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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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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主要内容简介：“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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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仁之（1911－），山东恩县人。
历史地理学家。
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本书精选了作者在建国以后所撰写的55篇作品，深入论述了北京城的城址起源、河水湖系、规划改造
、景物溯源、地图与碑记等系列问题，其学术价值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畴，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
总体规划建设的重要参考。
论述精辟，文笔生动，饱含着作者对北京城的深厚感情。
本书使用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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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城址起源与变迁北京城的沿革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说蓟说燕现在的北京城最初是谁建造的?北京
城和刘伯温的关系北京城的兴起——再论与北京建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关于京东考古和北京建城年
代问题河湖水系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北京海淀附
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明陵的水文从丰沙线到官厅水库北京城最早的水库昆明湖踪迹高梁河戾陵遏与
车箱渠颐和园话旧北京地下湮废河道复原图说明书规划、设计与改造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北京旧城平
面设计的改造论北京旧城的改造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
个里程碑评西方学者论述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四例天安门广场：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造北
京紫禁城在规划设计上的继承与发展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从北京城市规划南北中轴线的延长看来自民间
的“南顶”和“北顶”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要真实、要发展—
—关于城市古建筑遗址的利用与开发问题的一封信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景物溯
源海淀附近地区的开发过程与地名演变记燕园出土文物——有关地望考证的墓志石未名湖溯源记米万
钟《勺园修禊图》圓明园畅春园的新篇章北海公园与北京城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变要看到建设“滨
河公园”的历史意义保护和力求恢复后门桥的历史面貌亮出白塔功德无量卢沟桥与北京城地图与碑记
《北京历史地图集》前言《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前言记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雍正北京城图——补
正《北京历史地图集》明清北京城图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碑记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白浮泉遗址整
修记什刹海记北京城东南角楼记金中都城鱼藻池遗址简介北京建城记北京建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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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有文字可征的历史始于中原地区的商朝。
商朝最后的都城殷墟，在今安阳市以西相去不远，其地理位置接近太行山东麓的南端。
这一位置有利于它的政治文化势力，沿着太行山东麓最便于南北来往的狭长地带，一直向北方扩展到
现在的北京地区。
从这条狭长地带上逐渐形成的一条南北通道，可以称之为古代的南北大道，实际上这就是现在京广铁
路在河北省境内这一段最初的前身。
　　当初殷商势力沿着这条古代的南北大道北上，首先接触到的一个地方势力，见于明文记载的就是
燕。
燕的势力范围难以确定，它的统治中心在哪里，也是过去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一直到最近房山区董家林村发现了周初分封的燕国遗址之后，这一悬案才得到解决。
这是北京地区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
这一发现还证明燕的存在并不始于周初的分封，在此以前，这里已经有一个自然生长的地方势力发展
起来，它的统治中心还有残存的城墙遗址可见，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燕。
和这个早期的燕大约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地方势力，其名称见于记载的如孤竹、肃慎、山戎，也都
分布在今日北京市区及其附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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