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津流觞·细说《乾隆京城全图》之京水桥——西沟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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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桥 

戴季 

《乾隆京城全图》第九排第十列有一座

东西向的太平桥，跨大明濠中段而建。（图 1）

太平桥朴实无华，为一座单孔小拱桥，桥面

坡度平缓，桥上无栏杆。（图 2） 

大明壕原为元代金水河，明代金水河上游

断流，河道逐渐干涸成水沟，后改称大明濠，

清代称西沟沿，民国时期河道改为暗河并辟

修成道路。后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佟麟阁和

赵登禹，沟沿大街北段改称赵登禹路，南段改称佟麟阁路，中段的鸭子庙、太平

桥、西京畿道统一称太平桥大街。《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鸭子庙，关帝庙俗

称鸭子庙，元天历二年建，有明万历间碑，庙前有太平

桥”。由《乾隆京城全图》可见，太平桥东南处确有关帝

庙一座。（图 1） 

太平桥桥名的由来，今已不可考。大明濠上建起的

桥梁，多得名于其所处的街区，如甘石桥、厂桥、马市

桥、象房桥等，也有蕴含美好憧憬或体现普世价值的文

盛桥、武烈桥等。太平桥或许寓意清平盛世，天下太平。 

太平桥所处位置今为二龙路西街与学院胡同交汇处，原南北向的大明壕现为

太平桥大街。（图 3、图 4） 

 

图 1《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太平桥 

图 2  太平桥形制结
构 

图 3 太平桥所处位置今貌 图 4 今太平桥大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