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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坊路至永安路上的石桥、砖桥 

朱默迪 

要谈桥必先有水。观察《乾隆京城全图》，北京城内规模较大的水系内城有

三海一线、皇城环城护城河，南城则是围绕着山川坛和天坛零散分布的一系列湖

泊、水坑及其相连水道。内城三海与外城水系原本由一条古水道相连，元大都修

建之时，这条故道被大都南城城垣在今长安街一线截断，下游部分则变成一条断

头河。明代初年，内城城墙南扩，新的内城南城墙再次截断河道，北段即为今北

新华街一线，南段为外城南新华街一线，经虎坊桥汇入先农坛（《乾隆京城全图》

标为山川坛）西北的一片苇塘，旧时称为虎坊桥明沟。虎坊桥明沟在汇入苇塘后

就折向正东，穿过前门大街，绕天坛北侧、东侧，经左安门西水关注入南护城河。

（图 1）民国初年，北京大量明沟改建暗

渠，故于河道上新辟南、北新华街，然而

那时虎坊桥以南仍为明沟。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才将明沟改暗管，南北向辟为

虎坊路，东西向为永安路。在这条水道上

建有若干小桥，以便通行，其中石桥、砖

图 1 天坛附近水系 

图 2 砖桥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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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就是其中的两座。 

砖桥（图 2）位于南北向水道注入苇塘前的一段，今天大致在虎坊路东高家

寨胡同小区附近。（图 4）砖桥，顾名

思义，乃为砖砌桥梁，南北向跨水道。

其北有观音庵一座，再北通砖头胡同至

今珠市口大街。其南名为下洼子，稍向

东为苇塘，旧时此地低洼、多有水滩而

得名，可见该片区域地势较低，因此虎

坊桥明沟在过砖桥后由东西转向南，注

入苇塘。 

图 4 砖桥旧址 图 5 石桥旧址 

石桥（图 3）位

于山川坛西北角环

形水道之上，乃为虎

坊桥明沟汇入苇塘 

后向东流出的水道，今天大概在永安路百货商场附近。（图 5）根据《乾隆京城

全图》上所绘图示来看，石桥并未作拱，而是一座平桥。石桥为南北向，北面有

少量民居，南面则是山川坛西北墙角。可能正是由于此处行人并不多，所以桥也

从简修筑。 

 

图 3 石桥放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