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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

太平桥名称的由来或与桥梁有关

位于六里桥以东的太平桥村原属卢沟桥街道办事

处，它还包括了民国以前曾经存在的“苍蝇地”“钢叉

楼”两个小村。民间传说宋代杨家将带兵北闯幽州时，

修建了太平桥、挡羊桥、卧虎桥、杨胡子桥，今太平桥村

就是当年太平桥的所在地。这种寄托民众感情的说法，

无疑具有很大的演义成分，与海淀区的“牛栏庄”在清

代渐变为“六郎庄”的社会背景一致。1970年出土唐代

元和三年（808）《唐汝南郡夫人周氏墓志》，证明马连

道、太平桥一带当时应属于“幽都县太平乡”。这样看

来，“太平桥”很可能就是唐代“太平乡”所在的一座桥

梁，在唐代或稍后某个时期转化为村落的名称。

而太平桥之名也很常见，毕竟不管哪朝哪代都希

望天下太平。如果真有卧虎桥、挡羊桥跟杨胡子桥，那

还真有可能是辽代修的，不过肯定是辽国而不是杨家

将。因为杨业外号杨无敌，而辽国人更将杨家将视为

他们的克星，所以很惧怕杨家将，挡羊（杨）、卧虎就

好理解了。

传说无从考证，而太平桥村的真正起源已不可考。

不过村以桥为名还是有可能的。桥梁与人们的交通往

来关系很大，很容易成为命名依据的突出地理标志物。

“太平桥”很可能就是唐代“太平乡”所在地的一座桥

梁，在唐代或稍后某个时期转化为村落的名称。该村位

于六里桥与丽泽桥之间，东西向位于三环路与北京西站

南路之间，按照明清北京城来说，这里离城（广安门）

较远，但在辽金时这里等于城下。因为辽南京与金中都

的主体位置都在广安门一带，金代进行扩建后，西城墙

更是到了凤凰嘴村一线，离太平桥已经很近了。同时这

里靠近莲花池，按照记载，当年也是河道纵横的，所以

修桥很有可能。

“太平桥”美好意愿，派生多处地名

“太平桥”是许多地方常见的美好意愿的名称，希

望天下太平之意。由此派生的地方既有“太平桥村”，

也有1991年改建、因通过该村而得名的“太平桥路”，

此外还有广安门路东段大街以南的三个居住区；1980

年在太平桥和北蜂窝村的菜地上建成了“太平桥西

里”；1984年与1988年在太平桥村的菜地上先后建成

了“太平桥东里”与“太平桥”。这三个居住区与街北的

“莲花池南里”，1989年10月1日之后又从卢沟桥街道

分出，划归这一天正式成立的“太平桥街道办事处”

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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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栏整理

参考资料来源：《丰台史话》

金中都以莲花池水系为主要用水来源

太平桥辖区莲花池是“北京城”真正的摇篮。莲花

池，不但是一处风景名胜，还是北京的发源地之一。北

京最早的一座城池建在一座美丽的湖泊旁边，这座湖

泊就是今天的莲花池。莲花池古称西湖，湖水清澈，附

近树茂草肥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

周朝。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封召公奭于燕，召公派他的

儿子到燕地，建立燕国。燕以蓟城为都，蓟城就在莲花

池下游，以此作为重要水源。《水经注》称之为“燕之旧

池”。后来的辽南京和金中都，也是依托莲花池水系而

建，因此莲花池才是“北京城”真正的摇篮，有“先有莲

花池，后有北京城之说”。后来改建成莲花池公园，位

于太平桥辖区北部。

莲花池是金中都主要的用水来源，位于金中都

城西北的莲花池，当时的金中都用水是从西北的莲

花池引水。莲花池是北京的发源地之一。

历史上，金中都城内有三条重要的水系，一条为

由今莲花池入城的莲花池水系，一条为由今玉渊潭

向东南入城的玉渊潭水系，一条为中都北面高梁河水

系。三条水系中最主要的是莲花池水系。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北京建都记》一文

中记述“中都城之扩建，将西湖即今之莲花池下游

河道纳入城中，导流入同乐园湖泊及鱼藻池，又经

皇城前龙津桥下，转而向南，流出城外”，从而描述

了壮丽宏伟的金中都赖以生存的主要水系—莲花

池水系。

历史上水源丰富 ，曾为蔬菜之乡 

历史上金中都西南部大小泉眼星罗棋布，有“三

步一泉”之说，周边“万泉寺”村名便由此而来。新中国

成立后，这里还是北京重要的蔬菜种植基地。人类对

水的改造还反映在漕运形式上。金中都时期在中都之

东开通了潞河，用于运送米粮，潞城因此改名通州；西

面则建成卢沟桥，使西南陆路各种货物可以直接进入

中都。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一代代

中华儿女在此繁衍生息。

历史上这一地区土质肥沃、水源丰富，是丰台区著

名的蔬菜之乡。如今昔日的菜地早已消失，已是高楼大

厦林立的都市景象。

太平桥曾为北京著名产菜区，尤其是村民们对于

冬瓜种植技术具有独到的经验；太平桥的冬瓜也算京

师名产，为此地带来不少荣誉。

近些年来，丰台区是北京市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区，

靠近北京市中心的太平桥地区已经焕然一新，并且带

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丽泽金融商务区，部分位于太

平桥辖区。

太平桥街道位于丰台区中北部，地处二、三

环之间，东邻西城，北接海淀，地铁7号线、9号

线、10号线、机场快轨线等9条地铁线路交织覆

盖全域，通达全市；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

丰台站3座火车站鼎立环绕，通达全国；丽泽城

市航站楼位于辖区中心地带，通达全球，是丰台

区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最完整、道路网最密集的

街道。

“今天的太平桥，不仅区位优势显著，是一

座开放高地，更是文化胜地和兴业沃土。”全球

金融产业发展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处于辖

区腹地，有机串联起国投广场、首科大厦、中阳

大厦等辖区高中端商务楼带，经济活力与发展

实力并存。除此之外，太平桥街道历史文化与人

文资源更是交互辉映，莲花池、金中都遗址彰显

太平桥深厚的底蕴与内涵，中华书局、中国戏曲

学院更让墨香书香和生生不息的戏腔成为了太

平桥特有的城市味道和传播声音。丽泽16号项

目也将引领“二环-丽泽-三环” 区域潮趣新风

尚，区域优势与产业优势显著。

太平桥街道南部与丽泽金融商务区临近，

据了解，太平桥街道秉承“服务保障丽泽、发展

依靠丽泽”的理念，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承接丽泽

溢出效应，与丽泽管委会一同互相支持、共同发

展；立足太平桥街道与丽泽管委会共同成立的

丽泽服务专班，畅通信息交流，强化沟通协调，

做好各类服务保障工作。

为助力丽泽高品质建设，太平桥街道重点

从产业结构、配套服务等方面全面满足国际消

费试验区建设的需求，推动高端商务服务业集

聚发展，引导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提升；利用丽

泽的溢出效应，实现优势互补。

围绕城市有机更新思路和“金融+商务”的

定位，太平桥商务走廊理念意在把国投广场、银

河大厦、首科大厦、丽泽金融商务区、中阳大厦

串联起来，有机融合，促进空间集约高效利用。

商务楼宇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

式，立足“咽喉要塞” 打造商务走廊，也是支撑

太平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以文惠

民，百年中华书局构建15分钟阅读圈。作为太平

桥地区的文化地标之一，已经有111年历史的中

华书局结合时代需求，发挥自身优势，焕发了

新活力。除了售书，还定期举办名家讲坛、读书

会等公益文化活动，让附近居民幸福感和获得

感都大大提升。近年来，太平桥街道与中华书

局密切合作，展开文化共建，书香馥郁太平桥，

更好地满足辖区内居民“最后一公里”的精神

文化需求。

丽泽金融商务区在北京市区的西南侧崛

起，也代表了丰台速度、北京速度，成为北京发

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中华书局

位于太平桥街道的希尔顿惠庭酒店华北（首都）旗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