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马河

一、 亮马河本名 “晾马河”

说起亮马河，一般京城百姓并不陌
生。这是因为这条小河在历史上并不简
单，它还承载了很多历史记忆。 亮马河
位于朝阳区中部，长约10公里，因在坝
河以南，明代称“南坝河”。 由于河畔水
源充足、牧草丰盛，明代皇家在此设御
马苑，并将“南坝河”易名为“晾马河”，
后谐音为“亮马河”。

据专家考证， 亮马河最初是东直
门外一条大车道， 因地势低洼， 每至
汛期雨水便汇聚于此， 形成季节性河
道 。 在元末 ， 因附近地下水源丰沛 ，
多泉水汇流， 逐渐将这条大车道变成
一条小河。 明洪武初年 （1368年） 大
将徐达攻陷元大都后， 将大都北城墙
南移5里， 重修北城墙并开挖护城河，
由此这条小河逐渐与北护城河相通 ，
向东注入坝河， 因在坝河的南侧， 俗
称 “南坝河”。

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 因为这里
水草丰茂， 地势开阔， 皇家就在此设
御马苑， 派太监在此养马， 因地处京
城东部， 俗称 “东御马厂”。 据 《明一
统志》 载： “御马苑在京城外郑村坝，
牧养御马大小二十所， 相距各四三里，
皆绕以周垣， 垣中有厩， 垣外地基甚
平旷， 群马畜牧其间， 生有蕃息。” 据
传， 每当皇家使用御马时， 由宫里的
太监提前到此禀告， 随后御马苑的太
监将所选用的马匹进行冲洗， 梳理鬃
毛。

曾看到一幅清代郎世宁所绘 《百
骏图》 中御马在河中洗澡的场景， 描
写当时晒马的画 ， 画面上 ， 人 、 马 、
树、 水、 草、 花和谐共生， 各得其所。
因御马在河中清洗后要先晾晒干净 ，
所以将御马苑附近的南坝河称为 “晾
马河”， 后谐音为 “亮马河”。

这样一条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河
流 ， 不但让这个地名极其富于诗意 ，
还显示了一种胸怀和眼光： 好马不但
配好鞍， 还要整洁。 如今亮马河的这
些历史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 早已经
一去不复返， 不过， 有关亮马河的美
好传说， 还会让我们为之欣喜。 因为
有故事的河流会更加迷人、 前景会更
加灿烂。

我惊奇地发现， 沿线近10公里的
河流， 还分布着多处村落和古迹， 如
枣营 、 驼房营 、 半截塔 、 十二陵等 。
虽然这些地方的历史遗迹基本荡然无
存， 都是高楼耸立， 但是它们的前身
却都是有着丰厚历史底蕴的所在。

二、 昔日污水河， 今日景观带

作为一条历史名河， 亮马河也不
是一直风光无限好的， 在清朝末年到
民国初年 ， 因为几十年没有疏浚过 ，
造成了河床淤积深厚， 杂草丛生， 乃
至河道变窄， 成为一条臭水沟， 连河
中知名的鲫鱼、 白鲢等多种鱼类都消
失了。 等到汛期到来之际， 由于亮马
河河道狭窄， 来水量过大， 造成排水
不畅， 河水溢流， 给河道沿线村落带
来灾害。

北京市从1981年开始， 对亮马河
的河道进行治理， 亮马河基本恢复了
河水清澈、 环境优美的情况。 但是由
一条小河， 一跃成为国际水岸风情区
的关键节点， 却是在今年夏季完成的
亮马河整体景观大提升的工程。 为了
及时欣赏亮马河提升后的美景， 我在
一年之内先后来了三次， 我发现， 每
次来的时候 ， 景观都在一步步提升 ，
已经变得美不胜收。

由亮马河的华丽转身， 其实是彻
底盘活了周边诸多景区和商圈， 使得
这些商圈连成一片片 。 如周边的朝
阳公园、 蓝色港湾 、 使馆区 、 燕莎 。
按照有关部门的设计， 景观廊道总面
积约80万平方米 ， 涉及水 、 城 、 景 、
文 、 游五个系统 。 围绕 “国际视野 、
国家战略、 北京印象、 创新朝阳” 四
个维度， 将亮马河打造为 “水清、 岸
绿、 景美、 蕴深” 的国际知名景观河
流。 未来的规划方案显示， 亮马河将
拓宽部分狭窄的河道 ， 全线达到 5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并通过建设蓄水
池等设施， 实现雨洪的自动化智能调
度。

这个规划， 着实令人鼓舞， 也十
分期待。 眼下亮马河的亮丽景象已经
初步展示在世人面前。 我发现， 从燕
莎桥开始沿着亮马河边散步， 真是一
种涤荡心灵的享受。 沿途是葱郁的灌
木、 油柏； 低平的岸坡堤上长着茂密
的水生植物 ； 精心打造的蓝色小桥 ，
像一条蓝色丝带， 系在亮马河上； 随
处可见的亲水平台， 让游人随时可以
停下脚步去近距离观赏和拍照。 舒缓
的河水、 成片的绿荫和岸边的高楼大
厦， 形成风格统一、 浑然一体的景观
廊道。

资料显示， 本次亮相的亮马河国
际风情水岸为四环以上河段， 起点为
香河园路， 经三里屯、 左家庄、 麦子
店街道及朝阳公园， 终点至东四环北
路。 水岸全长5.57公里， 划为生活休

闲、 国际交往、 商业活力、 自然生态
四个不同的主题。 说实在的， 在我到
过的沿海、 沿江城市中， 都因为市中
心有着美丽的河流， 从而让这座城市
增添了无穷魅力。 北京因为市中心没
有河流， 因此缺少了沿海、 沿江城市
所独有的特色。 而这次在亮马河建成
的国际风情水岸， 无疑地或多或少弥
补了这一缺憾， 让市民能够就近亲水，
感受河水带给都市的魅力。

三、 跻身国际潮流新时尚街区

我以为， 亮马河借着这次华丽转
身， 其实是带动了周边多个商圈、 城
市居住区、 城市功能区， 借着80万平
方米国际风情水岸的总体设计， 让众
多的街区受益， 让更多的游客尽情游
览， 也让京城多了一处实实在在的亲
水区域。

我在亮马河周边， 不停地走走看
看， 发现这里整体布局， 会随着亮马
河的提升发生根本变化。 亮马河周边
使馆林立， 如位于三里屯的第二使馆
区和位于麦子店的第三使馆区， 都地
处亮马河畔。 使馆区还带动了很多涉
外酒店、 商圈落户于此。 自上世纪80
年代起至今， 燕莎购物中心、 昆仑饭
店、 凯宾斯基饭店、 启皓大厦、 奥克
伍德酒店、 朝阳公园、 蓝色港湾等大
型商业项目和城市公共空间纷纷落户
于此， 周边业态高端且丰富。 几十年
前， 京城百姓就把能来燕莎购物当做
一种奢望， 因为它代表了最前沿的时
尚。

可以说， 在这边如果你自身条件
允许， 可以转上一天都不尽兴。 而周
边的吃喝玩游娱购这六个旅游要素 ，
都会在这里尽情展现。 尤其是燕莎购
物中心和蓝色港湾， 遥相呼应， 业态
错落有致， 多年来， 一直是北京的重
要高端购物风向标之一， 引领着北京

的时尚。 如果走累的话， 周边至少有
好运、 亮马河等三个餐饮美食街在恭
候， 可以尽享全球各类美食。

看来， 一个城市因水而活， 因水
而兴旺。 而一座城市要消费升级， 提
升市民的体验感、 幸福度， 做好 “水
文章” 也是势在必行。 亮马河因水而
出名 ， 因打造成国际水岸而添风采 ，
也由此跻身了国际时尚街区， 让更多
的市民多了休闲购物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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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赵强 文/图

的国际范儿

赵强 ，资深出版人 、编审 、知
名时评人， 曾在多家出版机构担
任重要职务。 著有杂文集《楞客天
下 》《出版行旅———总编辑手记 》
等 7种 ， 在 100多家媒体刊发近
2000篇杂文、评论、散文等。 为北
京杂文学会会员， 至今仍笔耕不
辍。

主讲人介绍：

随着今年我多次造访亮马河， 竟发现以往
对亮马河的认知有些偏颇。 因为这里已经不仅
仅是涉外宾馆酒店的聚集区， 还一跃成为万众
瞩目的国际风情区。 用 “天翻地覆的变化” 来
形容并不为过。 由此， 亮马河完成了由 “小天
鹅” 到 “金凤凰” 的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