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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桥 

成二丽 

《乾隆京城全图》第四排第十列中有一座东西向桥。该桥明代即有，名为北

大桥，西连大觉胡同，东连宝禅寺胡同。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北大桥所处的河道

段北侧和南侧也都有桥梁，从形制上看，北大桥比普通桥规格高。清代朱一新《京

师坊巷志稿》中对此桥未作明确记录，仅在叙述宝禅寺胡同时，提及“禅或讹善，

桥一”。(图 1) 

大觉胡同呈东西走向，明代因北大桥而得名“北大桥胡同”，清乾隆年间讹

传为“大轿胡同”，《京师坊巷志稿》中还有“大角胡同”之称呼，清宣统年间称

“大脚胡同”，1911 年后谐音改称“大觉胡同”。 

 

图 1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北大桥 

图 2 北大桥东侧的三座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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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走向的宝禅寺胡同里，集中了宝禅寺、正法寺、普庆寺三所寺院。(图

2)其亦因胡同里的元代古刹宝禅寺而得名。该寺院是在元代名寺普庆寺基础上扩

建的，规制宏伟。从《乾

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出，

在宝禅寺胡同南面还标注

有一处普庆寺，此普庆寺

与元代的普庆寺不是同一

个寺庙，是辽天历年间修

建，明英宗朝重建的一座

寺庙。正法寺与宝禅寺相

邻，位于其西边，建于明

朝成化年间。三座古刹云集

此条不长的胡同，可以想象当时人来人往熙攘的情景，推理连接此处胡同的北大

桥自然需要承担很大的交通任务，此处规制较之别处稍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图 3) 

 

图 3 北大桥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