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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魏公村何以称为“新疆街”？
西疆的维吾尔人为什么会先于改革开放来到并选择定居这里，它有无历史的源头？
现今此地的族群活动中有哪些历史的身影？
它的形成与今天的高梁河有何系连？
与元大都的构建有何关系？
明代有何变化？
后来何以衰微？
当初的族群是穆斯林吗？
其信仰活动如何？
由何变迁？
“魏公”何人？
魏公庙何焉？
自明、清、民国至今，不少学者关注北京的魏公村，或记载魏公村名址，即明清时有维吾尔先人在此
居而得村名，然佐证寥寥，仅个别学者考证元时此族群大都家族陵园。
本书考证了京城维吾尔人群落，由最先在莲花池金中都出现，随元大都依高梁河水形成、鼎盛，又因
明都城址南移而萧落，清季傍长河继存、同时东南向移居，融人当地汉、满、回族中，民国进一步南
向移寓，以及后来回归魏公村的历史变迁脉络。
表明，族属与其信仰是可跨越的。
从政治人类学和城市空间史角度，解析其成因与政治中心迁移、建构的关系。
认为正是元大都因莲花池水系之限，由金中都北移和大批畏兀儿人人仕为僚，构成御敕畏兀儿人家族
陵园为中心的魏公村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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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史的角度，考证了北京魏公村及其历史主体由金、元、明、清、民国迄今，
随都城政治中心空间位置转移之形成、变迁、复归及其社会生活。
认为族群与其信仰是可跨越的。
    基于蒙元的怯薛（宿卫）出仕与荫叙制度作为参与创元的畏兀儿人仕官入朝、充任重臣的文化机制
和政治空间，认为家族、宗族制度，不仅仅是汉人社会的文化根基或核心，而且是其他族体具有的深
层依托和信任链，因而亦成为其扩展的内因和方式。
它是社会交往结构的圈层格局解说。
    诠释了族群社区的自我重构与政治空间构建的关系，提出族体的空间过程和记忆资本与其历史地位
和政治信任系结。
同时认为，即使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所在的京城——国族文化建构的中心地，亦存在多位异元或同一
性之外的边缘文化。
主张族属研究应注重族体自身的历史认同，对于族体的建构行为，非赞同纯粹注视社会竞争资本的功
利目的，而关切族性之源因。
弥补了以往京城该群落的研究，以及官方民族史和中心与边缘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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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每个城市的确立，大都有特定的空间和社会历史条件。
自然地理环境是确定都城的主要空间条件。
城市不同于自给自足的生活聚落，而依靠交换和对外联系。
它的诞生本身是由于交换和管理的需要，因而它的本质在于汇聚各方事物而联络之。
因此，环境位置与交通在其中显得尤为关键和突出。
有城墙的城市，以其精选的城址、同当地排水系统和水道密切结合，以及宇宙论上有意义的构想和功
能上主要作为自给自足的区域为节点。
水或许是影响城址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它在运输、防卫、给水以及通过灌溉间接地影响粮食供给
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永定河流量有限且不稳定，夏季常洪水暴涨，从而影响到城址都邑在此流域的扩展成长。
另外，城市行政地位高，城内空地和地表水体被辟为园林的可能性也愈大。
这些栖地大部分留给贵族、官员和当地绅士享有。
因而，京师园林颇多。
元大都没有在历史悠久的燕京故城上修葺补建，而觅址北郊至琼华岛一带另兴新城，其原因：一是金
末元初中都城遭到严重破坏，原有的宫殿殆已无存，而北郊则有金、辽两朝湖园离宫；二是燕京城主
要水源莲花池水系，水流细弱，“土泉疏恶”；同时，中都城地处永定河洪冲积扇脊部的南侧，地势
颇低，常受洪水侵胁；而高梁河水系则水量充沛，支流众多；且新址处于永定河洪冲积扇脊部，可免
受洪暴；三是大都城依据《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之规而设计，另辟新址，可无因袭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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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隔十余载，在此敬谢当年提出魏公村考证题目并予以指导的庄孔韶教授。
不能忘却积极提供档案资料的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局、方志办，特别是邱文忠先生；中央民族大学李鸿
宾教授，刘培红老师；补充佐证资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雅森·吾守尔研究员，新疆民族事务委员会周
建华译审，暨南大学马建春博士，京城维吾尔族裔艾海买克·霍迦研究生，居于异国的周虹博士，荣
宝斋杜梅女士；提出质疑使我进一步考证的杨圣敏教授，对于本研究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中国社会科学
院史金波、罗贤佑研究员和扎洛博士，以及数次帮助英文译校的张海洋教授、徐鲁亚教授。
难以忘怀配合访谈和诚挚追忆的北京海淀文人郝世民先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维吾尔族艾力博士，新
疆大学海峰教授，新疆喀什地区行署阿布力孜·玉努斯翻译，新疆师范大学迪力木拉提·奥迈尔教授
，崔延虎教授，阿合买提江老师，新疆博物馆安尼瓦尔先生；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吴素平家人，中央民
族大学李飞女士；海淀区紫竹院派出所李玉忠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先生，魏公村王永海老人
与老伴，王瑞兰老人，李长春老人。
最后致以谢意的是给予调研相助的王晔、雷虹霁、潘守永、田宏亮和张有春博士，给予技术相助的清
华大学邓小咏女士，中国社会出版社尤永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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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魏公村研究》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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