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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幽燕都会到中华国都——北京城市嬗变》在吸收数十年来北京城市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城
市古代文明及其发展演变为线索，重点对不同历史阶段尚未收到学界特别关注的专题进行了研究。
作者更加重视古代城市的实证研究，包括个案城市研究。
作者韩光辉希望通过大量实证研究，为城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供更多基本素材，也希望通过对北京
城市史的文字研究与历史地图表现的密切结合，收到更好效果，能够对当今城市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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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光辉，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
主持五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一项国家社科基金。
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北京人口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地理学丛稿》（商务印书
馆）、《历史地理应用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等5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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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蓟聚落起源与蓟城兴起的地理和社会基础
一、蓟城出现前的原始聚落蓟
二、蓟城兴起与发展的地理和社会基础
第二章北京早期城市的奠基
一、蓟与蓟都
二、燕与燕都
三、燕都蓟城
四、北京早期城市的奠基
第三章秦汉时期广阳郡国城市的兴起
一、秦广阳郡
二、两汉郡国互置与幽州
三、秦汉幽州地区的民族关系
第四章魏晋北朝时期幽州城市的嬗变
一、魏晋幽州燕国
二、十六国幽州燕郡衰落
三、北朝幽州燕郡复苏
第五章隋唐时期幽州城市的发展
一、隋幽州与涿郡
二、唐幽州范阳郡
三、幽州城市的繁荣
四、幽州城市发展的新曙光
第六章辽金元北京城市的扩展与行政建制的形成
一、辽南京城市发展与警巡院建制的出现
二、金中都城市扩展与左、右警巡院行政建制的形成
三、元大都新城的规划建设与五警巡院行政建制的形成
四、警巡院的机构组成及其历史作用
五、元代都市警巡院的再考察
第七章明清北京地区的户籍制度与户口隶属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二、明代北京地区户籍制度及北京城市户口的隶属关系
三、清代北京地区户籍制度及北京城市户口的隶属关系
第八章清代北京城市人口的增长与控制
一、北京内城人口的增长与控制
二、北京外城人口的增长与控制
三、清政府京师人口政策的原因
第九章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粮食依赖
一、城市人口的增长与粮食供需矛盾的突出
二、王朝时期粮食供给措施
三、京师粮食供应与消费
四、京师乏粮后果及应急措施
五、元大都城市贫民购粮证
第十章清代北京赈恤机构的时空分布
一、京师外城粜米官厂的设立及分布
二、京师外城官私饭厂的设立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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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师其他赈恤机构的设立及分布
四、清代京师赈恤机构时空分布特点及其影响机制
第十一章北京城市郊区的形成与发展
一、城郊的出现
二、城市郊区的形成与稳定
三、城市郊区的扩大与发展
第十二章清代北京城市郊区行政界线的确定
一、清代地方志书有关北京城属的行政范围记录
二、清北京城属界线的确定及原则
三、勘定北京城属行政界线的意义
第十三章清代八旗驻防与王府聚落向郊区的转移
一、京郊八旗驻防聚落的形成
二、王府修造的时间与规模
三、郑家庄王府的确切位置及王府的衰落
第十四章明清北京地区长城沿线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一、明初北京地区防务及驻防聚落兴起
二、明中叶京畿防务的加强及驻防聚落剧增
三、明清易代之后长城沿线军镇关堡的演化及居民点的形成与发展
第十五章皇家宫苑赏石文化流变
一、汉唐宋代皇家宫苑赏石的出现与收藏
二、金元明代皇家宫苑赏石的搬运与集中
三、清代宫苑赏石空前罗致与叠建
四、赏石师法自然与艺术欣赏
附录：《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价
一、编制《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缘起和过程
二、编制《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
三、《北京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及技术处理
四、《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社会评价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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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出土陶楼分作上下二层，窗、斗拱、庑殿式屋顶：垂脊、兽面纹圆瓦当等结构的运用
，则有力地反映了东汉官僚地主住宅的豪华与建筑业的发展。
幽州地区东汉墓葬一改西汉时期土坑墓的时代特点，大量出现了多室与复室砖室墓，墓顶多为两层拱
券，墓壁砖砌，下又以几何纹花方砖铺地。
用砖数量及制作质量不仅与当时厚葬的社会风气有关，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东汉幽州蓟城地区制砖业的
发展与工艺水平；拱券形墓顶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建筑业的高水平。
农业与各类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商品、丰富了物资交流与交换的产品与内容，进而推动了
手工业和商业在城市的集中与发展。
先为监察区而后上升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幽州的中心城市蓟在原本便利的交通条件推动之下显然继续保
持并进一步发展了南北物资文化交流中心和商品集散地职能，并形成了繁荣的商业市场，拥有一定数
量的城市流动人口。
①市场交易商品自然以当地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为大宗，还有从各地长途贩运来的玉器、漆器及织
物等。
东汉立国功臣吴汉曾流寓渔阳，“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②东汉末年幽州牧刘虞“开上谷胡市
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
民悦年登，谷石三十”；公孙瓒杀刘虞割据幽州所宠遇之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富皆巨
亿-3@，均是蓟城商业发展、市场规模的具体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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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幽燕都会到中华国都:北京城市嬗变》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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