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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恩桥 

成二丽 

清北京皇城的东门即东安门的内侧，现在东安门大街和北河沿大街十字路口

处，有一座跨玉河的石拱桥，为皇恩桥。此桥又被称为忘恩桥、望恩桥、东安桥、

东安门桥、太平桥等等。从众多的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座有故事的桥。《京师坊

巷志稿》中记载：“中官初入选，进东华门，门内有桥曰皇恩桥，谓从此即受皇

恩也。俗呼曰忘恩桥，以中官即富贵，必仇其所生也”。过去凡考中官的人，都

要从此桥经过进入皇宫，从此以后受皇上恩赐，所以称为皇恩桥。而等到进了皇

城获得富贵，就开始不认爹娘，仇恨养他之人，以怨报德，所以老百姓称此桥为

“忘恩桥”。因桥在东安门，所以又被称为“东安桥”。到了民国初年，桥名又被

改为“太平桥”。 

图 1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皇恩桥 

明初新建北京皇城时，皇城的东墙外为御河，即皇恩桥在东安门外。御河就

是元代的通惠河，明初仍为运输通道。明宣德七年（1432）皇城东墙向东移至御

河的东岸，将御河圈入皇城，御河成为专供皇家的漕运河道。东安门也向东移到

皇恩桥的东侧，被称为东安外门，桥西的原东安门改为三座门式，被称为东安里

门。皇恩桥连接东安里门和东安外门，两门之间在桥南北两侧砌有连接的皇城墙。

从《乾隆京城全图》中可以看到三座门式的东安里门和皇恩桥东侧的东安门。（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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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京城全图》中，详细绘制了皇恩桥及两侧的东安里门、东安外门。

东安里门被标为“三座门”，皇恩桥标为“皇恩桥”。皇恩桥为三孔石拱桥，在桥

南北两侧砌有连接的皇城墙。但图中仅绘制了两孔，另一孔可能被房屋所挡，没

有绘出。 

在老北京，有“庙里有井，

井里有庙”之说，说是在东岳

庙里，一座小的龙王庙建在一

眼井的井壁内。与之对应的是

“桥上有庙，庙里有桥”的皇

恩桥。有记载说皇恩桥上有一

座砖瓦小真武庙，全称“皇恩 

 

图 2 皇恩桥旧址（东安门大街和北河沿大街交叉路口） 

桥玄真观”，庙中祭祀真武大

帝，庙里还有一座小石桥，因

此有了“桥上有庙，庙里有桥”

的传说。庙内建筑主要有山

门、正殿及配殿。院内有《光

绪重修碑记》和民国十二年 

 
图 3 东安门遗址 

（1923）《改建碑记》碑各一座，在《改建碑记》碑文中有“忘恩桥乃皇恩桥之

讹也”的记载。 

1912 年 2 月，孙中山将南京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位于袁世凯，而

袁世凯不愿意离开北京到南京就职。于是他唆使亲信在京津冀发动兵变，声称反

对袁世凯南下。这一年为壬子年，所以这次事变被称为“壬子事变”。在这次事

变中，发动兵变的士兵到处烧杀抢掠，东安门在此事变中被烧毁。此时皇恩桥已

经很陈旧了。后来由于逐年河道变窄，淤泥堵塞，于是填埋了御河。随着御河被

填平改造成大街，皇恩桥雁翅被拆，桥身被掩埋，也就见不到石桥的影子了。桥

上的真武庙则被迁到了桥的西北角。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记载，真

武庙位于“东华门北河沿 1 号（原东安门大街 45号），坐北朝南”，“1985 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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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时，主体建筑尚存，由东安

门饮食基层店使用”。 

此后几十年，东安门路口

的马车、自行车、汽车来来往

往，仿佛城门城墙和皇恩桥从

来不曾有过。（图 2）直到 2000

年王府井大街建设改造时，挖 

 
图 4 皇恩桥雁翅 

出了皇城东城墙两端残墙、东安门的遗址、皇恩桥的桥基石以及皇恩桥引桥

雁翅（即桥两端外撇的引桥部分）。以此捡到的文化碎片，市文物局和东城区用

下沉地下广场的方式修建了东安门遗址公园，展示了东安门门南北两段皇城墙遗

址、东安门西面南北两尽间的四个柱础磉墩、东安门内皇恩桥的两段障墙和桥的

两个雁翅遗址，为历史之见证。（图 3、图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