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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4_B8_AD_E8_c57_613035.htm 这个夏天，家住安

定门附近柴棒胡同47号院的董小平发现胡同口的旧鼓楼大街

变得漂亮了：原本狭窄的马路已经拓宽，道路旁几近坍塌的

院墙重新修葺，恢复成了老北京特有的灰砖矮墙，路边新辟

的绿化带内绿草夏花辉映。“这路现在好走多了，沿着这中

轴线一路向北，我都可以骑车到鸟巢了。”董小平对建设中

的奥林匹克公园也充满期盼，“不论鸟巢还是水立方，都是

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啊！” 26公里中轴线 串起奥运传奇 中

轴线向北，走过北四环北辰桥，就是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

奥运工地。作为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主会场的“鸟巢

”，是一座以巨大的钢网围合，如树枝般包裹着的大型建筑

，其形态如同孕育生命的“巢”，也更像一个摇篮，寄托着

人类对未来的希望。而充满魔幻色彩的水蓝色建筑水立方在

西边与其毗邻，国家体育馆则位于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南

部，与“鸟巢”和“水立方”比邻而居。 “这些都是奥林匹

克公园的一部分，从这个公园，到钟鼓楼、景山、故宫，再

向南延伸到永定门，就是串起我们北京历史、现在与未来的

中轴线。”说到正在建设中的奥林匹克公园和北京中轴线规

划方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院长施卫良感触良多。 “我们最初的设想是希望将传

统的中轴线作为骨架，向南、向北延伸。”施卫良回忆说，

当初的设想是北京已经有了以奥体中心为主的亚运村区域，

奥运村规划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最终形成一个以体育文



化为中心的多功能活动区域。 经过反复筛选，最终选中的规

划方案名为“龙行水系”。据施卫良介绍，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位于城市中轴线北端，规划总用地约1159公顷，分为森林

公园、中心区和四环路以南区域三部分，集中了11项奥运比

赛和10个奥运场馆，并包括奥运村、国际广播电视中心、主

新闻中心等重要设施。 在奥林匹克公园蓝本中，北端的森林

公园中湖泊与奥林匹克运河组成一条巨大的水龙，从而和北

京古城内中轴线西侧的水龙什刹海、中南海遥相呼应，形成

对称性布局。钟鼓楼、地安门、前门、永定门是老北京的中

轴线，而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就是奥林匹克公园。已延伸

至26公里长的北京城市中轴线成为一个人文与山水相融的整

体。 “这种以自然水系、人工建筑和环境相结合的布局，体

现了空间与环境的和谐，也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有

机结合，再加上蓝天、碧水和青山，以及体现现代高科技水

准的体育运动比赛场馆，形成了一种时空交错的联系，穿梭

于过去与未来的历史空间中。”施卫良说。 “人文奥运”理

念 延伸北京文脉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三

大理念中，北京最具优势的就是‘人文奥运’，而举办奥运

会和落实人文奥运成功的代表作就是中轴线的延伸。” 北京

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告诉记者，曾为北京城市

规划投入毕生精力的侯仁之教授曾经说过，北京的城市规划

建设中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紫禁城，它是封建社会宫

殿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组建筑群，是历史上封建皇权统治

的中心，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古迹上都举世闻名；二是天安门

，新中国把一个旧时代的宫廷广场，改造成一个人民的广场

，给北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景象，这在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个里程碑就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和亚运村的建设，这是对北京城传统中轴线的延伸，代表着

北京开始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这三个里程碑归结起来，都

在北京城传统的中轴线上，都与北京城的中轴线相关。 “其

实观察历史上的中轴线，我们就会发现，它也在随着历史和

文化的变迁而完善。”金汕曾经仔细研究过北京城市建设变

迁，他认为，元大都中轴线奠定了北京城的格局，一是贯穿

城市南北的中轴线：二是棋盘形状的城市街巷格局。明北京

城中轴线继承了元大都把皇宫主要建筑都排列在中轴线上的

做法，同时有了创新。“清代也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继

承和创新，因此我们当代人更应该在尊重历史、延续历史的

前提下发展。现代化绝不是抛弃历史，相反是尊重传统、尊

重历史，抛弃历史就是抛弃未来。丢掉了文化的本土化，不

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中争得一席之地。” 在金汕看来，北京重

点规划设计旧城内的钟鼓楼、地安门、前门、永定门，突出

了中轴线的对称严谨、壮观开阔的文化特色。而奥林匹克公

园的蓝本，同样反映了这一思想。在中轴线北顶端，是一条

规划为2.3公里长的“千年步道”，步道上是中华文明上至三

皇五帝，下至宋元明清各历史时期的标志物。蓝本中，这条

古今罕见的城市轮廓线向北“化入山水之中”，更使得传统

山水文化步入现代。 “曾有人认为奥运场馆的现代化设计，

与中轴线上其他传统建筑的反差过于强烈，但我却认为这更

体现了新北京的新形象，”评价奥林匹克公园和北京中轴线

规划时，施卫良更看重新规划对北京文脉的延伸作用：“如

果说紫禁城象征了北京的悠久历史，奥林匹克公园就是新北

京发展的体现，两者为北京营建了一个鲜明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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