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城里有4处大运河遗产点

如果您站在北京景山山顶的万春
亭上，俯视北京城，向东、向北方向放眼
望去，青瓦绿树之间，一道亮亮的河水
穿桥过街，从远方向您蜿蜒而来，直奔
皇城脚下。此时，请您发挥想象：就在这
条河上，白帆片片 ，船只往来 ，络绎不
绝。 与河相连的什刹海边，更是舟楫密
集， 那里正有一行船队穿过一座桥，迤
逦向着皇城的方向行进……这曾经是
元明时期此地的真实景象。

之所以能想象当年的盛景，是因为
您看到的那条河，就是当年的京杭大运
河———700多年之后， 又重新在北京城
中流淌开来，今日景象比当年更精致而
美丽了。

中国运河建设，从吴王夫差开凿邗
沟算起（公元前486年），于秦汉、隋和元
代掀起三次修建高潮，到1293年京杭大
运河贯通，这项连接南北的庞大水利工
程，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国家政治经济发
挥了巨大作用。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
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
界遗产项目。 在58个遗产点中，北京共
有4处，包括通惠河北京旧城段、通惠河
通州段2处河道及西城区澄清上闸 （万
宁桥）、东城区澄清中闸（东不压桥）2处
遗产点。

大运河北京段在北京城发展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 它在京全长82公里，横
跨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
区，见证了城市的沧桑巨变，承载着丰
富的文化记忆。

站在景山上看到的是京杭大运河，
曾是北京城的一部分， 元代称通惠河，
明代以后改称玉河，又叫御河。 这段河
道于元世祖二十九年（l292年）竣工，上
引昌平白浮泉水， 汇注大都城内积水
潭，流经什刹后海和什刹前海，再由万
宁桥下转向东南， 经皇城东墙外南流，
出内城南城墙的西水关转折向东，直达
东便门外的通惠河，而后东流汇入通州
的白河，再顺大运河南下远去。 玉河使

京杭大运河漕运水路的最北端延伸到
大都城内。 在这条河上，江南的粮食布
匹等物资源源不断送到，成为元大都经
济供给的重要通道。

玉河岸边有世界文化遗产石碑标
识，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其中澄
清上闸（万宁桥）、澄清中闸（东不压桥）
两处遗产点就在这段河道上。现在北京
市恢复了从什刹海万宁桥到东不压桥
全长480米的河道， 将原来的暗沟疏浚
开通，建成了玉河遗址公园，又沟通了
皇城根遗址公园和菖蒲河公园，形成了
北京城的新自然景观。 我沿玉河而行，
只见公园闹中取静，河水清澈，垂柳依
依，两岸散落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外人
很难想象，北京这座国际现代大都市中
居然有如此古风美景。

-万宁桥：中轴线上的老大哥

从景山上下来，沿着中轴线（地安
门外大街）一直向北走，过了地安门东
西大街路口， 有一座白玉栏杆石桥，这
就是万宁桥。

地安门外大街是京城内的交通主
干道，车流如水，如果不是注意到路两
边矗立的桥栏，匆匆路过，可能会忽略
了这座桥。 我曾经多次从桥上走过，但
因为不知道它的历史，所以没有关注过
它。 直到专门实地寻找万宁桥，见到它
的真身，才恍然 ，哦 ，原来这就是万宁
桥！ 据史料记载， 万宁桥始建于元代
（1285年），是确定北京中轴线的最初坐
标，因为皇帝出城必走此处，所以又被
称为“天桥”，它比紫禁城的金水桥（建
于明永乐年间）建得要早，至今历经730
余年风雨仍在安全服役，说它是“京城
第一桥”当之无愧。

站在石桥上观望，桥东荷叶浮动的
玉河流水， 桥西的什刹海波平浪静，桥
南正对景山， 而回身便是巍峨的鼓楼，
我在这里问路的时候，当地居民跟我说
这桥叫后门桥，我想这是从它处于地安
门北面（地安门为北京皇城的后门），因
方位而得名吧。

万宁桥不仅因皇城地理位置特殊，
而且它是京杭大运河北京漕运历史的
实物见证。 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世
祖忽必烈为解决大运河和城市各种用
水需求，采纳水利专家郭守敬的规划方
案， 引昌平白浮等泉水入大都西门水
关，扩充积水潭水量，使水由万宁桥东

流，经大通桥直至通州……京杭大运河
与大都城形成首尾相衔，南粮北运的漕
船可以径直驶至天子脚下，而积水潭成
为大运河的终端码头，当年此地店铺鳞
次栉比，商贾豪客云集，繁华空前，成为
京城中繁华的“商务区”。 《元史》载，元
世祖忽必烈自上都归，“过积水潭，见舳
舻蔽水，大悦，（即赐）名曰通惠河。 ”于
是，万宁桥成了通惠河上的第一桥。

细看这座桥，大部分桥栏已斑驳风
化， 与后期补修的新栏杆形成鲜明对
比，更显出这座桥的历史感。俯看桥下，
桥东桥西河沿上，各趴着一只石雕镇水
兽，两两对应 ，又姿态各异 ，或探头观
水，或伸爪欲试水，或凝神听水，或伏岸
望水，虽体型庞大，但憨态可掬。这些镇
水兽龙头龙爪，拖着巨大的尾巴，祥云
纹覆盖着身上的龙鳞，像是刚从天上游
临到水边。 专家认为，这些镇水兽刻于
元代， 与北海团城上的渎山大玉海石
雕，被称为传世的“大都双宝”。 与岸上
的镇水兽相对应，水中还有探出头来往
侧上方看的镇水兽，形成立体呼应的雕
刻群组。 另外，桥两面中孔拱券上也各
有一个伸头的石刻兽首。

离镇水兽不远的桥洞旁，岸石上有
闸门残迹，说明万宁桥属于“桥闸”，具
备双重功能：既作桥通行，又当闸制水。
我查史料时看到一个传说，在桥下石拱
正中间刻有“北京城”字样，“京”字正好
坐落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 河水上涨
时，如果把这3个字淹在水下，北京就有
遭遇水灾的危险，“水淹北京城”之说便
源于此。 现在，站在岸上已无法看见刻
字。 万宁桥虽然只是一座小小的单拱
桥，但其精致的面貌，持久的耐力，与它
所担负的大运河交通枢纽地位极为匹
配。

-东不压桥：一桥担两责

“十里藕花香不断，晚风吹过步粮
桥。 ”这是清朝诗人李静山描写玉河的
诗句。据《日下旧闻考》中记：“地安门东
有东步粮桥。”诗中和古籍相互印证，步
粮桥就是现在的东不压桥。

从万宁桥出发，沿着玉河岸边一路
向东南方向走十几分钟，见到地安门东
大街也便到了东不压桥，它是随同大运
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另一座桥
梁。

明代中叶的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

集》记载，步粮桥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元
代这里是交易布匹和粮食的集市，所以
叫步粮桥。 改名为东不压桥说法不一，
一说北向南的河水穿过桥下，东西向的
北皇城墙又要压在桥上一部分，高大厚
重的皇城墙压上桥身就要考虑承重问
题，为了保障桥面畅通，设计者把桥洞
一分为二， 北半边的桥洞开正常的大
洞， 南半边只留一个流水的小涵洞，其
余是实墙，这样皇城墙就等于没有压在
桥上，而是由河床直接承载起来，从半
边桥上越过。因为在地安门西大街北海
后门稍东位置，有一座同样、同名、同一
功能的石桥，所以人们分别把它们称为
东、西不压桥。另一种说法，因为桥有一
部分建在皇城墙外，与皇城墙有一小段
距离，没有被皇城墙压上，所以叫东不
压桥。 至于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其实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设计者的智慧，让
这座桥解决了河道与皇城建筑相遇的
难题，发挥了多种作用。

秋日艳阳下， 站在东不压桥上，可
看到燕翅、裹头、券脸石、金刚石条、石
墩等大运河遗迹，石头、石碑静静矗立，
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明清时期，玉河逐
渐失去漕运功能，民国时期，玉河断水
被改为暗渠，最终这些水利设施被填埋
到地下。

2006年后， 北京市启动玉河历史
文化恢复保护工程， 让消失的大运河
重新在京城活泼流淌起来， 大运河的
人气在北京又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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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冷冰 文/图

河入北京城

它曾经穿桥过街， 舟楫往来；
它曾经消身隐迹， 只留传说 ； 现
在 ， 它重现京城 ， 美丽依然———
大运河， 又系上了 “漂来的北京
城”。

———寻访北京城里的大运河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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