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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北京城》

内容概要

《地名与北京城》中讲述的丰富多彩的北京地名，犹如历史在不同时期留给这座城市的一枚枚印章，
记录着城市发展的足迹，折射着城市的文化韵味，打开了一扇认识北京的窗口。不同时代产生不同语
言属性、变迁过程各异、文化韵味多样的地名，从古代一直发展积累到现在。漫步在北京古今地名的
密林里，透过历史的滚滚烟尘，一幅幅古都变迁、城市生活、政治波澜、文化兴衰的生动画卷纷至沓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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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北京城》

作者简介

　　孙冬虎，1961年生于河北雄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
员会委员，北京地理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北京历史地理和地名学研究。著有（含合著）《地名学基础
教程》、《中国地名学史》、《中国山名论稿》、《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地名史源学
概论》、《北京地名研究》、《北京地名发展史》、《丰台地名探源》等，是《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编撰者之一。发表论文80余篇。2008年成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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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北京城》

书籍目录

名似珍珠缀隶华
一 城墙消逝名犹在
二 江山易主地更名
三 老城区内看胡同
四 “胡同”语源需澄清
古今随变历沧桑
一 历代幽州各不同
二 北京肇始自蓟城
三 “蓟门烟树”非“蓟门”
四 此“燕山”非彼“燕山”
五 燕京流风遗韵长
六 天变即换国门匾
七 对称牌楼对称名
京腔京韵乡土风
一 儿化韵里“京味儿”浓
二 大栅栏前听乡音
三 从“家”到“各”见音变
四 方言土语入地名
五 满蒙语词有孑遗
三教隐现地名中
一 城门命名出《周易》
二 语义对称流播远
三 寺庙派生街巷名
四 实用信仰两相宜
五 五顶环绕北京城
地名群里寻故迹
一 无地无水成“斜街”
二 湖渠村旁湖渠多
三 水乡海淀聚名园
四 八旗营房变村落
五 群“坟”印证城外荒
六 寺庙遍布帝京西
七 御苑虽垦风雅在
八 “七十二营”记移民
⋯⋯
循名责实遗踪
五彩纷呈映万象
求吉趋势古今同
正本清源解谜团
浪卷波飞六十年
附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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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北京城》

章节摘录

　　明代白纸坊的街区主要分布在北部靠近广宁门大街（今“广安门内大街”、）一线，尤其是东北
角地区。干面胡同、牛肉胡同、羊肉胡同，应当源于当地的作坊或居民的职业，后两者与牛街的“礼
拜寺”一样，都是元代以来这里作为回族聚集区的遗迹。这一带的寺庙还有大圣安寺、小圣安寺、保
应寺、相国寺、贾家庙、三官庙等。张爵记载的“崇教寺”即“崇效寺”，位于白纸坊中心地带。嘉
靖三十年（1551年）在寺中央建藏经阁，东北方有三座僧塔，四周种植了千余棵枣树。寺北相邻的一
片地方因此叫做“枣林儿”，位置在今“枣林街”一带。清代王士稹《过崇效寺访雪坞法师看枣花》
，有“仿佛啖檀林，吹香绿荫满”的诗句，朱彝尊《崇效寺》诗中，则有“白花秋细细，红枣晓攒攒
”的描述。崇效寺南面的“纸房胡同”，是以这里传统的造纸作坊为名的街巷，直到乾隆年间于敏中
等编辑的《日下旧闻考》里，仍然说“白纸坊居民今尚以造纸为业，此坊所由名也”。纸房胡同以南
至城墙，几乎渺无人烟。本坊内的土坯营、夫营儿、老军地等，可能是历史上驻军的地方。广宁门东
侧的“燕角儿”，源于辽代所建的“燕角楼”。今天的街巷名“南线阁”、“北线阁”，其中的“线
阁”二字，正是“燕角儿”的谐音转换，其地相当于辽南京皇城的东北角，地名指示着古城的位置。
　　此外，张爵列出的“白纸坊”街巷，还包括坐落在外城以南的嘉蔬署（菜户）、菜户营、鸡鹅房
、丰台、御匠局、长生观、草桥、娘娘庙等，它们的语词意义表明，其中既有京城蔬菜、肉食、花木
的供应地，也有城市建设机构和寺庙道观，与北京城的关系极为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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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北京城》

精彩短评

1、很契合这次科研计划的主题，非常好～～
2、我们杜经理，她是影视制作部的老板，给我们推荐的。还行！要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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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北京城》

章节试读

1、《地名与北京城》的笔记-

        列入想看列表，喜欢北京，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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