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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老的中轴线与日新月异的首都北

京融为一体，昔日巍峨宫阙、紫禁高墙，

今日炊烟袅袅、游人如织。伟大的中华文

明在此鲜活地铺展，娓娓道来着它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

今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中

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简称“北京中

轴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

为北京第8处世界遗产、中国第59处世界

遗产，不仅为北京增添了一张世界级文化

名片，更为全球文化交流互鉴搭建了新的

平台。

十五载申遗路风雨兼程，这一刻终得

圆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作为北

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带领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申遗团队和他的学生，长期承担申遗文

本的编制工作，并为中轴线申遗的总体筹

划、全面推进、保护管理、国际交流提供

了核心技术支撑。

一张世界名片，一场史诗级诉说

泱泱大都如何规划？南北中轴贯穿其

间。历经元、明、清及近现代，逾七个世

纪的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由15个

遗产构成要素构成一个整体。它见证着影

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两千余年的理想都城

秩序，展现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五位一体”的中轴线城市文化风貌。

2009年，吕舟与国内外的世界遗产专

家讨论中国世界遗产问题。“我当时提到

的北京中轴线，被认为申遗成功可能性很

中轴线：清华人用 15 年作答
○彭稳平

大，而且从建筑史、城市史角度来看，它无

疑是中式美学最完整、最完善的体现。”

据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员会关于文化遗产有6条价值标准。北

京中轴线应该包含什么要素？在表达核心

价值时要突出哪几条？专家学者们为此又

进行反复讨论、反复比较、反复印证。

“要把核心故事讲出来，这就需要一个漫长

的过程，10年基本是个平均数。”吕舟说。

“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跨文化传播

过程，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很重要。”

吕舟解释，这个体系需要“从国际层面向

非中国文化背景、非专业背景的人讲解中

轴线的文化内涵、历史的北京与当代北京

之间的关系，从文物角度呈现它承载的历

史信息，以及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

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读懂北京中轴线的

遗产价值，申遗文本经过无数次调整、补

充、完善，直到提交的最后一刻。吕舟希

望人们通过中轴线，了解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理解探微《周礼·考工记》中

“择中立宫”“以中为尊”等延续千年的

中华传统文化，见证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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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21个委员会国家代表中有13位现

场发言，他们指出“北京中轴线是真正重

要的遗址，因为它对亚洲和世界具有巨大

的影响力。在复杂的现代城市情况下保

护这个遗址，需要相当大的努力。”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北京中轴线所体现

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中”“和”哲学

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际评审对北京中轴线的认可，超

出了我们的预期。感觉这十几年的文化传

播终于实现了闭环。”吕舟感慨道。

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论证和准备工作，

自2009年启动至2024年正式申遗成功，历

时15年，吕舟全程参与其中，带领团队查

找资料、研究文献，提供技术咨询、组织

撰写文本，实地调研、考察、演练，协助

有关部门进行风貌规划、业态调整……

2023年项目考察阶段，吕舟和团队在

北京“三伏天”预演，一遍遍地讲，一处

处地走，请国内外专家“挑刺儿”，“每

天走几万步很正常”。“经常被问及这项

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其实我们团队并不觉

得辛苦，因为喜欢做这件事情，反而觉得

很兴奋、很幸福。”

“走出来”的文物，
“活起来”的中轴线

1978年，吕舟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研究古建筑、古城构造等，毕业后留校任

教，教授建筑史相关课程。“第一次真正

意义接触到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保护源自

国家重点民生工程——三峡大坝。”

20世纪80年代才刚毕业不久的吕舟带

着学生到张飞庙实习，做测绘、设计搬

迁，随着长江三峡工程的兴建，张飞庙被

国家批准迁移到距离原址32公里的云阳新

城对岸。看到云阳人民迎奉重塑的张飞铜

像，沿途人山人海的景象，吕舟被强大的文

化认同感和凝聚力所震撼。

自此，吕舟真正走进文物界，从事更

多文物保护相关工作：南水北调工程武当

山抢救性保护，都江堰伏龙观和二王庙

震后修复，五台山申遗、厦门鼓浪屿申

遗……随着项目经验的积累，吕舟将教学

实践问题转化为研究课题，文物保护如何

以人民为中心？让文物“活”起来，怎么

“活”？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世界文化

遗产价值需要获得阐释，它的保护更需要

社会力量参与。

“遗产保护是为了当代，为了今天人

们的生活，为了今天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吕舟强调，“北京中轴线

是一个在当代依然有生命力的活态

遗产。申遗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让中

轴线的价值得到全世界认可，更重

要的是通过申遗提升民众的文化认

同，带动社会凝聚力形成，从而促

进北京老城整体保护。”

深耕文化遗产领域30余年的吕

舟，从2002年之后，几乎参与了中中国代表庆祝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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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有申遗文化类项目，并且作为专家，

承担起多个国家的世界遗产咨询工作。在

他看来，中国申遗之路，正在回归价值认

知和常态保护的初心，唤醒人们的归属感

和文化自信。

“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创新推出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从2021年开

始，北京市连续举办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

与创新大赛，第一年5000人参加，第二

年9万人，逐年递增。在这期间，中轴线

上的美食、非遗、老字号等，研发文创产

品，设立打卡地标，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

展相关课程教学和课外活动，生活在文

化遗产周边的居民向游客讲述历史与变

迁……“第二届大赛中有位时年86岁的老

先生，用自己配音的130页PPT，讲述他

原来在中轴线上的生活。还有位三岁半

的幼儿园小朋友，分享他与中轴线的故

事。”多次担任大赛评委的吕舟看到，越

来越多的人因为北京中轴线走在一起，书

写着老城保护的新故事。“这样老幼参与

的代际传承，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使遗

产保护‘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古今交融的传承，不是终点是起点

北京中轴线作为世界上现存最长、最

完整的古代中轴线，其所处位置之重要、

承载价值之重大、构成要素之多元、涉及

部门之复杂，为北京甚至国内申遗项目中

分量最重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

“要让大家相信你的判断，其实也是

一种无形的压力。”面对国际上的各种声

音，吕舟和团队秉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

负责的态度，坚定文化自信，努力扩大学

术话语权，组织了大量细致的文本论证

工作，“清华强大的基础研究人才支撑体

系，让我们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道路上

更有底气。”

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先生先后从城

市规划、空间形态的角度提出北京城市中

轴线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吴良镛先生

提出“广义建筑学”，创造性地发展了建

筑基础理论。又一个40年过去，师从徐伯

安先生的吕舟，成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

编制团队的负责人。“我对中轴线的认知

都来源于大学、课本和梁思成先生，我想

这就是学术传承，他当年想保护整个北京

城，在那个时代没做到，今天对北京中轴

线的保护也是实现当年梁思成先生思想的

实践。”

吕舟介绍到，清华的专业建设注重与

国家需求相结合，原建筑学一级学科调整

为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三个

一级学科，实现了课程多样化，推动了学

科交叉融合、跨界整合。

“新生研讨课”是面向大一新生的专

业选修课，帮助学生完成“身份转变”，

开启大学之门和研究之门。课程不限专

业、不限题目，鼓励交叉学科选题。作为

“新生研讨课”授课教师之一，吕舟通过

言传身教，让学生从入学开始，感受清华

2024年春季学期“认识文化遗产”课程中，

吕舟（前排左 3）在中轴线现场教学，与学生

们在正阳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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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践育人的重视。

近年来，吕舟在本科生课程“认识文

化遗产”和“建筑学概论”、研究生课程

“文化遗产保护”中，多次组织建筑学院

及其他院系学生进行实地教学，引导大家

深入体验了北京中轴线不同组成部分，帮

助他们加深文化遗产认识，增强遗产保护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轴贯古今，回顾北京中轴线申遗过

程，对于都城整体形态的关注，对于建筑

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促使吕舟始终用多元

视角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我也常跟学

生说，传承不是继承某种观点，而是受到

启发后怎么去丰富认知。一步步质疑、

实践，找到理论创新的突破点，助力学

术发展。”

时至今日，北京中轴线仍在不断生

长。无论是晨跑通过古老万宁桥的市民，

还是陶醉在鼓楼沉浸式数字展中的游客，

都在其中感受着穿越古今的魅力。而对于

赓续接力的吕舟和团队来说，申遗成功

仅仅是一个新起点，他们将带着传承、传

播、创新的使命继续一往无前，“把中国

故事一直讲下去”。

行而不辍  屡践致远
○曾卓崑（2003 级硕，新闻）

诸育枫，2000级热能工程系本科校
友。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总
经理助理。先后荣获“2020年上海市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和2023年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20多年前，诸育枫作为2000级的学生

中的一员，带着对大学的好奇与憧憬来到

清华校园。那时，热能工程系还未更名为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它的前身是清华大学

1932年设立的机械工程学系动力工程组，是

一个历史悠久的院系。

那时的诸育枫，对各个科学领域都充

满了好奇和热情。诸育枫还记得，当时的

电站设备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我

希望自己能在这个领域做出贡献”。

2004年，毕业后的诸育枫选择了到上

海锅炉厂工作，从事电站锅炉设计工作，

并一直坚持至今。20年来，大量的工作实

践让诸育枫在业务上积累了经验，从一名

设计员成长为一名技术专家。

“唯有全力以赴”

对于设计工作，诸育枫认为没有啥捷径

可走，“唯有全力以赴，方能有所成绩”。

“锅炉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要

求我们对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方案、每一

个部件都进行精确的计算和严格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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