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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子桥 

赵诗迪 

图 1 《乾隆京城全图》第九排第五列 

《乾隆京城全图》第

九排第五列图中有一条御

河，横跨在御河上的桥是

清代修建的石拱桥，名为

鞍子桥。（图 1）御河的东

边是皇城墙，西边是城区。

提起和皇城相关的河，现

在人都知道菖蒲河和金水

河，其实这条河在过去也

是大有名气的，在明朝时 

它名为通惠河，后来才改名为御河。御河名字缘起于皇城墙的迁移。明宣德七年

（1432），明宣宗想将此通惠河段纳入皇城内，于是下命将原在河以西的东城墙

移至河东，从那以后，在皇城内的通惠河就有了御河之称。 

现如今实地踏查，此段御河和鞍子桥早已不见。民国二十年（1931），城区

明河改暗沟，御河就被永远

埋藏在地下了，鞍子桥也难

逃此劫。东边的皇城墙被拆

除，幸运的是因考虑到文物

的遗存，就将一段皇城墙保

留了下来。现在这段皇城墙

已演变成了皇城根遗址公

园。根据《乾隆京城全图》

和现在的地图对比分析发

现，御河所在的位置就在皇城根遗址公园的西边，也就是现在的南河沿大街。而 

图 2 《乾隆京城全图》第九排第五列鞍子桥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3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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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百度地图南河沿大街 

鞍子桥就在南河沿大街

上，定位鞍子桥的地理位置

是有难度的，除非南河沿大

街翻新修建，有可能会在地

下找到它的一些遗迹。现如

今，我们只能根据《乾隆京

城全图》上鞍子桥的所在位

置大致分析出来。（图 2、图 

3） 

鞍子桥西面的城区往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湾字胡同，现在叫南湾子胡同。这

条胡同的西北城区方向还有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也叫做湾字胡同，现在叫北湾子胡

同。通过《乾隆京城全图》和现在地图对比来看，由于这两条胡同的地理位置基

本没有变化，所以，鞍子桥所在的地理位置大概就是图 3中红色所框区域。根据

实地踏查考证，图 4 为原鞍子桥所在的位置。 

 

 

 

 

 

 

 

 
 

 

图 4 原鞍子桥所在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