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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市桥 

戴季 

《乾隆京城全图》第六排第十列有一座横跨大明壕的小桥，名曰马市桥。该

桥位于今妙应寺（白塔寺）与历代帝王庙之间，因今赵登禹路一线元代时为金水

河，明代称大明壕，故该河纵贯流过阜成门内大街，截断了西四与阜成门之间的

通行，与大明壕上架起的其他几座小桥一样，马市桥也起到了沟通大明壕东西两

侧大路的作用。 

由图可见，乾隆时期马市桥东北为历代帝王庙建筑群，由马市桥向正东望去，

可见历代帝王庙前的东西两座三间式牌楼，两牌楼间正对帝王庙大门有影壁一座；

马市桥向西不远为妙应寺建筑群，紧挨桥

东北有观音庵一座。（图 1）清朱一新《京

师坊巷志稿》记载：“阜成门俗沿元称曰平

则门。井二。马市桥东西，井各一。迤东

为马市街，详中城。历代帝王庙在北，故

保安寺址也。东、西有坊，曰景德，亦称

景德街”。可知马市桥应得名于其东的马市

街，其实明清两代，石桥以东有马市、骆

驼市、羊市等，牲畜贸易曾兴旺一时。 

由图上标绘可见马市桥为一座单孔拱桥，桥身呈矮梯形，桥面平直，上下桥

坡度较为平缓，桥上无栏杆，是一座朴实无华的小桥。（图 2） 

由于元代时金水河便阻断东西交通，故而推测

马市桥应建于元代。马市桥一带明清时为皇家庙祠

历代帝王庙所在，又临藏传佛教喇嘛庙妙应寺，实

属吉祥福地。另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可知清

代此处为汉军驻扎之地，“汉军官兵，自阜成门循大

街至宫门口，第一参领下四佐领居之。自宫门口东至

图 1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马市桥 

图 2 马市桥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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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市桥，二参领下四佐领居之。马市桥北之苏萝卜胡同、回子营，三参领下四佐

领居之”。可见彼时马市桥一带也是军事要地。明代时皇宫用水改从什刹海前海

引入，故而由西向东输入皇宫的河道(金水河河道)便逐步被废被填埋，大明壕阜

成门内大街一段也成了截断河。清末民初马市桥因年久失修，桥板糟朽断裂，行

人过桥要跳着断裂处走，故而儿歌有“马市桥，跳三跳”的唱词。大明壕于民国

初年被改为暗沟，此处改名北沟沿，后更名白塔寺东街。后暗沟被辟成道路，马

市桥也拆除修成平路，道路仍沿用北沟沿之名，抗战胜利后，改名赵登禹路。 

如今对照老北京西城儿歌《平则门拉大弓》的歌词，我们还能沿着儿歌里的

路线，找寻昔日阜成门内的古迹和街巷：“平则门，拉大弓，向东就是朝天宫；

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马市桥，跳

三跳，过去就是帝王庙；帝王庙，摇葫芦，过去就是四牌楼；四牌楼东，四牌楼

西，四牌楼底下卖估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