竿见影” 的
试验。 他们在甬路中央设立了一根2
米长的杆子。 由杆子的下面， 顺甬路
中心线向北， 粘上一条长6米的黑胶
带， 代表中轴线指向。 当太阳经过永
定门上中天时， 杆子的影子就是永定
门子午线 。 而太阳经过上中天的时
间， 是在电台播出 “北京时间中午12
点” 的时号上， 加上当地时差和当日
时差修正后得到的。 结果是， 子午线
影子与中轴线黑胶带之间确实有一个
夹角， 这个夹角也是2度十几分！

中轴线为何偏离子午线

这一发现使学术界十分震惊。 难
道元、 明、 清三代33位皇帝的宝座都
坐歪了吗？ 中轴线为什么偏离了子午
线？ 一时众说纷纭。

一派认为是当时的测量出了问
题。 古代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采用
磁针定位法造成了一定的偏差。 但许

多人不同意这一说法。 他们认为我国
古代很早就有精确的测量技术， 在天
文、 历法、 数学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
水平。 唐朝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曾准确
地测量了子午线， 中轴线的偏离不可
能是测量错误。

还有人提出这样的假设， 北京中
轴线由建成至今已经700多年 ， 是否
在这700多年中， 地球自然状态变化，
比如岁差、 极移、 磁偏等等， 引起了
北京中轴线偏离子午线？ 天文学家对
此也给出了回答： 不会的。 地轴的变
化极其微小， 短短700多年时间更不
会有2至3度的变化。 退一万步说有变
化， 地球是个整体， 为什么大都的中
轴线偏离了， 相隔仅270多公里的元
上都中轴线却没变化呢？

一些人文学者试图从人文角度找
出原因。 他们认为元大都的规划设计
者刘秉忠是汉人， 尽管受到忽必烈的
信任， 但他对蒙古族的统治是很不满
的， 很可能是他有意将中轴线偏离了
正南、正北方向，让他们的江山不稳。

但是接着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夔
中羽在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事情的答
案。 有一次他和同事聊天时， 偶然提
起古代建筑的方向有时与远方的地物
有关 。 这让夔中羽心中一亮 ， 他想
到， 元代起源于蒙古。 北京中轴线向
北、 向蒙古延伸， 会不会指向元的什
么地方？

夔中羽立刻找来有关的9张大比
例尺地形图。 经过连续测算，他惊奇地
发现：北京中轴线往北延伸，它的延长
线直指古开平。 而古开平（位于今内蒙
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不
是一般的地方， 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
的中兴之地，元上都的所在地！

当然， 如果北京中轴线和元上都
遗址中轴线完全重合就更好了。 但现
在看来还是有几公里的误差。 但元代
的测量技术不可能有现在这么精确 ，
在这么远的距离内， 这点误差大约完
全可以由当时的技术局限来解释了。

翻翻历史书就知道， 当年忽必烈
就 是 从 元 上 都 迁 都 到 元 大 都 （今
北京） 的。 而事实上， 元世祖忽必烈

实行 “两都巡幸制 ” ： 冬天在元大
都 办 公 ， 元 大 都 就 是 所 谓 的 “冬
都 ” ； 夏天在元上都办公， 元上都即
是 “夏都”。

夔中羽说， 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
理解， 在建元大都前的堪舆工作中 ，
很可能按当时皇帝忽必烈的意愿， 为
体现上都———大都的两都统一， 而采
用上都———大都连线作为大都中轴线
的基准线！ 因而将北京中轴线偏离而
指向上都， 是忽必烈有意为之。 将两
都的风水和王气连为一脉， 中轴线成
为两都线。

这会是解答北京中轴线偏移之谜
的最终答案吗？ 我们还不得而知。 中
轴线的偏离， 其中还暗藏着什么玄机
和奥秘， 有待进一步揭开。

东城墙为什么内缩呢

那么北京城市中轴线是否是几何
中分线？ 从理论上讲，中轴线即应该是
几何中分线，否则不应称为中轴。 但对
北京城实测的结果， 明清北京中轴线
并不是城市的几何中分线。 从中轴线
至东城墙的距离比到西城墙略短。 按
民国《北平实测图》，正阳门至崇文门
约1785米， 崇文门至东城墙外沿1450
米，合计3225米。 正阳门至宣武门2075
米，宣武门至西城墙外沿1450米，合计
3525米。 两者相比，正阳门至东城墙的
距离比正阳门至西城墙的距离短300
米，即东城墙内缩了300米。

东城墙为什么内缩呢？ 一种说法
是， 在按原规划建东城墙时， 那里有
一片水洼， 不易建城。 东城墙不得不
略向内缩， 使东城墙距中轴线比西城
墙距中轴线略短， 也造成了中轴线不
是几何中分线。

那么北京的几何中分线在哪里
呢 ？ 按照对称原理300米一分为二 ，
离现在中轴线西150米左右即是北京
几何中分线。 而现旧鼓楼大街恰在中
轴线以西163米 ， 极为接近城市几何
中分线。 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旧鼓楼
大街是元大都中轴线， 而明代中轴线
略向东移， 脱离了城市几何中分线的
依据。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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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坊是北京现存历史最老的烤
鸭店。 便宜坊老店是一座二层的木制
小楼， 最早开办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到现在整整有六百年的历史了。

便宜坊是随明朝皇帝朱棣一起从
南京迁入北京的， 最早只是卖熟肉的
熟食店， 并没有店名。 南京的板鸭有
名， 它卖的鸭子为了适合北方人的口
味，进行了改良，最后形成了独到的焖
炉烤鸭的制作方法。又因为卖得便宜，
食客口口相传，便把它叫成了便宜坊。
这个“坊”字，带有南方特点，北京给饭
庄起名，都叫楼、堂、居什么的，在明清
两代，叫坊的，除便宜坊没有第二家。

便宜坊的匾额，为杨继盛题写。杨
是明朝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忠臣。 因上
疏当时的大奸臣严嵩的五奸十罪 ，得
罪了严嵩，被贬斥下朝 。那时候 ，杨住
在校场口的达智桥胡同， 离米市胡同
很近，便郁郁不乐地走进便宜坊，借酒
浇愁，吃到烤鸭，赞不绝口，一结账，非
常便宜，说道：“此店真便宜也 ！”杨的
人品书法俱佳。店主人赶紧拿来笔墨，
请杨书写店名，杨一挥而就 ，写下 “便
宜坊”三个大字 。三年后 ，杨被严嵩关
进监狱严刑拷打迫害而死。杨死后，严
嵩听说杨为便宜坊题写过店名， 还被
制成匾额挂在便宜坊门前， 便命老板
摘匾，老板被打至死不从，最终保下这
块匾额。当然，这都是传说 ，但杨继盛
为便宜坊题写店名确有其事， 这块匾
额历经五百多年沧桑 ，直到 “文革 ”时
不幸被红卫兵砸烂。

便宜坊的烤鸭出了名， 清咸丰五
年（1855年）在鲜鱼口开了新店。有意思
的是，18年之后，即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 ）， 北京另一家有名的烤鸭店全聚
德， 在肉市胡同开张， 两家挨得非常
近，全聚德的前店和便宜坊的后厨，只
有一条窄小的胡同之隔。都是卖烤鸭，
很有些公开叫板的意思。

便宜坊在米市胡同的老店后来倒
闭了，在鲜鱼口那家就是它的老店了。
前几年鲜鱼口改造， 不知为什么把便
宜坊拆掉，东移至如今东侧路边上，老
店最怕搬家， 老店包括老牌子、 老食
谱、老做法，也包括老地址。但凡易地，
元气大伤。全聚德，引以为傲的是老店
前脸的一面老墙，至今完整保存，匾额
上“全聚德”三个大字虽磨损得有些沧
桑，但依然清晰可见 。便宜坊呢 ？从米
市胡同到鲜鱼口到现在，几经易地，根
脉已损。

如果杨继盛当年写的老匾还保存
着， 便宜坊能拥有自己的历史物证，该
有多好！ 摘自《北京晚报》

北北京京城城市市中中轴轴线线是是否否是是正正南南正正北北的的子子午午线线呢呢？？ 清清康康熙熙四四十十八八年年 （（11770099）） 清清政政府府曾曾
将将北北京京中中轴轴线线确确定定为为天天文文和和地地理理意意义义的的本本初初子子午午线线，， 即即零零度度地地球球经经线线。。 可可惜惜当当时时没没有有知知
识识产产权权概概念念，， 没没有有申申报报国国际际认认定定，， 没没有有被被国国际际社社会会采采用用。。 直直至至11888844年年国国际际会会议议决决定定以以
通通过过英英国国格格林林尼尼治治天天文文台台子子午午仪仪中中心心的的经经线线为为本本初初子子午午线线。。

几几百百年年过过去去了了，， 直直到到近近年年中中国国测测绘绘科科学学院院研研究究员员夔夔中中羽羽在在研研究究中中发发现现，， 北北京京城城为为何何
非非正正南南正正北北。。 这这让让学学术术界界十十分分震震惊惊。。 难难道道元元、、 明明、、 清清三三代代3333位位皇皇帝帝的的宝宝座座都都坐坐歪歪了了吗吗？？
中中轴轴线线为为什什么么偏偏离离了了子子午午线线？？ 一一时时众众说说纷纷纭纭。。

痛痛失失老老匾匾的的便便宜宜坊坊

■史海钩沉

北北京京城城为为何何非非正正南南正正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