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

13位ISBN编号：9787508720494

10位ISBN编号：7508720490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出版社

作者：辛向阳，倪健中　主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

前言

我们为什么研究首都与迁都打开中国政区地图，最耀目的都城：北京。
打开中国历史地图，最显眼的都城：西安、北京。
有太多太多的“首都”在落满历史尘埃的故纸堆里偏偏被遗忘，被掩埋辽阔的中华大地，曾有几百座
城市做过都城。
如果你面对一张专门标识历代都城的地图，你不难发现它跟正在下着的围棋一样，每一个“棋子”代
表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文明，每一个“棋子”都是一个文明发展的丰碑。
就是这些首都的文化浸润了整个中国，迁都的轨迹就是由这些“棋子”连接的。
迁都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根红线，无数中国历史的隐秘都可通过这根红线窥视出来：中国政治的诡
谲、军事的机心、经济的跌宕、文化的瑰丽、社会的纷纭、人性的芜杂⋯⋯迁都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
的政治波谱图和晴雨表。
中华文明何以长存不息？
我们同样可以从迁都的轨迹中破译这个难解的密码。
都城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文明重心。
迁都的轨迹就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文明进程的轨迹。
几乎相同的是每座都城都是选择最佳的地理和资源条件而被确立并充分运用这些条件创造出来的高层
次和高水准的文化。
如果说城市是世界的荣耀的话，那么，都城便是城市的荣耀。
中国，历史上迁都频繁，其都城星罗棋布地镶嵌于中华大地上，其文化积淀构成了中华文明最有意义
的部分。
首都，这是一个让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又是一个让人时时心痛、备感惆怅的地方。
早在唐代，在长安，就有“京城居大不易”的感慨。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一句台词：“如果你爱他，把他送到纽约来；如果你恨他，也把他送到
纽约来。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你爱他，把他送到首都来；如果你恨他，也把他送到首都来。
因为这里是天堂与地狱、文明与野蛮、欢乐与艰辛的结合地。
首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首都是什么？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能回答的问题：“首都是国都呗。
”但是这又是一个很难说明白的问题，首都的真正内涵是什么，这恐怕会难倒一大片智者。
《新华词典》(1995年2月版)对“首都”的解释是：“首都即国都。
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
通常是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稍稍有点具体化了，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首都一定是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吗？
”非也，有很多国家法定的首都并不是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玻利维亚的
苏克雷等。
看来，“首都”还有它更深一层的含义。
我们先查阅一下西方“首都”一词的含义。
英文中“首都”一词是“capital”，它有“首位的”、“基本的”、“顶好的”、“一流的”意思，
它还有一个人们时常忘记的含义，即“资本”、“资金”，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称为《capital》
。
“首都”与“资本”在英文中是一个词，这很有趣，但绝非是偶然的巧合，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西方很多国家，首都首先是经济中心、生产中心、工业中心、资本中心，是资本的聚集地。
如阿姆斯特丹就是如此。
1296年，阿姆斯特丹正式建市。
16世纪，荷兰重要港口安特卫普被西班牙军队攻占，国际商人将巨额资本、健全的商业制度、企业精
神、国际性贸易一起带到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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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年这里诞生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所，1609年又出现了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银行。
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本集中、出没的地方。
于是，它在1806年成为荷兰王国的首都。
“首都”与“资本”在英文中都是“capital”这个词，至少表明，西方国家早期的首都是从资本中心
、工业中心、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贸易中心中催生出来的。
一句话，“首都”更多的是一个生产中心，它有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
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国都”有它的特殊性。
它首先是政治中心，在政治中心的基础上成为消费中心，消费又包括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
于是，在中国的都城，畸形的生活消费与政治性的文化消费大大发展。
都城缺乏自己的创新能力，特别是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消费物(包括粮食、肉类、蔬菜甚至还有文化。
不要忘记，京剧是200多年前徽班进京的产物)基本上来自全国各地。
国都在经济上完全是依赖型的，它依赖于物资供给，也依赖于政治稳定。
在中国的都城，经济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政权，从属于皇帝。
所以王朝一旦衰落，经济与文化就会崩溃，国都就会失去它存在的根基。
新的王朝一经建立，就会重新去寻找适合它存在的国都。
这就是中国国都一再变迁的真正奥秘。
东西方首都的形成、性质与功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是无疑的。
但作为首都，它们有着许多的共性。
这些共性是：——首都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某一国家的至少是一个领域的活动中心，可能是经济中心、
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交通中心、商业中心中的一个，也可能是这诸多中心中的两个或两
个以上，甚至是多个中心的叠合。
而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使是单一中心，这一中心也起着主导作用。
若是政治中心的首都，它牵引着国家的政治脉搏；若是经济中心的首都，它控制着国家的经济资源；
若是文化中心的首都，它支配着国家的灵魂；若是军事中心的首都，它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若是交通
中心的首都，它导引着国家的动脉；若是商业中心的首都，它交换着国家的财富。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个民族精神的归宿与寄托。
首都总有一种首都的神魄，这种神魄就是一个国家的神魄。
说到东京，就知道日本；说到新德里，就会明白印度；讲到马德里，就会知晓西班牙。
首都的存在就意味着民族的存在。
——首都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最富有活力与创造力的地方。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发明、制度创新都是在首都进行的。
中国的四大发明是在首都完成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大都是在首都写出的，郡县制与科举制的构想是
在首都产生的。
两方的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发现与发明是在首都进行的，股票交易制度、契约制度、宪法制度、民主制
度、银行制度哪一个不是首先出现在首都？
首都有着它特有的创造力与创新性。
这样一讲，“首都”的学问大了，再随随便便地讲什么“首都就是国都”之类的话，就显得没学问了
。
首都学及其研究对象首都的历史长度就是国家的历史长度。
有了国家，有了王朝，也就有了首都。
首都久远的历史长流、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首都学产生的历史、文化条件。
首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的突出地位是首都学产生的现实基础。
首都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是“乘数效应
”式作用即倍加作用。
如首都有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市场辐射能力，企业的产品通过首都市场会不知不觉地传递、辐射、渗透
到全国乃至国际市场。
研究这种作用，可以促进整个同家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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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首都学还有理论的前提。
国内外研究首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首都变迁，研究首都的未来，研究首都政治、经济、文化、
人口、教育、商业、外贸、技术、人才等等方面的文章浩如烟海，如北京的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
在1989年6月就出版了一本35万字的著作《首都发展战略研究》。
这一系列研究需要形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即首都学。
那么，首都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首先，首都学要研究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运行机制。
无论是一个国家的首都，还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都，无论是历史上的首都，还是现实中的首都，它
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征，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和运行机制。
通过研究这些共同的规律和机制，可以使我们找到我们自己国家首都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
其次，首都学要研究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整体战略。
首都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它是一个很大的系统，需要有系统的观念和整体的思路。
首都学就是要在研究首都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析出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根据总的趋势，
制定出适合首都发展的战略。
首都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研究、精心地培养。
研究迁都，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知自己迁都是中国历史上一道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纵贯于中华文明五千年，横铺于中华大地几万里。
’迁都史是一部微缩的、精炼的中国历史。
从迁都中可以窥视出中国历史无数的隐秘，可以解读出中国文明长存的密码。
迁都是中华文明东进南下运动的必然结局，同时，每一次大迁都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的黄土高原，先是一步步东进，之后在东进至大海边后再南下。
文明重心在不断移动。
文明重心移动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早期首都的不断迁变。
首都肩负着文明的重担不断寻找着适合文明生长的经济与自然条件。
找到了适宜的气候、土壤、经济基础、人文氛围，文明便勃勃而生；反之，若没有找到这样的条件，
文明就会枯萎，就会衰败。
迁都是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表现。
研究迁都，可以知晓中国政治的诡谲、军事的机心、经济的跌宕、文化的瑰丽、社会的纷纭、人性的
芜杂。
中国人的计谋、中国政治的老成、中国社会的早熟与练达，无一例外地烙印在中国的迁都史上。
从迁都中我们看出中国人心灵的秘密。
迁都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是中国政治变迁的晴雨表。
中国王朝的变更会导致迁都，皇帝的变更会导致迁都，中国政治的变更会导致迁都。
反过来讲，定都又直接影响到政治的变迁。
国都选择妥帖，王朝统治者的王位会稳固一些，统治得长久一些；反之，则会危及王朝的稳定与王位
的保有。
迁都有时是解开政治症结的必要手段，有时是权力再分配的一个方法。
迁都是中国经济在数千年间保持世界高水平的一个重要动因。
中华文化经济从总体来看是灌溉型经济，是大河经济，是精耕细作型经济。
但精耕细作是有极限的，不是无限的。
尤其是河流灌溉，是福，亦是祸？
几百年的河流灌溉会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
首都的不断变动避免了土地肥力下降的局面，而且它总是把精耕细作的工具与技术不失时机地带给新
的经济区，使中国经济在南部、东部、中部、西南部也得到发展的主动力。
迁都使中国经济总有新的农业增长点与手工业生长点，使中国经济长期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高水准。
研究迁都，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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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首都』在落满尘埃的故纸堆里被遗忘，被掩埋。
    辽阔的中华大地，曾有几百座城市做过首都。
每一个『首都』代表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文明，每一个『首都』都是一个文明发展的丰碑。
这些首都的文化浸润了整个中国。
    迁都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根红线，无数中国历史的隐秘都可透过这根红线窥视出来：政治的诡谲
、军事的机心、经济的跌宕、文化的瑰丽、社会的纷纭、人性的芜杂⋯⋯    迁都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
的政治波普图和晴雨表；从迁都的轨迹申可以破译出中华文明口以长存不息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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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蜀政权　歌舞西湖：吴越古都西府城　特殊的洗礼：吴和南唐的首都扬州、南京　南北割据势力
之都：太原、江陵、番禺、长沙、福州、建州第十六章  北宋皇城：天子打坐开封府　黄袍加身：宋
朝的建立　清明上河图：宋都汴梁　天下第一都：开封　三十三日“大楚”朝都第十七章  都魂北旅
：辽五京　辽上京：“北京”的故事　辽东京：地域性陪都　辽南京：一个伟大国都的初生　辽中京
：宁城的传说　辽西京：西望风云第十八章  羌管悠悠：金五京的变迁　金上京：四朝帝都　金东京
：辽阳岁月　金北京：一段往事　金西京：防御重镇　金南京：南下之门　金中都：完颜亮的杰作第
十九章  西夏帝都：西北大川唱大风　神秘的黑水城　从西京到东京：西夏人的攻守智慧　“人形”
结构：西夏都城兴庆府第二十章  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首都　南下，南下：宋高宗心头的情结　锁
定临安：南宋天子永别中原　后庭玉树：临安第二十一章  马背驮出几首都：元朝研究　草原之都：
和林　元上都：开平　元大都·北京·汗八里城第二十二章  日月洪业：明朝国都的定迁　风雨含珠
：元末农民起义军的“国都”　朱元璋的“天命”：国都龙脉应安在　南下，北上：“燕王”的迁都
　陪都南京和兴都安陆　李白成进京与崇祯南迁之议　南明：昙花“国都”第二十三章  六迁其都：
清朝都城录　肇基之地：佛阿拉城　天眷兴京：赫图阿拉　临时国都：界凡·萨尔浒　后金东京：辽
阳　后金盛京：沈阳　清陪都：盛京　定鼎之都：北京　政治浪漫主义：清末的迁都风波　清朝迁都
的“三律”第二十四章  历史一瞬：太平天国定都天京　进据中原，还是专意金陵第二十五章  民国变
迁：首都春秋风雨　南京：孙中山心目中的首都　孙袁定都之争：北上还是南下，共和还是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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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928年的北京：封建军阀与政治混战　北伐与定都武汉　二定南京：有名无实的首都　民
国首都的北行与西上　还都南京：“王气”在哪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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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序章 首都中国：历史动脉的主体流向与国都迁移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谜，它有很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它
有很多世界上最有特色的发明、制度和文化。
中华民族尽管是世界上最为安土恋乡的民族，但中国却是世界上迁都最频繁的国家；尽管中国有世界
上最严格、最完整的定都论纲与原则，但它却是世界上曾经有过国都最多的国家。
这看起来相当矛盾。
其实，走进历史，抓住中国首都变迁的规律，就会解开这一团迷雾。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都城型的国家，一切围绕首都来展开和建构。
这里，我们称为首都中国。
其实，“中国”二字的本意就是“国都”、“京师”。
“国”字，原意是指城、邑。
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之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步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与城市
，城里为国。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就称之为诸侯。
但不论是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一律都是国。
那么，怎么区分天子国与诸侯国呢？
由于天子居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与枢纽地位，于是被称为“中国”。
显然，“中国”就是指“京师”，指“首都”。
《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还有“惠此京师，以绥四国”
的诗句。
“中国”就是“首都”，“首都”便是“中国”。
当然，“首都中国”这是一般的字面上的含义。
不过，单从这一字面上的含义来看，“中国”与首都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首都中国”还有它更深的内涵。
“首都中国”有它特殊的含义：(1)中国的一切是围绕首都来展开和构建的，首都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都的命运往往就是王朝的命运，首都衰败、覆灭了，王朝也就衰败、覆灭了。
(2)首都的政治制度、文化状况等的面貌就是中国的面貌。
首都的政治体系往往就是中国的政治体系，首都的文化则往往便是中国文化的缩影。
每一个首都基本上都是一个王朝的浓缩。
从首都可以窥见王朝的历史背影。
(3)中国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首都的历史整合而构成的。
围绕着首都的迁变、发展，中国历史上演着一幕幕生动的活剧，中国的历史便由此而展开。
(4)中华文明跟着国都移动的脚步不断从西向东，从北向南，从南再向北。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

后记

历史，总是不停地走向它的正确归宿。
命运的天平，时时纠正人类前进上的偏差。
当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南湖诞生时，中国历史便坚定地迈向了它的必由之路。
在这条路上，瑞金做过苏维埃政权的临时首都，延安做过边区政府的“首府”，最后，百川向东流，
万民归北京，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此后几年中，红军利用“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扩大红色区域，发展工农
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正式红军已有约10万人，开辟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
红色风暴席卷了半个中国。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瑞金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圣地。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
这个宪法大纲规定了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
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下解放出来
为目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地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
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
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既有自己的宪法，也有自己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更有自己
的组织体系和运行规则。
这个红色革命政权的“国都”存在了将近3年，即从1931年11月7日起，到1934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撤离
中央苏区的命令之日止。
从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革命政权就被驮在了马背上，系在了红军的双脚上。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从11月起，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在这里驻了半年。
瓦窑堡一时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1936年6月25日，中央机关先头部队到达保安，7月初，中共中央转移至保安。
在陕北有一条延河，一条深沉的河。
她从安塞的深谷大山中走出来，沿途汇集了众多的山溪涧流岩泉，浩浩荡荡向东南奔流，最后归入黄
河，加入到震撼中华大地的“黄河大合唱”中。
就在延河奔向黄河的拐弯处，坐落着一个驰名中外的重镇——延安。
在过去，她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肤施。
这里地处交通要冲，扼据“秦地锁钥”，秦朝大将蒙恬征匈奴，汉武帝讨朔方，卫青、霍去病、李广
击匈奴，韩琦、范仲淹御西夏，均在此屯兵马，操习武艺，以此为出师的起点和桥头堡，以此作为后
勤供应基地，以此作为进退转换的驿站。
北宋名臣范仲淹1040年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即延安)，抗击西夏。
在这里，他写下了慷慨雄放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正是靠着延州的特殊位置，北宋扼制住了西夏的进击。
900年后，1937年1月，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从保安迁到延安，延安随之成了中国的第二个革命圣地，
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
延安，中国革命的又一个“红都”，它持续的时间达11年之久。
1947～1948年，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随后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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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
北京，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
北京，曾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它背靠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北
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
北京，曾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全国各
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在此碰撞、融会。
北京，有北京的优势。
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
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北京，从此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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