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平历史地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平历史地理》

13位ISBN编号：9787513537582

10位ISBN编号：7513537585

出版时间：2013-11-1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者：侯仁之

页数：215

译者：邓辉,申雨平,毛怡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北平历史地理》

内容概要

《北平历史地理》是侯仁之1949年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作者在本书中开创性地运用了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强调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析相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对北京
城的兴起和发展变迁史做了详细的考证和精辟的阐释。
《北平历史地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 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无论是在侯仁之个人的
学术发展历程中，还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于今天的城市规划与保护
，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为《北平历史地理》首次译为中文出版。书中含54 幅地图，全部为作者亲手所绘。为呈现地图原
貌，全书采用四色印刷。随书附侯仁之先生手绘《元通惠河图》、手书《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
）。后者为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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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历史地理》

作者简介

侯仁之（1911—2013），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是中国现代历史地
理学的奠基者、开拓者和学术泰斗，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在北京城的起源、发展以及历代水源的开辟方面所作的系统、科学的阐述，为北京的城市发展规划
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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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历史地理》

书籍目录

导言：地形地貌及地理关系
1、北平湾
2、两河之间的土地
3、地理关系
第一部分 边疆之城
第一章 周代的蓟城：燕的国都
1、燕的建立及其扩张
2、蓟城，燕国的都城
3、古代大道与蓟城的兴起
A. 自然地理环境与古代大道发展
B. 平原上早期居民点的分布与古代大道的关系
C．古代大道的进一步发展与蓟城的兴起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蓟城：商业拓展阶段
1、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
2、边疆都会
第三章 隋统一前黑暗时期的蓟及地方水利建设
1．政治地理
2．地方水利建设的开端
第四章 隋唐至契丹占据时期的幽州：在边疆斗争中的关键地位
1．对外扩张时期的军事重镇幽州
2．边疆防御时期的幽州
3．契丹人占领的幽州
第二部分 过渡阶段：形成中的国家中心
第五章 辽南京
1、作为文化交流重镇的幽州
2、陪都南京
第六章 金中都
1、女真人的入侵
2、金中都，旧址上的新城
3、水道
4、漕运
第三部分 王朝都城
第七章 元大都
1、都城新址
2、一座精心规划的城市
A. 皇城
B. 大城
3、人口及其分布
4、全国的中心
第八章 明清两朝的北京
1、皇宫和城市的重建
A. 北京重新成为首都
B. 改建大城
C. 重建皇城
D. 外城城墙的修建
2、皇家园林的兴建
3、人口的增长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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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历史地理》

A. 明代人口的增长
B. 清代人口的增长
C. 人口的分布
4、与漕运相关的水源供应
附录一
北平历史沿革表
附录二
古城研究文献来源
表格Ⅰ 唐幽州城
表格Ⅱ 辽南京城
表格Ⅲ 金中都城
附录三
古城遗址
1．关于古蓟城城址的问题
2. 唐幽州城
3. 辽南京城
4. 金中都城
附录四
北平附近的河道变迁
1. 早期河道（6世纪）
A. 氵纍水（今浑河）
B. 洗马沟
C. 高梁河
2. 浑河（7世纪早期）
3. 浑河（10世纪后期）
4. 浑河（自12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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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历史地理》

精彩短评

1、这是侯仁之先生当年的博士毕业论文，从论文内容看，不觉得侯先生有惊世的才华，但是细密认
真的态度已经有所体现了，尤其是里面的地图全部都是手绘，这一点令人惊叹。 2014.11
2、写得挺不错的，因为上课原因狂补了这本书，有空再仔细看看
3、啃了一遍北京建城史  用心之作
4、看后第一反应这书真像一本论文，再翻后记，果然是侯先生的博士论文。。。。
5、经典
6、侯先生的手绘地图，因此读kindle版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7、奠基之作
8、值得每一个喜欢北京的人一读
9、刚刚读完，这篇侯仁之先生1949年利物浦大学博士论文让我更系统的梳理了历史的脉络下，蓟城如
何伴随着古代大道的成行，从华北平原的一个边陲封地，见证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融合，而其自身
则成长为华夏之中心。
10、旧时幽州地，过往汉八里，而今北平城。侯大师手绘图好赞！
11、当今的北京历史地理无出其右
12、非常赞同侯仁之先生对“北京湾”和“北京是两河流域之间的城市”的论述；除了已知的北海和
琼华岛，积水潭竟也是帝都规划中的一个关键地理要素，直接影响了明清北京城的平面布局——北京
建城史必读
13、在历朝历代定都的时候，帝王们大多数考虑的还是军事和经济地位，谁也未曾想，成也北平湾，
败也北平湾。在这样一个早已告别冷兵器的时代，既往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雾霾袭城，躲在北平
湾里，真真出不去了。再多说一句，《北平历史地理》虽不像黄仁宇那样形成了一种中西方文化对比
的大历史观，却从地球上渺小的生物——人类，在农耕时代所依附的地形、水文、气候变化的角度，
观点独具的论述了中国之政治中心从西到东的转移，以及北平从安禄山叛乱开始逐渐成为政治核心的
观点。实为另一种大历史观。
14、态度极其认真，我们与侯先生比较，差的太远！
15、很不错的说，北平也是个三战之地了，当初看的时候还去查密云那里出入北平的隘口，现在全忘
干净了哦。。。。。。
16、读罢，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了解又加深了不少。这部书很精美，书页也很细致，文字流畅优美，考
证论述扎实而深刻讲述北京城的崛起历程，大三读过的城市历史地理的好书
17、经典之书。众多的文献阅读、考证，条理清晰地分析、绘制，还是英文原著，值得敬佩。
18、写的真是好，译的也相当不错，想想成书的年代，真是伟大。再想想那时的侯先生和我们现在年
纪相当，好想去死⋯⋯
19、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某一个点的突破奠定了一生的成就。比如郎咸平,
比如《祝你平安》的孙悦...我的这个点还没到,捉急。
20、赞印刷
21、年前书店淘到的一本书，成稿于1949年，是侯先生在英国读博士的论文，环顾现下各类phd论文，
呵呵... 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在以雾霾的方式在被侵蚀。
22、从地理位置出发，到历史进程中不断的文化冲突和交流，侯先生深入浅出，配上手绘图，读起来
不费力。有时候跟妈妈讲你知道嘛⋯妈妈都会说不知道，但是知道是件很酷的事~
23、文字精炼，资料翔实。
24、可以当作休闲读物的博士论文。
重读部分，文字简洁，阐述清晰。精彩精彩。
25、这是篇论文，能让人了解北京为何成为北京的论文，按朝代和北京城市属性划分的章节，让我仿
佛在各朝各代中往返穿越，内容好，装帧又好的好书！
26、如果不是因为借了图书馆的书弄丢了买了新的要还上，我一定不会看的这么快。。。
27、People keep telling me, and I keep telling myself:" Your geography sucks." And it doesn't work. I was not
interested in it. This book gave me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I'm sure I
still suck at geography after reading only this book, but it was fun reading it, and that's all that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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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历史地理》

28、伟大的汗八里城真是完美的典范
29、图文并茂 时间图表  不感兴趣
30、看到关于北京历史的书籍就想了解下，看完了只有肃然起敬。哲人其萎，文字不朽。
31、侯仁之先生的博士论文。
特点在手绘的地图。质量较可，但是数量上非常丰富。对我们理解作者的思路极有帮助！
可是我为什么要在kindle上买，不行开学我要买一套实体书来看图。
32、案头的书重新拾起，忆起曾在燕园中偶遇的侯老
33、详细的考证，精美的插图，作者对帝都深深地爱
34、我的人生理想：做一辈子的学者
35、值得再读读
36、侯仁之的手绘地图大概可以与梁思成的手绘建筑相媲美。
37、通俗易懂，还很好看，还有大量手绘地图，还全都是干货
38、八百年古都的城建史，什么时候再读都觉得滋味盎然
39、没有城市能摆脱历史
40、开创之功
41、@感恩 送书。 我认识的喜欢读书的人大都汇集在豆瓣上，和大家一起读读读的节奏真好
42、不知道在学界的评价如何，但是我觉得通俗易懂，又有深度，不错
43、从木兰围场回北京的路上，看着车窗外一路从平坦的草原渐渐变成了山地，开始好奇北京周边的
地理环境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回来之后就正好翻到了这本书~
44、读的是电子版，遗憾的是所有的图都不好看。
45、看时，感到翔实可信，读到最后，看到后记才知道，这本书是候老先生在1949年留学英国利物浦
大学地理系时的博士论文！
2010年其女偶尔发现，2013年付薪印刷。我得知此书是在豆瓣上看评价在9分以上（很高了！！）。
看完感到震撼啊！现在的博士论文能有这样的水平吗？
不过，也非常遗憾，以前自己读书学习用功太少！！
人生哪有后悔药，虽然后悔是人类区别与动物的重要特质之一。哈。
现在只有尽量努力多读书。
最后，还是为候老先生这本书赞一个！
46、看他人是如何做学问/写论文的，这样的人生才丰富踏实。对北京有了更多认识，也重拾对地理历
史的一些兴趣，以前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另外，书的装帧设计也不错。
47、读罢，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了解又加深了不少。
48、这是人家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每每让人自愧不如呀！里头的
地图很赞，地图上的标准很赞，装帧设计也很用心！
49、涉及水利的就看不进去了
50、这才叫深入浅出嘛。地图画得漂亮。为装帧加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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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历史地理》

章节试读

1、《北平历史地理》的笔记-第130页

        次年（1420），另外两组重要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今称先农坛）——也在此地以南建成
，天坛在东，先农坛在西。前文提到的御道也由内城的前门向南延伸，贯通天坛、先农坛之间。随着
这些礼制建筑的兴建，这片未经任何规划的聚居区也慢慢被容纳进城市本身的设计当中。但是，直
至1553年，外城城墙才最终建成，将这片区域真正围入城市总体框架。至此，北平城今天所见的格局
便已完成

2、《北平历史地理》的笔记-第27页

        这条线的西面是在华北大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太行山脉，它与耸立于北平湾北部的燕山山脉可谓异
曲同工。太行山的东麓十分崎岖陡峭，只有通过少数几个天然山口才能够进入太行山区。 位于太行山
以西的山西高原，地形崎岖不平，对于中国古代先民而言，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因此，一直到周代的
中期，这里的文明发展程度仍旧较低。位于这条线以东的大平原，夏季常常遭受洪水的影响，并且由
于排水不良，其影响还可能持续数年之久。因此，这片平原也并不像地形图上显示的那么容易穿越。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西面的高山与东面的平原之间发展起来一条大道的必然性，这条道路的
大部分位于150 英尺（约45.7 米）等高线的位置。

3、《北平历史地理》的笔记-第10页

        南口位于北平湾的西北角，沿着这条通往西北方向的古道，可以到达张家口以北的山地的最北端
，也就是蒙古高原的边缘。蒙古高原到了这里地形突然改变，其边缘以下崎岖的山地和陡峭的峡谷骤
然变成广阔的平地，延伸至遥远的地平线。

4、《北平历史地理》的笔记-第11页

        “天津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尽管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引人注目，但它仅仅是一个新兴之地，在
古代陆上交通中并没有任何地位。另外，从北平向外辐射的现代铁路干线也可以很好地阐释这里作为
区际交通中心的地位。”哈哈天津卫哭晕在厕所

5、《北平历史地理》的笔记-第6页

        在北平湾内部，北平城区建于（1）向大平原的开口处，（2）浑河与白河两河之间。如果说这一
湾状地区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北平湾”，那么，笔者认为“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经典的地理名词也
可以用来形容这片土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浑河与白河分别流经
北平城两侧，流向大体一致，交汇之后最终注入渤海湾，正如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并行在两河流
域，最终汇成一河注入波斯湾一样。

6、《北平历史地理》的笔记-陆海古城

               既到北京而后，那数日之间的观感，又好像忽然投身于一个传统的、有形的历史文化的洪流中
，手触目视无不渲染鲜明浓厚的历史色彩，一呼一吸都感觉到这古城文化空气蕴藉的醇郁。瞻仰宫闱
庙坛的庄严壮丽，周览城门市街的规制恢宏，恍然如汉唐盛时的长安又重见于今日。这一切所代表的
，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文化的“诉诸力”。它不但诉诸于我的感官，而且诉诸于我的心灵，我好
像忽然把握到关于“过去”的一种实感，它的根基深入地中。这实在是我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最伟大的
一课历史教育，是我平生所难忘怀的。
       但是，我始终不能无所疑惑的，就是这座古城的存在，是否纯粹为历代帝王意志的产物。如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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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历史地理》

然，那么它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历史都会的地理原因，就应该是一个极有兴味的问题。不过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本文只想从两点出发，加以解释：甲、北京的地理地位，乙、北京的水道与给水
问题，分述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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