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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夏千年古都书系》

前言

中国古代的都城，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古代人文荟萃之地，四方文
化融汇之所；中国文化的万千气象，便是在这些古都中展现出来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
古代都城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缩影。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建城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的古都
，自然就成为人们洞窥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因而吸引着无数的游人纷至沓来，领略
其风采。    中国古代都城，是在城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历史上和语言文字中，最初
的“城”和“市”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所谓“城”，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获取和维护政治、军事
权力而建造起来的设施：而“市”乃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一般而言，“城”的出现比“市”要早，“
城市”一词的使用，是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市”逐渐与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相互渗透融
合的结果。史学家们一般把夏代中晚朝至西周视为中国古代城市（确切地说是古代都城）的形成与发
展时期。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城市的行政地位不同，因而它们的等级也有区别：按行政级别可
分为都城、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各级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大体有一定的规定，而且，城市的规
模和布局一般也取决于它们的行政级别。所有城市中，地位最高的是都城，因为它们是一国之都。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由于王朝更迭，列国递变，因而出现过许多都城。据《水经注》记载，在北魏
以前，中国就有180多个都城，加上北魏以后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大约有200多个，这在世
界上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比肩的。在这些古都中，最著名的便是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
、杭州。它们号称中国六大古都，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第一流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六大古都是中华
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精华和瑰宝，它们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史，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和缩影，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的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是具有悠久
历史传统的。当西方城市科学尚处于粗放阶段，我国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
富有华夏文化特色的城市规划体系（其中包括城市规划理论、建设体制、规划制度及规划方法。随着
社会的演进，这套体系传统不断得到革新与发展。因此，历代名城辈出，特别是汉唐“长安”与“洛
阳”、宋“东京”与“临安”、元“大都”与明“南京”等，都是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城市）。其
规划之先进，城市之宏伟，影响之深远，一直为世人所称颂。从不同时代的一些外国人士的记述中可
窥知一二。例如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认为杭州（南宋临安）城市之庄严秀丽，堪为世界之冠。
这些古代都城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并未随着古代政权的消亡而悄然而止，而是
以其旧有的文化与新的文化相融通，不断向前发展，丰富着新的中华文明，使千年古都焕发出蓬勃的
生机与活力。    近年来，对中国古都的研究方兴未艾。人们认识到，要想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
首先就应该搞清中国古都的历史，特别是这六大古都的历史。同时，不清楚这些古都形成与演变的规
律，也就不可能为这些已成为现代大城市的古都提出有价值的管理规划。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华中师
范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的教师共同研讨、合作撰写了这套“华夏千年古都书系”。这套书系共分六册
，北京、杭州、开封、洛阳、南京、西安各一册，共百余万言。每册又分为上、下编。上编对每个古
都的历史沿革进行简略的介绍，为读者提供了古都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从而展示了一幅中国历史沧
桑变迁的图景；下编则以现存历史文化景点为依托，着重介绍每个都市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其
中既有真实的历史记载，也有许多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轶闻趣话和优美的故事传说，展现出古都丰富浓
烈的人文景观和生活情调。    我们这套“书系”最突出的特点是融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于一炉，
处处凸现千年古都旅游的人文意蕴，从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国各朝的历史文化知识，包括：改朝换代
的兴衰荣辱，贤愚忠奸的各色人物，风光宜人的风景名胜，以及价值连城的出土文物。此外，还能领
略作者作为历史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专家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最后，更难
得的是作者文笔精练，叙轶闻趣事而出以幽默之意，使整个阅读过程绝无枯燥之感。所以，这套书不
仅是一部古都的历史，也是古都名胜古迹、轶闻趣事的动人画卷，同时亦是一本可资导游古都的书籍
。    本书系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历史与旅游文化教学与研究的教授为了写好这套书，大家多次在一
起相互切磋，精诚团结，使这套书得如期高质量地完稿。这套书虽然由我和雷学华教授共同主编，但
主要贡献却是各位编著者作出的。同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车老师也竭尽全力支持这套丛
书，他们精心组织、编排，使这套丛书增色不少。    中国历史悠久，国土广袤，山川秀美，文化遗产
丰厚，这些都是值得开发的旅游资源。我们希望这套“华夏千年古都书系”能为中国蓬勃发展的旅游
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使每一个炎黄子孙更加热爱我们的古都，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姚伟钧   
2011年初春于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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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邓辉编著的《北京》分为上、下编、上编用丰富的史料对北京的兴起和发展变化进行了翔实的介绍，
生动地展示了一幅中国历史沧桑的图景；下编则以现存历史文化景点为依托，讲述着北京的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和优美的故事传说，描摹出北京丰富浓郁的人文景观和生活情调。
    《北京》最突出的特点是融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于一炉，处处凸现千年古都旅游的人文意蕴，
从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国各朝的历史文化知识，包括：改朝换代的兴衰荣辱，贤愚忠奸的各色人物，
风光宜人的风景名胜，以及价值连城的出土文物。此外，还能领略作者作为历史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专
家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最后，更难得的是作者文笔精练，叙轶闻趣事而
出以幽默之意，使整个阅读过程绝无枯燥之感。所以，本书不仅是一部古都的历史，也是古都名胜古
迹、轶闻趣事的动人画卷，同时亦是一本可资导游古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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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霜雪雨大舞台    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的心脏，有一个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广场，它就是世界上
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是人们喜爱和敬仰的地方，因为它展示着中华民族
悠久的历史，也寄寓着中华民族灿烂的前程。    明清时代的天安门广场，是皇城正门前的广场，其平
面呈“T”字形，说得更准确一些，像一个倒写的“凸”字。明初，为了突出帝王的威严，加强九重
天子的神秘气氛，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加筑了红墙，从而把“T”字形的宫廷广场完全封闭了起
来。然后在东、西两翼及南端凸出的一面，各开一门。东曰长安左门，西曰长安右门，这二门分别在
现在的东、西长安街上。正南门叫“大明门”，清代更名为“大清门”，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华门”
，现已拆除，位置在正阳门和天安门之间。那时的广场是一块禁地，虽然东、西、南三面都开了门，
但普通老百姓是绝对不允许走进一步的，即使探头张望也会犯下“私窥宫门”的大罪，文武百官到了
门前，也必须下马步行。所以那时人们要从东城去西城，就不得不绕道大明门以南或者地安门以北，
来往极不方便。    为了进一步突出中央集权，明、清两代还按照“左文右武”的规制，把中央王朝的
主要衙门对称地安排在广场的东、西红墙外侧。东边设有礼部、户部、吏部、宗人府、工部、钦天监
等，多为主管国民生计的衙门；西边，明代设有指挥军事的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以及特务机
关锦衣卫，清代则改设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多为军事和司法审判机关。东、西以广场相隔，生
死大异，景象全非。东面有有钱有势的户部和吏部，西边则有掌管生死大权的刑部和都察院；再加上
“秋审’和“朝审”的犯人都要从西边的长安右门提押进广场，个个悲伤哭泣，犹身入虎口；而东边
，新中的进士们则从长安左门出去，前往顺天府（北京地方政府）庆宴，个个笑逐颜开，犹鱼跃龙门
。因此，北京人常常用俗语“东边掌生，西边掌死”来描绘这官署林立、府部对列的森严广场，同时
把长安右门称为“虎门”，而把长安左门叫做“龙门”。    进入20世纪以来，原本沉寂无声、严威冷
落的天安门广场则成了各种势力竞相导演历史剧幕的大舞台，目睹了许多历史变故。    1900年，八国
联军攻人北京，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侵略军牧马屯兵、耀武扬威的场所，千步廊和正阳门均被焚
毁。《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回到北京，草草修复了遭受凌辱的天安门广场，却已无力恢复其旧
貌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
封建专制制度，第一次宣布天安门广场解禁，允许人们自由往来。    1919年，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首先爆发在天安门广场。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
案”在上海发生后，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天安门广场立即变成了爱国群众演讲和示威
的中心。    1926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入侵我国，北京人民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民大
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但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血腥镇压，这就是震撼全国的“三一八
惨案”。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以这一渗案为背景的。    1935年12月9日，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京的爱国学生再次拥向天安门广场，举行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手无寸铁的学生群众与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进行了英
勇的斗争，用他们的爱国行为点燃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熊熊烈火。这就是永载史册、光照千秋的“
一二·九”运动。    1947年5月20日，北京爱国学生再次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
反迫害”的示威游行，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和平、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天安门广场才真正成了人民的广场，许多大型的庆祝活动和隆重的欢迎仪式都在这里举行；许多来京
的中外人士都要在这里驻足、参观，他们把游览天安门广场当成人生的一种幸福和非常自豪的事情。
每当节日来临，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花团锦簇，彩旗高扬，游人如织，整个广场变成了灯和花的海
洋，洋溢着欢乐而祥和的浓烈气氛。    P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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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辽金元明清五朝帝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这就是——古
都北京！    邓辉编著的《北京》是一本可资导游古都的书籍。这里展示的不仅是北京发展变迁的历史
，也是北京名胜古迹、轶闻趣事的动人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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