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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三千年，建都八百载，多少鲜为人知的政界往事曾在此风水宝地轮番上演？
玄机重重的文化谜团，伴随着帝王显贵长眠地下，至今还有多少未曾揭开神秘面纱？
无奇不有的民间传说，皇城特色的平民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散发出独具特色的风韵⋯⋯《图
说北京三千年》以生动的文字，精美的图片，不可或缺的地图及富有创意的绘画，将千年古都的质朴
典雅与绝代风华，大气磅礴的展现在您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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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忠雨，男，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从事媒体工作，有多年的图书策划与编辑经验。
代表作品有《皇权中的女人》（西苑出版社出版）、《细说宋朝十八帝》（笔名诸葛文，京华出版社
出版）、《历史密码：揭秘历代悬案疑案》、《历史密码2：解读十大历史另类面孔》等，在业界颇
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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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集喜剧特征与幽默元素于一身杂耍：老天桥艺人各有绝活儿鼓书：流行于北京的说唱文学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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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谜团北京面人：土生土长的北京民间工艺北京宫灯：久负盛名的木雕工艺品老北京的遗存胡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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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民巷：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菜市口胡同：在此居住名人最多的胡同门框胡同：有名的风味小吃一
条街西什库胡同：明代储藏宫廷用品的仓库后圆恩寺胡同：茅盾故居与蒋介石行辕菊儿胡同：震动国
际建筑界的文化路标钱市胡同：北京最狭窄的胡同百花深处：名称最雅致的胡同九湾胡同：北京弯道
最多的胡同老北京的传统饮食字号烤肉宛：年久誉不衰的风味烤肉餐馆烤肉季：银锭桥畔烤肉季，天
香韵味满京华便宜坊：拥有年历史的焖炉烤鸭老店全聚德：一炉百年的火，铸成了“全聚德”柳泉居
：奸相严嵩题匾的最古老饭馆都一处：都城老铺烧麦王，一块黄匾赐辉煌砂锅居：名震京都三百载，
味压华北白肉香白魁清真老号：至今名噪京城的清真饭庄南恒顺：别称“一条龙”的古老涮肉馆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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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故宫：体味皇家森严风范颐和园：皇家御用避暑胜地天坛：规模最大的坛庙建筑群八达岭长城：守
卫北京的军事要塞天安门：追忆伟人挥手的岁月王府井步行街：中华老字号汇集地明十三陵：祭奠沉
睡地下的皇魂圆明园：耻辱者的墓志铭周口店猿人遗址：寻找那颗头盖骨后海?四合院：寻找京味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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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的座现代建筑鸟巢：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水立方：蓝色的世界国家大剧院：华丽梦幻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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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北京，作为我国的六朝古都，在古老而富有韵味之
中又掺杂了现代都市繁华的庞大城区，向东南方铺展的广阔平原，加之逶迤蜿蜒、镇守城区西北的太
行山脉和燕山山脉，成就了北京独特的魅力。
在这里，园林遗迹，古刹皇陵，给北京城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而纵贯京城南北的双龙布局，则给
皇家古城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重兵把守，高墙围起的紫禁城，里面蕴藏了多少未解之谜？
曾经的燕京八景，如今是否还曾留着那迤逦的景色？
古老的北京城，本身就是一部充满未知与神秘的画卷。
　　繁华有因：“漂”来的北京　　如果你是位细心的人的话，就会很容易听到老北京人们常说的一
句话：“北京城是漂来的。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当时产自南方的大米、丝绸、茶叶、水果等基本物质资料正是经由大运河“漂
过来”的，使得京城百姓的正常生活得到了保障和丰富。
但是知道那流光溢彩、庄严肃穆的故宫，那建筑精致宏伟的天坛，那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所有这些
都与大运河有密切关联的人却不一定很多。
无论人们知道与否，京杭大运河却是一直默默地输送着建设京城所必需的金砖、楠木等物料，孕育着
众多的名城古镇，为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所以，即使有专家进一步强调说：“整个北京城都是从运河上漂过来的”，也没有多少夸大成份。
　　但是，对于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京杭大运河，历史学家们却提及甚少，甚至有些忽视。
谁曾想，当年京城的繁华与权贵生活的安适正是出自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输送之功？
所以，说京杭大运河是北京养家糊口的母亲，一点也不为过。
　　即使在新时代的今天，不像长城因随着防御功能的减退而早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人们
却一直深受着大运河的恩泽，它仍是一笔仍发挥着功用的珍贵遗产，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依旧与它有
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大运河的重要功用与地位反倒熟视无睹了。
　　这条世界上开凿最早、全长约1800公里的河流，恰似一条绵长而又柔和的玉带，它一头系着北京
，一头又连接着杭州，就这样蜿蜒流淌了千百年。
时光飞逝，风云变幻，唯有它贯穿南北，横亘古今，激荡着中华民族的勇敢和智慧，目睹了运河周围
发生的故事，如一首生生不息的民族赞歌。
直到今天，河上川流不息的船队仍然点缀、见证着运河的生命力。
　　人们常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从大运河对北京城的重要性来说，也完全可以这样
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
　　虎踞龙盘：棋盘结构的北京城　　自从元朝定都大都以来，北京便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并一直
延续到明、清两代，而明清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它是中国六大古都中唯一继
承首都地位的城市。
在封建时代，它不仅是皇权至上的象征，而且也是对外交流的形象代表，所以皇家会倾举国之建筑精
英与财力物力来建造它，北京很自然地便荟萃了我国都城建设之精华，以至使其呈现出都城建筑构造
之典型格局与恢弘气势。
　　从整体构造来说，我国历代的都城建设多以《周礼?考工记》为指导思想，所以大都体现出布局整
齐划一的典型特点，北京城尤其明显。
众所周知，明朝北京城计有36坊，其中，内城有28坊，外城8坊，而坊内外棋盘式的道路网络就是北京
城交通体系的整体格局，虽然有个别的地方因为自然条件的局限或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形成了一些斜街
。
　　具体来说，内外城的街道格局，以通向各个城门的街道最宽，为全城的主干道，多数呈东西、南
北向，斜街较少，但内、外城也有差别。
外城先形成市区，后筑城墙，街巷密集，许多街道都不端直。
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街，也多以城门命名，如崇文门大街、长安大街、德胜门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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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各条大街分割的区域，又有许多街巷，根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统计，北京内、外城及附近
郊区，共有街巷1264条左右，其中胡同457条左右。
比较而言，以正阳门里、皇城两边的中城地区街巷最为密集，达300余条。
这是由于中城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全城的中部，又接近皇城和紫禁城，人口自然稠密。
　　所谓的“坊”乃是对居民区的称呼，就如同现在的××小区，坊下称铺，或称牌。
居民住宅就是典型的四合院。
尽管清代北京的坊、街、巷、胡同多有变迁和易名，但大体上仍然沿袭明代的规模。
北京的市场沿街道布设，但形成几个主要的市场区。
明初的市主要集中在皇城四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钟鼓楼，以及朝阳、安定、西直、阜成、宣武
门附近。
明初为了招商，在上述城门附近修建了民房、店房，称作“廊房”。
　　由于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明北京的，所以保存到今天，有幸成为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
王朝保存下来的唯一都城，从而也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突出的都城范例。
在北京城内分布的紫禁城宫殿、太庙、天坛等都是现存最完整最宏伟的古建筑群，也是表现院落式布
局的最杰出的代表。
　　其次是中轴线纵贯全城。
关于中轴线的观念，起源于中国人早有的对称概念，以及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思想，
这也为都城的整齐划一提供了条件。
不仅元明清的北京城，即便是隋唐的长安城、北宋的开封城，中轴线都伸延得很长，把全城一分为二
，使其呈左右对称的布局。
如果有机会能够俯瞰全北京城，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在地面上有一条长7公里的南北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用来设计整个北京城的城市格局的，最明显的是，紫
禁城内象征皇权的前后六大殿也都在这条中轴线上。
皇城、宫城则在城内中轴线上稍偏南的部位。
中轴线穿过皇城、宫城的正门、主殿以后，顺着皇城墙向北，钟鼓楼成为了终点。
　　再次是宫殿为主体结构。
皇宫占据全城的要害部位，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而且有宫城相护卫，使皇宫成为全城的主体。
宫城不仅与居民区分离，而且宫城的布局也以正殿为主体南北伸延或向四面展开，井井有序。
具体地说，宫城（即紫禁城），也就是今天北京的故宫，位于内城中部偏南地区，为南北向的长方形
。
宫城之外便是皇城，皇城之内东部为宫城，西部为西苑（元为西御苑），中部为太掖池（即元太液池
，增开南海）。
　　最后是宫殿建筑高台化。
中国都城的宫殿一般都修建在了高台之上，除了有防潮目的的考虑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占据制高点，
维护皇宫的安全和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
不仅元明清的宫殿人为地建造在了高台之上，汉、唐长安城的宫殿也建在了龙首原上，这便是宫殿建
筑高台化的鲜明体现。
　　总而言之，由于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所以其建筑特点还是保持了元
代城池的典型特点。
当然，也不仅仅止于此，明代还重建了宫城和皇城，后又修筑了外城，但仅仅筑成南侧一面。
至此，北京城的基本轮廓已经构成，即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从总体布局上来看，整个北京城呈
现棋盘结构的奇观，其建构之精巧可谓鬼斧神工。
　　缺憾之惑：北京古城墙缺个角　　北京，从作为辽的陪都算起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北
京的古城墙在风雨中也度过了几百年的时光，这些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以至民国的古
城墙，经历了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岁月沧桑，像一株参天古树终于倒在了新时期的光泽里，只留下了
一些断壁残垣。
从历史文献来看，作为辽时的南京、金时的中都，以及元代的大都，其城垣建筑在当时都是甚为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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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尤其是元大都城，就是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的原则建造的，其整体结构是略呈长方形的城垣
，南北端正，左右平直，此所谓“城方如印”。
只是到了明代，在改建城垣时使规规整整的大都城改变了模样，略呈方形的内城西北残缺了一角。
在今天，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明显感到南斜30多度，直到西直门立交桥和西二环交接，这个30
多度的斜角就是缺掉的那一部分，西直门路段就像被砍去了一角的方形桌子。
　　为什么古城墙没有西北角？
这是长久遗留下来的、不被普通百姓所熟知的一个重大谜团。
专家、学者纷纷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去探索谜团的答案，但是其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个谜虽有不同的阐释，但正是这些不同的阐释反而又为这个谜团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与色彩。
　　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作出这样的解释，当初城墙是按矩形设计
的，工程设计师们千方百计地想把矩形图案的对角线交在故宫的金銮殿上，以表示皇帝至高无上的中
心地位。
但由于一些技术原因，最终还是偏离了金銮殿。
为了避免杀身之祸，他们只好去掉一角，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所缺失的西北角。
当然，也有些人并不认同侯先生的解释，而是提到了一个民间流传已久的传说。
据说明朝建筑北城墙时，西北角一开始修建为直角，但不知何故，屡建屡塌，前后百年间，不知道修
建了多少次，后来出于无奈，最后只好建为斜角。
　　除此之外，社会学家对这一谜团从传统观念上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他们认为我国古代有一种说法
，认为西北方向是个缺口。
如西汉刘安写有《地形训》，认为大地八方有八座大山支撑着天体，其中支撑西北方向的山叫不周山
。
《天文训》讲八方吹来八风，西北方向吹来的风称不周风，东汉班固解释为不周就是不交之意。
按这种解释，西北两个方向不应该互相连接，而应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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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都北京，在一幅幅精美图片、地图、绘画和一段段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文
字解说下，将磅礴的气势、沧桑的风貌以全新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在中国崛起的21世纪，此书的发行，无疑迎合了世人对中国首都——北京了解的需求和关注的渴望。
愿千年名城文化随此书而传遍每一个角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学者 何黎萍　　三千余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丰富的
文物古迹遗存，京味儿十足的市井风情，各具特色的小吃⋯⋯徜徉在城市宽窄不一的胡同中，你能够
深切的感受到悠久的历史文化留在其中的印记；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你可以感觉到现代化的气息
扑面而来。
这就是北京，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北京，也是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北京。
　　——北京市文物局 高志伟　　《图说北京三千年》以翔实的内容、精美的图片，向我们诠释了一
个有着三千年辉煌历史的北京城。
阅读本书，我们可以窥探到帝王后妃的宫闱秘事、也可以领略到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
　　——北京电视台《悦读会》栏目编导 张源　　周封召公姬奭于燕，后燕王迁都于蓟，是为北京首
次建都。
元大都、明清京师，历三代定都近千年，古典王朝的最后辉煌与衰落的悲喜剧，在此上演。
北京的历史，与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始终，见证一个伟大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新京报读书版编辑、学者 张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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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胜迹、民间旧俗,尽显千年古都风华遗韵，紫禁风云、帝国政事,追忆繁华京城过往烟云，古
都探秘寻觅老北京的神秘传说，紫禁风云追忆帝国政界文苑往事，京华遗韵体验皇城根下平民生活，
畅游京城奥运之后北京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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