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城700余年历史老街焕新亮相 “最美大街”重现往昔芳华

2024年9月29日，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简称阜内大街二期改造工程正式完工，这条拥有700余年历史的古老街道
以全新面貌重现，赢得“北京最美大街”的美誉。作为北京老城“一轴一线”中朝阜大街“一线”的西起点，阜内大街不仅是
元代以来连接京城西部的重要通道，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记忆。老舍先生曾在骆驼祥子中称其为“最美的一条街”，如今通过
精心改造，这条14公里长的老街不仅保留了青砖灰瓦的传统韵味，还融入了现代建筑工艺，展现出历史与现代的完美交融。
改造后的阜内大街以文化为核心，挖掘出鲁迅会客厅、白塔妙会、皇家御苑和西四记忆四大文化圈，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
既能追忆历史又能体验现代生活的城市空间。 阜内大街的历史可追溯至元代，其名称源于“阜成兆民”，寓意民富厚安定。
作为北京通往京西门头沟等产煤地的门户，街道曾是煤炭运输的要道，门洞刻有“梅花”图案，谐音“煤”，寄托了古人对繁
荣的期盼。明清时期，阜内大街逐渐成为文化与民俗的交汇之地，沿线分布着历代帝王庙、白塔寺、鲁迅博物馆等地标，承载
了皇家文化、宗教文化和名人轶事。改造前，街道面临机动车道拥挤、步行空间狭窄、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城
市需求。二期改造以“还路于民”为理念，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加宽人行步道，新增无障碍设施和“一老一小”活动空间，让
街道更具人性化。传统工艺如青砖灰瓦、地仗油饰与现代中式纹样断桥铝门窗结合，保留了老北京风貌，同时提升了实用性与
美观度。 改造工程由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牵头，项目负责人李茹介绍，阜内大街二期以文化挖掘为重点，打造四
大文化圈：以鲁迅博物馆为核心的“鲁迅会客厅”，吸引文学爱好者探访以白塔寺为中心的“白塔妙会”沙龙文化圈，融合宗
教与艺术以历代帝王庙为核心的皇家御苑文化圈，展现皇家文化底蕴以西四为起点的“西四记忆”怀旧文化圈，串联胡同小吃
与老北京生活气息。这些文化圈通过历史典故展示、文化活动策划和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漫步中感受老北京的脉络。改造后
的街道还新增了口袋公园、绿地景观和文化雕塑，提升了公共空间的舒适度与吸引力。 阜内大街的焕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升
级，更是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的缩影。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老城复兴计划，鼓楼西大街、南锣鼓巷等历史街区相继改造，阜
内大街的成功为其他老街树立了典范。改造过程中，项目组深入挖掘街道历史，例如元代码头遗迹、明清时期的商贾故事，融
入导览标识和互动装置，让游客在行走中“穿越”历史。市民张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前这里车多路窄，走着不舒服。
现在宽敞了，路边还有文化介绍，带着孩子来能学到不少历史知识。”游客李先生则表示，改造后的阜内大街既有老北京的味
道，又有现代城市的便利，拍照打卡特别有感觉。从经济角度看，阜内大街的焕新带动了周边商业与旅游发展。改造后，沿街
的传统店铺如内联升鞋店、老字号餐馆焕发新生，吸引了更多游客驻足消费 ImplSystem 足。周边商圈如西四北
大街的餐饮和文创店铺也因游客增加而受益。据统计，2024年国庆期间，阜内大街的游客量同比增长30，为当地经济注
入活力。然而，挑战也伴随着机遇。部分商家反映，改造带来的租金上涨可能挤压小型店铺的生存空间，未来需通过政策支持
平衡商业生态。此次改造也引发了社会热议。社交媒体上，网友对阜内大街的“新面貌”赞不绝口，称其为“既保留了老北京
的魂儿，又有了新活力”。但也有声音担忧，过度商业化可能削弱历史街区的文化氛围。对此，西城区政府表示，将通过文化
活动和非遗展示，持续强化街区的文化属性。专家指出，阜内大街的改造模式为老城更新提供了新思路，即在保留历史风貌的
基础上，融入现代功能，满足多元需求。展望未来，阜内大街将继续发挥文化与旅游的桥梁作用。西城区计划推出更多文化节
庆活动，如白塔寺庙会、鲁迅文化讲座等，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改造的成功也为北京其他老街的更新提供了借鉴，如琉璃厂
文化街、南锣鼓巷等正计划效仿阜内大街的模式。700余年的阜内大街，如今以“最美大街”的姿态，延续着北京老城的文
脉，诉说着历史与现代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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