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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讲北京》

内容概要

本书对于了解北京好非常大的好处。本书向您讲叙了：历史上的北京城、说蓟、说燕、卢沟桥与北京
城、从莲花池到后门桥、踪迹高梁河、要看到建设“滨河公园”的历史意义、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
变、元大都城坦遗址公园、白浮泉遗址整修记、现在的北京城最初是谁建造的、紫禁城——回顾与前
瞻、天空门广场的过去和现在、海淀园林的兴替、北京城最早的水库——昆明湖、漫话北大校园、《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序、北京城
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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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讲北京》

作者简介

侯仁之(1911―　)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1年12月6日生于山东恩县(今武城县)。1936年
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4年又被该校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曾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兼任教授。1952年以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和地理学系及地质学
系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市人民政府
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国家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地图集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顾问，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以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
中，开辟了新途径、新领域，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
为沙漠治理和和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基础知识，特别是对于北京城的起源、发展以及历代水源的开辟
和城市规划的特点，作出了系统的科学的阐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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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讲北京》

书籍目录

北京――知之愈深 爱之弥坚（代序）
1 历史上的北京城
2 北京建城记
3 北京建都记
4 说蓟
5 说燕
6 卢沟桥与北京城
7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8 踪迹高梁河
9 要看到建设“滨河公园”的历史意义
⋯⋯
选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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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讲北京》

媒体关注与评论

　　北京建城史和城市规划都在这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心中。北京的建城建都、蓟燕的历史、卢沟桥
与北京城⋯⋯26篇或长或短的文章，对于北京城来说，都具有窥探幽深、求索隐微的特点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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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讲北京》

编辑推荐

　　北京建城史和城市规划都在这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心中。北京的建城建都、蓟燕的历史、卢沟桥
与北京城⋯⋯26篇或长或短的文章，对于北京城来说，都具有窥探幽深、求索隐微的特点和价值。　
　今天的北京是由历史的北京走过来的。当我们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北京欢欣不已的时候，往往又会回
首低徊，幽幽地怀恋北京的往日⋯⋯　　是的，北京的昨天，老北京，是我们不该忘怀的。那里有我
们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无尽的情思。当此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正展开胸怀拥抱全世界的时
候，历史上的北京，更是我们中国人和国际友人众所瞩目。　　《“北京通”丛书》样书一和读者见
面，立即引来一片喝彩。“爱不够的北京，讲不完的北京”，这是读者由衷地发出的感叹。“生活在
北京的百姓，应该了解北京；管理着北京的干部，应该深悉北京。”相信这套书会受到北京的广大群
众和干部的热烈欢迎。　　《“北京通”丛书》由《老舍讲北京》、《金受申讲北京》、《张中行讲
北京》、《候仁之讲北京》、《朱家溍讲北京》、《刘叶秋讲北京》、《邓云乡讲北京》、《赵洛讲
北京》、《叶祖孚讲北京》九本组成，九位作者，由老舍到叶祖孚，都是研究北京的大家，卓有成效
的文史通才。他们作为“过来人”，叙说北京的史地，描述北京的风情，记录北京的民俗⋯⋯自有着
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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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讲北京》

精彩短评

1、因为喜欢北京，所以搜集一切关于她的
2、很有意思的书，通俗易读。不过书中文字的水分较多，大概因为是发表于报刊，读者范围是普通
百姓吧。
3、还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
4、是被文革压迫了
5、讲述老北京的建筑，水利

6、一本小書，內容都是挑些比較有趣的，可以跟閻崇年大故宮的內容做個互相比較參考。
7、“知之愈深，爱之弥坚”，这书编得不错。
8、文笔平实的北京历史地理入门资料，适合中学生和普通市民阅读
9、知之愈深爱之弥坚~最爱这句话~老先生治学严谨的态度，那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值得铭记
10、是别人编的，我很佩服侯仁之老先生这辈学者，踏踏实实做学问，文笔也美，不像现在好多书看
着就是翻译体，读着不顺口，也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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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讲北京》

精彩书评

1、怎么说，也就是到图书馆随意找的书，结果遇上一位大家。据说专家能写通俗易懂文字的人并不
多，那侯先生真是功德无量了。以前也看过徐城北讲北京的系列，内容浑不记得了，而这本书里的东
西掩卷后仍历历在目。内容不仅好懂，亦大有意趣，可能如黑泽明所说，创作者的情感一定是为作品
所体现的，那我必是为老先生热爱北京的真情实感所打动了。 　　 北京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后来
的政治中心？因为是最初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北京小平原恰好位于连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
华北大平原的三条交通线的汇聚处。往西北过南口进入蒙古高原，东北则有古北口通东北平原，南过
卢沟桥沿太行山麓下行可达华北平原。可不可以说这是天意呢，是必然的历史选择。当然发展到今天
这样的规模仍乃三千多年的人力所为。 　　 先有今天位于卢沟桥的古渡口，后有北京城的聚落。那
这个古渡口的位置又是如何选取的呢？往上则河面虽窄却河水湍急，往下则河面嫌宽，这个正合适的
地方就在今天卢沟桥的位置。妙啊！又有多少先民承受多少的失败，找到这刚刚好的地点呢？ 　　 
世界上很多名城都是在渡口上成长的，比如英国伦敦，中国则有兰州、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可
是北京却没有在渡口上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古永定河不是一条稳定的河流，受华北降水
的影响，在夏季渡口易受水灾。否则南来北往的人要约定地点见面，岂不是渡口最易为人接受？ 　　
那么人们如何选择了今天渡口东北的北京现在的位置渐渐群聚起来的呢？这就要提到莲花池和蓟丘了
。蓟丘这个隆起的小山丘现在已经没有了，位置在今白云观以西。据书里介绍，在一望无垠的大平原
上的这个蓟丘会显得十分夺目，就成为人们相约的标志。莲花池，古称西湖，在蓟丘以西，为人们的
生活提供了水源，因此后来在这里建立的城池——蓟就包括了蓟丘，而从莲花池流出的莲花河（古称
洗马沟）则绕城而过。因此老先生说：“这（指莲花池）不是一般的古迹，而是最早的北京城市生命
来源的古迹。” 　　 读到北京城的初建，胸中总抑制不住激荡起伏，就像审视生命的演化过程感慨
自然界的伟力一样。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就
是那样的感觉吧。 　　 因为是图文并茂，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搞清金中都、元大都、明初北京城的范
围，还有最早作为燕国首都的蓟的大概位置。行走于北京城，走到相应的街道，眼睛所及之处，脑子
里也可以像电脑动画一样让曾经存在的城墙和宫阙长出来吧。小子生也晚，许多保护或破坏的事情到
今已成为历史，现在所建的辽金城垣博物馆、金中读成鱼藻池遗址、广安门滨河公园、什刹海汇通祠
（同时为郭守敬纪念馆）、白浮泉遗址、二环西南郊仅存的明城墙遗址、元大都遗址公园等等，都已
是破立斗争中的结存了。以上许多地方都是侯先生写的碑记，他也是为北京城的文化遗迹做了很多努
力的吧。他也曾为瑞典人喜仁龙那本著名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中译本作序。要说老先生从书中透
出的一种豁达的态度让我动容，那就是“尽人事，知天命”，乾坤不能挽回时，做好自己手边的工作
。无论如何，能有现在的一点保护历史文化的成绩，当可觉得欣慰。 　　 书里还有许多内容，这本
也不过是侯先生一学生采编老先生文章成的集子，我上面略述了自己记下的一些，可能亦有疏漏，不
过做抛砖引玉之想，如有其它历史地理方面的好书，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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