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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河 

旧时京城中面积较大的水域集中在皇城西北部，被称为“海”，包括有南海、

中海、北海组成的“前三海”和前海、后海和西海（积水潭）组成的“后三海”。

其中西海的水过德胜桥后变为细流，在后海的南边形成一道形似弯月的小河，向

东南方向蜿蜒，与前海、后海汇合流入北海，最后进入中南海。那条弯月一般的

小河曾被形象地称为“月牙儿河”。（图 1） 

月牙河的产生没有什么具体的记载，只能

根据李广桥的修建时间来推算，大概是在明代

中期。月牙河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北京的供

水渠道发生了变化。元代郭守敬汇集白浮、玉

泉诸泉水，开凿通惠河，使漕运直达北京积水

潭。经过明清两代的改造和修葺，仅玉泉水入

城。这也是什刹海水域它就比元大都缩小很多

的一个原因。此外，原先的金水河入城的水渠

慢慢变成了排水渠，北京的供水由两个渠道变

成了一个渠道，都变成由积水潭、什刹海来向皇城宫城的供水。为了保障紫禁城

的供水，明中期从积水潭德胜桥开辟一条水渠，直接通过这条水渠将积水潭的玉

泉山泉水引入皇城。这条水渠就是月牙河。 

明清时期，月亮河河水清澈，岸两

边多种有杨树和柳树，也称杨柳湾，风

光旖旎。清末民初，月牙河年久失修，

垃圾滞塞，成了一条臭水沟。民国时期

曾改修桥面，改穹窿形为平桥面，桥栏

杆改用拆皇城之城砖砌成宇墙平直式。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整理城市水系，

将月牙河由明渠改建为暗沟，将沿河桥梁全部拆除。月牙河上的桥拆除后，故河

图 1《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月牙河 

图 2 柳荫军民文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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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铺成柏油路，路侧种草栽花，广植垂柳。由于高柳摇窗、碧绿成荫，60 年

代改名柳荫街。（图 2）徐向前、叶剑英、杨尚昆、张爱萍、杨成武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老将军都曾在这里居住生活过。民间也称这条街为“元帅街”。上世纪

80 年代，柳荫街涌现出了多名舍己救人、助人为乐的先进人物。1983 年中央军

委副主席徐向前题词"柳荫军民文明街"。 

《乾隆京城全图》中月牙河上的桥梁从北至南依次为大名鼎鼎的李广桥、两

座无名小桥（抑或历史上有名而图中尚未标注。一座位于大口袋胡同东口，一座

位于新开胡同东口）、清水桥、板桥和三座桥。其中，李广桥与三座桥是石拱桥，

前者桥脊高蛲，后者桥脊微微起拱，其余的四桥均是平桥。从图上可以看出三座

桥的规制比较大，为有护栏的石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