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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华夏故土仪态万方。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中国的居住文化类型千姿百态，蔚为大观。
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居住样式，同一居住样式在不同的地区和历史时期内又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和处理手法，无论在住宅庭院的总体布局还是在建筑细部的处理上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
时代特征。
在这里，我们要谈的就是北京居住文化。
　　那么，什么是北京居住文化呢？
正如当代著名学者金克木所言，“文化不能离开人，但我们可以把人放在意义一方，而把考察对象放
在符号（现象）一方，看各种文化现象符号指示人的什么意义。
人总是社会的人，文化也是总是社会的文化，所以这样解说文化也可以说是解说社会。
”如此看来，我们不妨把北京居住文化理解为以居住为文化现象符号来表达的北京社会。
文化离不开人，令世人津津乐道的北京文化，当然是世世代代生活的北京人共同创造的。
而人也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人就倒退到野蛮时代。
而居住就是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相应的，北京居住文化就是北京人传承与创造的北京文化的基本组
成部分。
讲述北京居住文化，也就是以居住为切入点来考察北京社会，品味京味文化。
　　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北京居住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并逐渐塑造出独特的地域色彩。
仅靠这部小书，恐怕无法对历史上北京地区居住文化的内容、类型和演变过程做一个面面俱到、巨细
不捐的梳理和叙述。
本书只能列举北京居住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具有标志意义的若干关键环节和要素，通过对这些环节和要
素的解读，彰显其时代色彩，发掘其文化意蕴。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领略到北京居住文化的博大精深。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此话不假，但是人要活着舒坦，仅仅填饱肚子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一个足以遮避风雨，足以安置生活起居的稳定场所，即便是整天锦衣玉食，还是免不了飘泊
流落之苦。
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可是，一旦离开了自己的住所，这些事情操办起来可就麻烦了。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的古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古到今，居住对于老百姓生存、生活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我国民俗学巨擘钟敬文先生所指出的，“民居是一种为人们生活所迫切需要的人工产物，因此，
它也就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文化。
像一切社会文化事物一样，现在的民居，也是一种历史进化的产物。
⋯⋯它是一种最实用的文化（此外还有衣服、食物、交通等），任何人群都不能缺少的。
所以在我们国土上，只要有人的踪迹存在，就必然会有这种文化产物，尽管形态是那么复杂多样。
”诚哉斯言！
自从人类的足迹第一次踏上北京这片土地，北京居住文化的历史也就随之开始了，居住文化因而成为
北京文化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
众所周知，居住历来具有实用性、艺术性、伦理性和宗教性，但再加上特有的地方性，就形成了北京
地区独具魅力的居住文化。
　　今日的北京居住文化是长期历史演化的产物。
越靠近现代，北京居住文化内涵和类型的更新就越快。
以海淀区的巴沟村为例，这里原本地势低洼，沟渠众多，在明代形成聚落，因为沟渠众多这一自然地
貌特征而取名巴（“八”的谐音）沟村。
巴沟村的城市化不过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农家院舍逐漸被楼房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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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万柳中路的一路之隔，就是两种不同的景观。
路东是建成不久的住宅楼，而路西的平房拆除不久，成了塔吊密集的工地。
不用多久，这里势必被密密匝匝的住宅楼群覆盖。
由巴沟村这个例子可见，居住不仅促成了自然景观向人文景观的演替，还驱动人文景观的“旧貌换新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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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几千年前，孟子提出“有恒产者有恒心”。
所谓“恒产”，与今天所讲的“不动产”一样，都把房产包括在内。
自从人类的足迹第·次踏上北京这片土地，北京居住文化的历史也就随之开始了，居住文化因而成为
北京文化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
居住历来具有实用性、艺术性、伦理性和宗教性，再加上特有的地方性，就形成了北京地区独具魅力
的居住文化。
随着历史进程的开展，北京地区的民居类型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并逐渐塑造出独特的地域色彩
。
作者无意对历史上北京地区居住文化的内容、类型和演变过程做一个面面俱到、巨细不捐的梳理和叙
述，巧妙地采取比较独特的表现手法，将北京居住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具有标志意义的若干关键环节和
要素进行解读，彰显其中体现的时代色彩，发掘其中蕴涵的文化意义。
读者从中可以领略到北京居住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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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超，1959年生于北京，祖籍山西高平。
1978年3月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罗马尼亚语专业，1982年1月毕业留校，长期从事罗马尼亚语
言文化教学和研究。
1986至1987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访学，1991至1993年在中国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1997至1999年在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任教育组负责人，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参加过《汉罗词典》的编纂，出版教材《罗语应用文》和《新编大学罗马尼亚语》（1、2册，与
后两册共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与友人合译《茶馆》等剧本在罗出版，在
国内外发表论文、译作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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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北京居住文化史上的关键点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因此，人类脚步踏入
北京的那一刻，也就揭开了北京居住文化的历史篇章。
这一篇章显然不是四平八稳的流水账，其中的若干具有转折或创新意义的关键点，为北京居住文化注
入了蕴含不同文化基因的血液，由此培育出的北京居住文化当然就具备了多元化的文化特质。
　　一、周口店天然洞穴——北京人最早的“家”　　在远古时代，原始人群还没有能力建造人工居
所，只能栖居天然洞穴。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栖身之地已经从天然洞穴、人工地穴半地穴发展成为由地基、墙壁、屋顶构
成的地面居住建筑物，北京地区居住形式的发展过程也大致如此。
　　人类在北京繁衍生息的历史非常久远。
早在距今七十万年前，古人类的脚步就迈入了这片土地。
手无寸铁、“衣”不蔽体的古人类住进了天然洞穴，总算可以遮风避雨，抵御严寒酷暑，躲避猛兽。
虽然这些洞穴都是天然的，但因为人类的到来而成为原始文化的发祥地。
周口店遗址的石灰岩洞穴就是北京地区人类最早的栖身之所，北京的居住文化也发端于此。
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1908——2001）把这里称为北京人的“故居”，我们也不妨将这里视为北京
居住文化的摇篮。
　　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下，西北依偎连绵的西山，东南俯瞰沃野，旁边又有
周口河流过。
这是一个不同生态类型交错的过渡带，古人类能在此获取较其他地区更为丰富的生存资源。
经过八十余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从距今七十万年到距今两万年前，这里及其周边地区居住
着北京猿人、新洞人、山顶洞人和田园洞人等古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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