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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内容概要

1921年，喜仁龙得到民国总统特许，考察了民国政府驻地中南海、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并在溥仪的陪
同下，进入故宫实地勘察和摄影。本书正是这次考察的精华集锦。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原名《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首版于1926年。收录了14幅建筑绘图，300
余张照片。全面展现了紫禁城的城门、角楼、殿宇等建筑的结构与装饰特点，如实记录下了中南海、
北海、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原貌。
下册原名《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首版于1924年。收录了十余万字工程勘察记录，50余幅测绘图，详
细考证了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构造和历史变迁，并附有130余幅极具艺术性和视觉震撼力的照片。这
是现存记录老北京城墙和城门最翔实可靠的文献，更是后世学者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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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玉泉山
249 玉泉山顶玉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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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香山内大砖塔
263 香山上面道路
264 香山前面石阶
265 从香山门内向外观望之景色
266 香山琉璃牌楼
267 香山琉璃牌楼前面的老松树
268 香山女子学校
269 礼王府大门
269 礼王府大门内部
270 礼王府内兰亭书室
270 礼王府内清音斋
271 礼王府银安殿侧面
272 郑王府银安殿
272 郑王府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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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郑王府银安殿内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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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中和殿平面图
298 保和殿平面图
299 乾清门平面图
300 乾清门回廊明细图
301 乾清门屋顶结构明细图
302 乾清宫平面图
303 交泰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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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原序 二
第六卷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308 中国北方城墙城市概述
314 北京旧址古城
322 北京内城墙垣
330 北京内城墙垣内侧壁
351 北京内城墙垣外侧壁
358 北京外城墙垣
367 北京内城城门
399 北京外城城门
第七卷 附录
426 永定门西侧城门与护城河侧景
427 永定门护城河桥上的交通及城外店铺
428 永定门箭楼北面（从城内看箭楼）
429 永定门城楼（城内看门楼）
430 永定门全景（两座城楼及瓮城前景）
431 左安门箭楼与护城河
432 左安门箭楼侧景
433 左安门马道残垣（1922 年 9 月）
434 左安门箭楼北面（城内与内门）
435 右安门有椿树的城楼
436 右安门门外护城河上的芦苇和儿童
437 右安门门外石桥及垂柳
438 右安门箭楼与护城河
439 右安门箭楼南面冬天的驼队
440 右安门城内与箭楼
441 右安门城内与城楼
442 彰义门（广安门）箭楼
443 彰义门（广安门）城内与城楼
444 彰义门（广安门）城楼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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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彰义门（广安门）部分瓮城与城楼
446 彰义门（广安门）城楼与瓮城侧景
447 沙窝门（广渠门）门外的送葬队列
448 沙窝门（广渠门）瓮城内景
449 沙窝门（广渠门）城楼
449 沙窝门（广渠门）瓮城与两座城楼侧景
450 东便门城外东河断流处
450 东便门城外正在休息的驴和牛
451 东便门城外的骆驼
451 东便门城外的桥
452 东便门箭楼门洞
453 东便门城楼
454 西便门门外树荫遮蔽的街道
455 西便门驼队穿过外门道
456 西便门瓮城内的槐树
457 西便门瓮城内的老槐树
458 西便门城楼
459 西便门通向城门的街道
460 德胜门箭楼侧景
461 德胜门瓮城内的真武庙
462 德胜门瓮城中真武庙照壁前的流动理发匠
463 德胜门瓮城前的老椿树
464 德胜门箭楼南面内门道
465 德胜门箭楼及瓮城残垣
466 安定门瓮城中的真武庙
467 安定门部分修复的瓮城城墙
468 安定门箭楼南面瓮城中的真武庙
469 安定门箭楼与护城河
470 安定门城楼与部分前瓮城
471 前门新桥和主街道（从箭楼南望外城）
471 前门关帝庙中的朝拜者
472 前门瓮城内关帝庙大门
473 前门内门道
474 前门城楼南面
475 顺治门（宣武门）箭楼上废弃的旧炮
475 顺治门（宣武门）穿城的街道
476 顺治门（宣武门）城楼及城中心
477 顺治门（宣武门）重修复的城楼
478 哈达门（崇文门）城楼
479 哈达门（崇文门）城楼西面侧景
480 哈达门（崇文门）城楼背面
481 东直门外护城河上的白鸭子
481 东直门箭楼西侧与瓮城台阶
482 东直门箭楼与护城河
483 东直门城楼南面侧景
484 东直门内门道
485 东直门城楼前景
486 东直门南面
486 东直门外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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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齐化门（朝阳门）城楼西面
488 齐化门（朝阳门）城楼侧景
488 西直门门外街道两侧
489 西直门瓮城闸楼和城外店铺
490 西直门外门道
491 西直门箭楼背面及寺庙庭院
492 西直门城楼及瓮城内寺庙
493 西直门城楼侧景
494 西直门城门南面全貌
495 平则门（阜成门）箭楼与瓮城
495 平则门（阜成门）箭楼
496 平则门（阜成门）箭楼南面侧景
497 平则门（阜成门）城楼北端
498 平则门（阜成门）城楼西面
499 平则门（阜成门）箭楼与城楼
500 东便门外城墙
501 东便门旧街道上的送葬队列
501 东便门附近桥梁和水闸
502 外城墙西南角上的城楼
503 外城墙东北角
503 外城墙东侧外景
504 从彰义门（广安门）外堡上看外城墙
505 外城墙南侧内部
506 外城墙东侧内部
507 外城墙东侧内部衰败的部分
508 西南角楼
509 东南角楼
510 外城墙西北角
511 西城墙正在坍塌的部分砖层
512 内城东南角上的城楼
512 东南角上的城楼与内外城交会处
513 西城墙南端
007
514 从平则门（阜成门）看主城墙外景
514 平则门（阜成门）南侧分三部分修复的马道
515 西城墙南部外景
515 西直门附近西城墙内侧
516 北城墙的水道（积水潭）
517 德胜门以西北城墙外景
517 北城墙内侧新旧部分混杂
518 北城墙边休息的骆驼
519 北城墙边吃草的羊
520 齐化门（朝阳门）和东直门间长长的马道
521 东城墙上的一个深洞
522 东直门东城墙
523 东城墙新旧程度不同的部分
523 东城墙保存完好的部分
524 观象台附近的东城墙
525 西南角附近部分修复的南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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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顺治门（宣武门）和前门间的南城墙外景
526 前门和顺治门（宣武门）间的南城墙
527 北城墙中的旧墙
528 外城墙西南角外景
529 西安府鼓楼
529 西安府城墙与西门
530 山东潍县石牌楼
531 北京外城中的街道
531 青州府老商业街
532 西安府城墙西南角
533 青州府北侧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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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西方的角度看看中国
2、有关老北京最详实，最珍贵的图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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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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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笔记-第9页

        太和门建在被雕有龙云纹望柱的汉白玉石栏所围住的汉白玉基座上。有三个阶梯通往汉白玉基座
之上，中间那个阶梯的中央绝大部分都覆盖了一层刻有精美龙凤和祥云浮雕的斜坡。这是专供皇帝上
朝的阶梯，皇帝坐的轿子就是从那个斜坡上被抬上去的，而他的随从则只能走边上两个阶梯的28个台
阶。

2、《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笔记-第19页

        在山顶上有一座大型的宫殿，里外都是绿色的；就这样，小山、树木和宫殿全都组成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大汗打造这道美丽的风景，就是为了使自己看着能够赏心悦目。

3、《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笔记-第29页

        至于圆明园中的宫苑，那简直壮丽美观之极！该园幅员广阔，许多高达50-60英尺的小山丘是用人
工堆起来的，他们被无数条山沟所隔开。从山上流下清澈的小溪，小溪灌溉着这些山谷，小溪一会儿
分叉，一会儿又在好几处汇合，形成喷泉、湖泊和海洋⋯⋯

4、《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笔记-第9页

        太和门在明代被称作皇极门。按照《大清会典事例》的说法，它是在顺治二年改名为太和门的，
并且在光绪十三至十六年间慈禧太后任上进行过重建。重建一定是在严格按照此前建制的情况下进行
的，因为《顺天府志》中对它的描写完全符合它目前的结构。

5、《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笔记-第9页

        太和殿有十根柱子和三个大门；它的前后均有三出陛的阶梯，在汉白玉基座的左右两边也各有一
个阶梯。太和门的重檐很高，而且门前门后都有汉白玉的栏杆围住。门前还有两只铜狮子和四口古老
的铜鼎。

6、《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的笔记-第313页

        清晨的雾气慢慢消散，眼前的环境也渐渐消失，这时，立于城头之上的士兵吹响军号，向街上发
抖的人们宣告，民国十一年的又一个劳碌的日子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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