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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内容概要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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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
祖籍山东恩县，1911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毕业，获人文学学士
学位。1937年开始研究生学习，1940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
1946年夏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师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德贝尔教授，曾任留英中国学生会
副主席。194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燕京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又兼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和北京
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文革”期间被停职审查
，又到江西鲤鱼洲劳动两年。1978年恢复教学工作，兼地理系主任至1983年。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沙漠分会名誉会长，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地理丛
书》主编。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
协会顾问，是第三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
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作出了贡献
，最重要的成果已反映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经过实地考察，揭示了大西北部分地区
近两千年来的沙漠化过程及其主要成因规律，为沙漠化的防治提供了论据。
主要著作有《天津聚落之起源》《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的北京城》《步芳集》。主编
有《北京历史地图集》。与人合著的《北京史话》获中国历史学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授予的“爱
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状”，论文《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科研成
果”，《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两个基本原则》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10月，获
得1999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12月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
，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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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太好了！
2、和《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一书相比很多地方大同小异，但是这本要更详尽更全面一些。想了解
北京城市发展和历史地理沿革的话直接看这本就好。
3、我得花一个晚上读完这本销魂的书，明儿好忐忑的去参加闭卷考试。2010-11-22
4、人总应该了解一下自己所在的城市，当然如果它是你的故乡最好，只可惜于我而言不是。
5、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全面论述，资料丰富，可读性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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