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都北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都北京>>

13位ISBN编号：9787807584667

10位ISBN编号：7807584661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杭州出版社

作者：王岗

页数：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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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都北京>>

前言

受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会的重托，叶万松先生与我来共同主持《中国古都系列丛书》的组织编纂工
作，很高兴。
因为我认为，努力出版本会会员的一些研究成果，是本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一项重要工作。
记得在2008年邯郸的年会上，我和徐吉军同志向叶万松副会长、许成副会长等谈及拟组织编纂一套《
中国古都系列丛书》之设想。
此设想一提出，得到了学会诸领导的鼓励与支持。
今年5月我们在杭州召开了《中国古都系列丛书》编纂工作会议，确定了首批出版的书目，分别为北
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杭州、安阳、郑州、银川、苏州。
更值得兴奋的是，今年8月初大同又列入了我们的出版规划，安排在今年年底前推出。
我希望，而且也相信，随着第一批图书的出版，将极大地推动全国220余座名城古都历史文化的挖掘、
整理与弘扬，开创古都学研究为现代社会建设服务的新局面。
    中国古都学会于1983年成立至今已有27个年头，由我国历史地理学主要创建人史念海先生创办。
我们组织编写出版《中国古都系列丛书》，一是可以告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本会创办人史念海先生
，二是说明我们还是能耐得住寂寞，保持了一种扎实研究的优良学风。
    何为学会？
引用《现代汉语词典》说法，是指由研究某一学科的人组成的学术团体。
而中国古都学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变的过程和现象，还研究发现其规律，为现代城市的改造和建设、
发展提供参考。
这是社会赋予中国古都学会的一项神圣而又光荣的使命。
    《中国古都系列丛书》力求成为研究古都的载体，管理古都的参考，建设古都的保障。
其内容全面，特色鲜明，集学术性、权威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发挥丛书“存史、释义、咨政、育人”
的作用，对传承古都城市的历史文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身为中国古都学研究的践行者，我们很自信。
体会最为深刻的是，我们在丛书规划、编纂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行动、精神’和历史责任感。
    中国古都学会在全国已有27个分会(27个古都城市的团体会员)，有会员600余名。
接纳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还积极吸收各地地方史志、文物考古、文化旅游、园林建筑
、城市规划等部门有志于古都文化的研究者。
中国古都文化已深入到中华文化之核心，凝聚着中华文化之精髓，具有很强的空间辐射力与时间穿透
力。
系统地策划、整理、出版各古都历史文化研究的成就，将独具地域特色的上下几千年的文脉展现出来
，传承下去，就会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又增添许多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地域情节。
这就是本会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贡献。
    要编纂一套贯通古今的古都系列丛书，做到学以致用，惠民于众，要集结文化、学术、考古、出版
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合作，付出艰辛的劳动。
用这种精神担当起“勇于任事”的责任，就可以推进一个古都、一个地区的各项事业，就一定能赢得
该区域历史、文化发展而带来的繁荣与富强。
    中国古都学会面临着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挑战。
发展的实力需要高素质的人和高能量的团队，靠渗透在其中的规则、理念和使命。
这就是今天组织编纂《中国古都系列丛书》的基本意义。
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文化作品出现，来为中国古都学会长远发展提供深厚的推动力量。
是为序。
    徐海荣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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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是当代中国的首都，也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古都名城。
《古都北京》是中国古都系列丛书中的一种，共分为九章，分别从北京城市的变迁、宫殿建筑、城垣
与坊市街道、坛庙与陵寝、寺庙道观与其他宗教建筑、文学艺术、园林风光、关隘与交通，以及风俗
民情等方面，对北京城市发展历程和都城历史文化作了全景式的“鸟瞰”和描绘。

《古都北京》作者王岗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几十年，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多有建树，著述丰厚。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作者在对基本历史史实理性梳理、具象描述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
和独到的见解。
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富矿，作为反映和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一本新著，本书脉络清晰，图文并茂，
文采斐然，对于喜爱中国古都文化和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捧读此书，不啻是一次文化旅游和悦读享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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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岗，1955年生，江苏沭阳人。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古都学
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多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曾参加《北京通史》、《北京历史纲要》、《北京城市发展史》、《北
京城市生活史》等国家及北京市社科重点课题研究工作，主持“北京专史集成”重点课题的研究和丛
书的编撰，目前已经出版《北京政治史》、《北京风俗史》、《北京教育史》、《北京建置沿革史》
、《北京文学史》及《北京宗教史》等六部专著。
另撰写有《中国元代政治史》、《天师与帝师》等专著及学术论文数十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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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朝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起始是成吉思汗(即元太祖)建立蒙古国。
第二个阶段，其起始则是元世祖建立元朝，如果再往前推一些，乃是元世祖即位称帝。
而北京作为都城，特别是营造规模宏大的皇城宫殿，皆是第二个阶段的事情。
因为蒙古统治者和女真统治者一样，都是少数民族领袖，故而他们的都城迁移过程，也有许多相似之
处。
首先，元世祖与金海陵王一样，对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十分崇尚，对儒家的政治学说奉行不悖，以至
遭到了众多蒙古贵族们的严厉反对。
其次，都城的迁移都是从原来的发祥地(北方少数民族活动区域)向中原地区南移，而且都移到了北京
。
再次，在他们迁都之前都发生了政治突变。
金海陵王迁都之前弑杀了金熙宗，而元世祖在迁都之前发生了元宪宗伐宋战争中的突然阵亡，他在战
胜了负责监国的幼弟阿里不哥之后，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第一个阶段，元太祖铁木真在攻占金中都城之后，还没有把中原地区作为其活动的中心地带，故
而也就没有把这里作为其统治中心的都城。
他在军事上仍然处于东征西讨的流动状态。
直到元太宗窝阔台即位之后，才开始在大草原上建立蒙古国的第一个统治中心和林城。
而这时的中原地区，在蒙古国中所占有的位置还不甚重要。
从前在金朝作为半壁河山统治中心的中都城也只不过是燕京行省的治所，由蒙古统治者派遣的断事官
们在这里主持军政事务。
在这个时期，蒙古国经营的重点乃是西域地区，从元太祖的西征到西域各个汗国的建立，都证明了这
一点。
    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中原地区在蒙古国中所占有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负责主持中原
地区政务的忽必烈在从政的磨练过程中很快就体会到了儒家政治学说在治理国家时所能够发挥的巨大
作用，于是开始重用汉族谋臣刘秉忠等人，首先为自己在漠南草原上营建了一座藩府——开平府，并
且在与其胞弟阿里不哥争夺皇权时将其定为都城(后称上都)。
然后，又在燕京城东北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也就是大都城。
大都城与上都城的并立，是元朝统治中心的一大特色，类似于汉唐时期的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却又
有所不同。
    在第二个阶段，两都制度确立之初，上都城是政治中心，而大都城处于辅助的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城逐渐取代上都城而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元世祖忽必烈在营建大都城的同时，又调兵遣将，不断向南宋发动进攻，以图一统天下。
经过连年征战，元朝军队以襄樊为突破口，跨过了长江天堑，随即沿江东进，迅速攻占南宋都城临安(
今浙江杭州)，随后又逐步消灭了南宋的残余抵抗势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由于临安城政治地位的下降，也就使得元大都城成为了全国唯一的统治中心。
    元大都城统治中心的确立，在中国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首先，它改变了自先秦至汉唐时期形成的以东西二京为主体的政治格局，而把全国的政治重心转移到
了北京，从而解决了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分离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使得全国的大规模军事动乱不再发生。
其次，它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所设置的都城。
在元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过都城，但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却始终都
没有能够统一天下，最多也不过是半壁江山，而元大都则成为了全国的政治中心。
    在大都城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近百年时期中，这里发生了许多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两都之
战”。
由于元朝统治者没有处理好皇位的继承关系，故而自元太祖铁木真死后，皇室贵族之间的残酷斗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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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停止过，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曾经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却未能如愿。
及忽必烈死后，皇室贵族之间的斗争再度频发，最终导致了“两都之战”。
泰定五年(1328年)夏天，元泰定帝病死在上都城，丞相倒剌沙扶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继承皇位，而
留守大都城的大臣燕铁木儿等人却将元仁宗之子图帖睦尔迎到大都，扶立为帝。
于是，分为两派的蒙古贵族在大都与上都之间展开激战，最后占据大都城的一派获胜，图帖睦尔夺得
皇权，史称元文宗。
“两都之战”不仅对大都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元朝统治者自身的统治
能力。
    元文宗死后，元朝开始进人没落阶段，皇室贵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消失，反而使得地方军阀势
力逐渐参与到宫廷斗争中来，再加上宦官专权，干扰朝政，又遇到几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终于导致
全国农民起义频频爆发，此起彼伏，反元力量越来越壮大，元朝的腐败统治遂被推翻。
朱元璋领导的大明军一举攻占大都城，拆毁了元朝的宫殿，撤除了大部分官僚衙署，取消了大都城作
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改称其为北平府。
元明之际改朝换代的政治动荡，使北京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场浩劫，又回复了北方军事重镇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定都在南京，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朱元璋采取分封诸子到各地为藩王的办法
，而被分封到北平府的则是燕王朱棣。
及朱元璋死后，即位的建文帝为了削弱诸位皇叔的权力，开始罗织罪名，把诸藩王一个个处置，使得
诸位皇叔或是被削去藩王的名号，失掉优厚的待遇，或是惶惶不可终日。
燕王朱棣不久也受到“削藩”的威胁，不得不起兵反抗，在手下谋臣姚广孝等人的辅助下，他打着“
清君侧”的旗号，杀死了建文帝派到北平府的亲信，率军攻向南京，史称“靖难之役”。
这场皇叔侄帝之间的战争是以朱棣攻占南京、建文帝失踪而告结束，燕王朱棣随即称帝，史称明成祖(
又称明太宗)。
    这场明朝初年的内战，不仅改变了整个明朝的发展进程，也改变了北京的历史进程。
明成祖在夺得皇权之后的一项重大决策，就是把北平府改为北京，重新确立了其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
地位。
显然，明太祖定鼎南京，是受到当时政治局势发展的巨大影响而采取的决策，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当全国统一之后，南京作为政治中心，与北平府作为军事重心而相互分离，最终导致了“靖难
之役”。
明成祖定鼎北京，就是为了将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又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了二者分离所带来的政治上
的不安定因素。
对于这一点，明成祖看得很清楚，故而在遭到绝大多数臣僚激烈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这一决策。
    为了贯彻定鼎北京的决策，明成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在北京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其规
模超过了南京的宫殿。
其次，是在北京营建皇家陵寝，为死后“定居”北京做准备。
再次，几度统帅大军亲征漠北，以消除元朝残余势力的军事威胁。
由于这一系列措施的落实，为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及明成祖死后，明仁宗和明宣宗皆曾经想把首都迁回南京，直到明英宗即位后，才最终确立了北京的
首都地位。
    有明一代，对北京城市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除了明成祖之外，当属明世宗。
这时北方的游牧部落对中原王朝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确保北京城的安全，加强其防御功能，明世宗
决定扩建北京城。
扩建工程是从南面开始的，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十分巨大的，工程只进行了一部分，就不得不停止了
，遂使一座长方型的城市变成了“凸”字型。
明世宗对北京城市产生影响的另一项举措是对皇家坛庙的重新设置。
在明成祖营建北京城时，只设置了天坛，作为帝王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等神灵的场所。
明世宗则又增设了地坛、日坛、月坛等坛庙，并且对太庙的型制也加以改造。
    明代末年，中原各地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东北地区的满族统治者开始崛起并频繁向关内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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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双重打击之下，明朝的统治迅速崩溃。
而在这种政治局势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北京成为各方面争夺的首要目标。
李白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捷足先登，攻占了北京城，迫使崇祯皇帝在景山自尽。
然后是清军攻进山海关，并且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北京城。
李自成在逃离北京时，焚毁了明朝的皇宫，给北京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而清朝统治者在攻占北京城之后，很快就决定把这里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并且逐步修复了诸多宫殿
、衙署等建筑。
    清朝统治者对北京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的举措就是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
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清朝统治者把原来居住在北京城里的民众全都赶到南城，然后把八旗军队与其
家属迁人城里，使得整个北京城变成了一座大兵营。
这个举措是以往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没有采用过的。
虽然给原来住在城里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却无形之中促进了北京南城的发展，扩大了城市居民
的活动范围。
现在北京核心区域的定型，大致就是在明清时期。
    在清代的北京城里，最有特色的就是王府的建造。
清朝统治者也采用前此历代统治者大多实行的“分封制”，但是，与前代不同的是，前此的统治者往
往把分封的藩王派到各地去定居，以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而清朝统治者分封的藩王们却不到外地去，而是定居在北京城里，于是，在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之间
，就增添了许多王府，也就是“超级”四合院。
当然，在明代的北京城里就有一些王府，但都是异姓王侯的府邸，虽然也很豪华，但是与清代的王府
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与王府一样，清代北京城里的会馆林立成为了另一道亮丽的都市景观。
北京的会馆也是始创于明代，当时只不过是一些同乡旅社。
到了清代，会馆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除了仍有旅社的作用之外，开展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有些是日常的娱乐活动，而有些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政治活动。
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集团中，同乡关系乃是一种重要的维系方式，故而具有鲜明同乡特色的会馆也
就成了小范围群体政治活动的理想场所。
这种同乡关系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种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关系。
P21-25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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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