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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老北京风格的，除了胡同、四合院、城墙城门之外，就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牌坊了。可如今

的北京城，消失较彻底的也要数街道上的牌坊了，人们只能从那些荟萃了老北京牌坊的老照片中寻找已逝去

的老牌坊的容颜。 

牌坊，俗称牌楼，是中国古代一种门洞式的建筑物，一般用木、砖、石等材料建成，上刻题字。尽管牌

坊不能居家住人、遮蔽风雨，又不能祭供佛神、祈求福禄，而且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讲，牌坊又只是中国古典

建筑中的“小品”。然而，由于牌坊不同的外观形态，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古老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千百年来牌坊都被公认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被视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夏文明的一

个典型标识，成为代表古老中华文化的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可以说北京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是牌坊最多的城市。一般认为，老北京的牌坊是由元代沿袭下来的，它与

“坊”的建置密切相关。元大都时，全城分为五十个街坊；明代分为四个城区，二十六个街坊；清代分五个

城区，二十六个街坊，“有街必有坊”。牌坊自宋代走出街道后，慢慢地演变成一种造型美观、结构繁杂的街

头标志和装饰性建筑物，凡是有条件建牌坊的地方都以立坊为荣。所以，到明代永乐年间，各主要街道都建

了牌坊。 

 

东四牌坊 

解放前，牌坊遍布整个北京城，全城约有 120 余座，而现在则所剩无几了。有些牌坊受数百年风雨的侵

蚀自然腐朽而亡，但大多是被人为毁坏的。比如过去对旅游事业重视不够，牌坊随景点被遗弃，或是因道路

扩建所需而被拆除。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的历史文物被毁，牌坊作为四旧，难以逃脱被毁的命运。

尽管如此，由于北京

是历史文化古都，北

京的市民有着较高的

文化修养，在既有深

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

有远见卓识的国家领

导人的关心下，部分

古老的牌坊被人们悉

心地保护遗存了下

来。比如在扩建长安

街时，两座长安街牌

坊因周总理的提议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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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护被迁至陶然亭公园，至今仍为公园一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有一些被

损坏的牌坊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又得以重建。 

老北京的牌坊，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 

（1）街巷道桥牌坊：牌坊由于既能分割空间，又隔而不断，不影响行人和车马的通行，同时身躯高大

醒目，在坊额刊刻文字后，便可成为指示路名或地点的标识，而且对环境还能起到一定的装饰、点缀、美化

作用，因此在古代，常常被人们用来建造在街衢中、道路口、巷子口、桥头等交通枢纽，从而出现了众多街

巷桥津牌坊。街巷牌坊比较有名的有东四、西四牌坊、东单牌坊、西单牌坊、东西长安街牌坊，国子监成贤

街牌坊等。此类牌坊，现在仅存有国子监街牌坊了，位置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为“成贤街”）。 

该类牌坊一般是木质结构的建筑物，它们的存在，大大增强了古城的历史文化艺术面貌。桥津牌坊就比较多

了，例如颐和园内的“知鱼桥”牌坊，北海公园内的“堆云”“积翠”牌坊等。 

（2）坛庙寺观牌坊：中国是个多种宗教信仰和多神信仰、崇拜并存的国家。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

修建了各种寺观庙宇。为了扩大这些寺观庙宇的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前来瞻仰、祭拜，人们又往往对寺观庙

宇大肆装饰，从而出现了众多坛庙寺观牌坊。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西山卧佛寺、戒台寺、白云观等

具有代表性的牌坊。这些牌坊雕制精美，色彩艳丽，称得上是一座座艺术品。 

（3）陵墓祠堂牌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十分重视人的“身后之事”。帝王在未死之前若干年就

早早地为自己营建死后居住的巨大陵墓，以期将来有朝一日自己在进入冥冥世界后，能继续享受活着时所享

受的那种荣华富贵。一些臣民则感到这样做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对死者的缅怀之情，于是自宋元以后，特别是

明清时期，牌坊也被应用到陵园、墓道及祠堂中来，从而出现了众多的陵墓祠堂牌坊。最为著名的要数北京

十三陵的牌坊，在现存的石牌坊中不仅最具代表性，而且规模大、年代久远。 

玉泉山附近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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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纪念牌

坊：是为纪念某些重大

或有意义的历史事件

而建造的，这些牌坊如

同是一页页凝重的历

史教科书，成为一些重

大的或有意义的历史

事件的实物记录和真

实见证。此类牌坊尽管

数量甚少，但其所包蕴

的历史文化内涵极为

丰富，故而其历史价值

尤高。“克林德碑”（现

名“保卫和平”牌坊）

是一座有名的历史纪

念牌坊。它用汉白玉建

造，四柱三间三楼，蓝

色琉璃瓦殿顶，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价值的宝贵实物资料。 

“圜桥教泽”牌坊 

（5）学宫书院牌坊：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学宫、书院和贡院，是世人

无不向往和敬仰的高雅圣洁之地。为了使学宫、书院和贡院更具有高雅浓厚的文化气息和良好的学术氛围，

往往在院舍门前或院内建造庄重而高雅的牌坊。例如，北京安定门内成贤街的国子监院内，立有乾隆皇帝题

书的“圜桥教泽”牌坊；国子监大门集贤门两侧，立有跨街而建的两座“国子监”牌坊。 

    北京是座历史名城，然而老北京的城墙没有了，老北京的胡同也越来越现代化了，我们民族的特色，中

国的特色，北京的特色，该如何去表现，去突出呢？在美国，人们一见到牌坊，就知道这是华人聚居的“唐

人街”；英国曼彻斯特的中国城也“克隆”了不少老祖宗留下的牌坊；在北京，街道牌坊几乎要销声匿迹了。

有雅兴的话，您可以到几个大公园去转转，看看京城老牌坊的模样，或者来翻翻老照片，一睹这些昔日“宝

贝”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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