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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16 号线探站 寻“名”

有人说，只看北京的一些地名就已经美醉了。可它们背后的故事人们又

知道多少呢？16号线南段自北向南分别为木樨地站、达官营站、红莲南路

站、丽泽商务区站、东管头南站、丰台站、丰台南路站、富丰桥站、看丹站、榆

树庄站，每一座车站的命名都颇有渊源。

本期我们介绍位于丰台区的站名来历。

东管头南 - 凤凰嘴街 郑志辰 摄

 北京16号线南段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中南北向骨干线路，将串联起北京市北部

高新技术集聚区、中部的丽泽商务区以及南

部的丰台科技园区等，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的

交通压力，也为北京西北及西南的乘客增加

一种便捷的出行选择，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

供便利。

北京 16 号线 

丽泽商务区 -因“皇家血统”而得名

“丽泽”之名源自800多年前金代中都城丽泽门。据《丽泽书院史话》载：“‘丽泽’二字出自《周

易·兑卦》：‘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有连的意思，兑为‘泽’，上下皆兑，有两泽相连，互

相滋益之象。”

1991年11月，在西三环南路与丰台北路交会处，建成了一座不完全互通式双层立交桥，因大致邻近

历史上金中都丽泽门的遗址，故称“丽泽桥”，由此使一个消失了700多年的老地名得以恢复。1999年9

月，在丽泽桥与菜户营桥之间修建了长2.9公里、宽80米的“丽泽路”。以丽泽路为主线，也就是在金代中

都城丽泽门遗址所处的大致位置，北京新兴金融功能区——丽泽金融商务区正逐步成形。

东管头南 -因管水有方而得名

东管头位于丰台区北部。据《东管头村志》载：

东管头村名来源于水头庄，也称“管头”。早年间附

近有泉，四季涌流。泉水沿地势向东流淌形成小河，

称凉水河。流经鹅凤营、万泉寺、草桥等地再向东南

而流，一直流到通州汇入北运河。运河流到天津以

后，使得当地百姓喝到甘甜的泉水。

由于凉水河对沿岸及下游百姓生活至关重要，所

以水头庄的百姓为防止水源被污染，自发地组织起来

管理水源地的卫生及安全，并负责每年的祭祀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头庄一带形成较大的村庄，因是

管理着水源头，遂称“管头村”。后因人口增多分为东

管头和西管头。

乘坐16号线在东管头南站下车，乘坐扶梯，便

可换乘房山线。换乘过程中，抬眼便可见到方锦花

格、“井”字花格、“万”字格等造型，中国风十足。

丰台站 -127 年历史始建于清末

丰台站是北京城的第一座火车站，已经拥有了127年的历史记忆。1895年年底，清政府将铁路修至北京西南远

郊的寂静小镇丰台并建站，丰台站因而成为北京城的第一座火车站。

1897 年，丰台站接通芦汉铁路（后改名为京汉铁路），丰台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9年，中国铁路之父詹天

佑先生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的起点也设在了丰台站。至此，丰台站成为京奉、京汉、京张三条铁路干线的交汇点、联

轨站。这里旅客往来、货物集散，一片繁荣。

此后几经改造，成为京南铁路交通枢纽。2010年6月20日起，该站停办客运业务，由此115年的运营暂告结束。

随后进行大规模扩建，于2022年6月20日正式开通运营。

  丰台南路 -明代“造甲”非“造假”

丰台南路位于丰台区中部。此地历史上为造甲村，所造之“甲”为古代战争中将士们

征战时防卫的盔甲。《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载：“相传造盔是制作盔甲、战袍的作坊。《天

府广记》盔甲条载：‘凡三大营盔

甲，题准俱三年一次交厂兑换，若

选锋明盔甲，每年一次送修五百

顶副。’由此可见，盔甲厂、造甲

村均为制造盔甲兵器的作坊。”

明代京城周边设有多处制造

盔甲的场所，京南丰台造甲厂是其

中一处，大约建于成化年间，嘉靖

年间废弃遂成聚落，称造甲村。

1965年将该村西南北向的

土路修整后改成沥青路，因地处

丰台镇南侧而称“丰台南路”。开

通的丰台南路站，最大亮点可与

地铁9号线实现同站厅换乘。

富丰桥 -紧邻明代官方马场村

富丰桥位于丰台区中南部，此地紧邻历史上的马场村。

据《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载：“马场村原为养马场，据《宛署杂记》载：‘国朝马政，行

之宛平者……永乐十年（1412年），令北直隶土民领养孳

生马匹，宛平养马自此始。’宛平饲养官马始自明

初，推测马场村至晚于明朝。

村东有马神庙一座，清乾隆三年（1738年）十

月重修，今尚存遗迹。马场东有一圈到六圈村，在

其南尚有羊坊村，这一带自明代即为牧地无疑。”

马场村呈东西向长方形聚落，有村民百余户，

历史上以种植蔬菜为主，后因开发建设村落及耕

地消失。

 1995年在村域北侧建成富丰园住宅区，其南

侧所辟道路称“富丰路”。2000年兴建西四环路

时，在此修建立交桥，因西北紧邻富丰园而称“富丰桥”。

看丹 -“看滩村”改为“看丹村”　

看丹位于丰台区中部，明清时此地已形成聚落。据明代《宛署杂记》载，“卢沟河（今

永定河）入宛平县境，出卢沟桥下，东南至看丹口，冲流散漫，分为二派。”当时这里是河滩

地，“看滩久之讹传为看丹”。

另传，唐代看丹村一带发生瘟疫，药王孙思邈来此研制丹药，行医治病。后人为纪念

孙思邈而修建了一座药王庙，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生日，开庙会三天。

此间最为吸引人的是“看丹”，即到药王殿里看一看药王像前供放着的仙丹宝盒，也称

“神丹”或“宝丹”，以祈求无灾无病，合家平安。

日久天长，便将村落称为“看丹”。

药王庙始建于明代，清康熙年重修，坐东朝西，有药王殿、三皇殿、娘娘殿等，农历四

月二十八为药王圣诞之日，开庙三日，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榆树庄 -为防风广植榆树而得名

榆树庄位于丰台区中部，据《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载：

“榆树庄地处距永定河东堤1.2公里，多沙石地，冬春风沙弥

漫。最初仅几户人家，为了防风，宅旁院落种植榆树，此后以

榆树庄为村名。”

榆树又名春榆、白榆等，具有耐旱、耐寒、耐瘠薄、抗风

力、生长快、寿命长等特点，北京地区历史上多有种植。

榆树庄约明末成村，村域呈长方形，东临人民村，南临

丰西北里，西临齐庄子，北临西羊圈，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

30多户，属卢沟桥乡自然村，今已实施旧村改造。

承载历史 连通未来

榆树庄 - 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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