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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桥 

金靖 

月牙儿河自北向南第一座桥是李广桥。在《乾隆京城全图》第 3 排第 8 幅中，

可见此桥为单拱石桥。（图 1）这座东西向横跨在河道狭窄的月牙儿河上的小桥，

与飞将军李广同名，便有人说这是因为李广战胜归来，进德胜门，过德胜桥，来

到这座桥，从而得名李广桥。事实上，建于明代的李广桥，与汉代的李广将军无

关，它的得名，源于明代弘治年间的太监李广。 

这个李广深得皇帝宠信，加之明

代的宦官专权，李广的权势非常大，

在东依前海、背靠后海的地方置业修

建了私宅。明代中期北京供水渠道的

改变，使得李广家的墙外出现了一条

河道，即月牙儿河，李广硬是把河水

引进了自家，又借此在桥上修建了一

座石桥，即李广桥。传说中北京的龙

脉，一是故宫的龙脉，即土龙；二是

后海和北海一线，即水龙。精通风水学的李广选择的宅院位置就位于后海和北海

之间的连接线上，所谓“月牙河绕宅如龙蟠，西山远望如虎踞”。古人以水为财，

引水入宅符合风水学敛财的说法。

李广如此肆意妄为，难免引起朝

内大臣的不满，群臣几次上书弹

劾，列出李广的八大罪状，其中

就有“盗引玉泉，经绕私第”，却

也无法动摇皇上对李广的宠信。

直到弘治十一年（1498），李广建

议在煤山（现景山）上修建毓秀

图 1《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李广桥 

图 2 1914 年 7月《北京地图》中的李广桥、恭王府 



文津流觞·细说《乾隆京城全图》之京水桥——月牙河 

34 

 

亭。亭子落成之日，弘治最小的女儿突然死亡，追责的矛头指向李广，认为是他

在景山上建亭之举犯了太岁。之后不久，乾清宫、坤宁宫又发生了火灾。皇太后

认为李广这个“风水先生”是个祸星，怒道：“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

矣！”李广听闻，自是惶惶不可终日，最

终服毒自尽。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被荒废了

许久的李宅被和珅接手，遂在此基础上开

始修建他的豪华宅第，称“和第”。嘉庆

四年（1799）和珅被“赐令自尽”，邸宅

入官，嘉庆帝将其中的一部分赐给其弟庆

僖亲王永磷，是为庆王府。咸丰元年（1851），

这座宅院的主人变成恭亲王奕䜣，成为至

今都大名鼎鼎的恭王府。府内经过若干次修整，并在府后建了花园，花园三面环

山，其中景物别致，被一些红学家认为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图 2）

民国初年，恭亲王的孙子溥伟因谋划复辟被袁世凯追捕逃出京城，其宅院被卖给

教会，后由辅仁大学赎回部分房屋用作女生学堂。解放后，这里先后被北京艺术

师范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及工厂等单位

使用。直至上世纪末期，被占用的宅院开

始慢慢地腾退，改为旅游景点供游人参观。 

李广桥下的月牙河蜿蜒向南，从民国年

间的北京地图可见，两岸的街道分别是李

广桥南街和李广桥西街。（图 3）这条窄窄

的河道一方面要往城内输水，另一方面又

要负荷沿岸居民排入的生活污水。由于疏

于治理，两岸常有泥土滑坡，一到夏季总是臭气熏天。上世纪 50 年代初，北京

市政府开始整修什刹海水系，为清理河道，月牙河被封闭为暗渠，铺设路面成为

李广桥斜街。1952 年，李广桥也被拆除。 

图 31935 年 06 月《最新北平市详细全图》
中的李广桥及李广桥东街、西街、南街 

图 4 2015年“百度地图”中原李广桥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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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地图上，已经看不到李广桥、李广桥斜街，最显眼的是曾经的李广

宅院、现在的京城旅游景点——恭王府。（图 4）走在这里，周围是喧闹的人流

和叮叮当当的人力车在招揽胡同游生意，而历史，就被踩在人们的脚下。（图 5） 

 

 

图 5 原李广桥旧址（2015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