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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有大量的新建筑，又有历史留下的丰富而古老的建筑和近代建筑，后两者可统称为历史建筑。
新建筑和历史建筑都是不可或缺的，新建筑满足现今的实用需求，历史建筑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有人认为现今的建筑不如过去的，有厚古薄今的倾向，我主张以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观点对待
古今建筑。
建筑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结合的产物。
每一座建筑都烙印着建造年代的生产技术与社会人文气息。
新建筑所承载的信息，仅限于当时当代，而老建筑在其存在的漫长岁月中，留下了过往人物与事件的
痕迹，因而附着和积淀了比新建筑远为丰富的人文信息，相关的历史文化物化于其中，可触、可感，
是某一历史片断的真实写照，能引人遐思，感动今人，因此更具价值。
人们在国内外旅游，之所以对古老的建筑情有独，这是原因之一。
建筑既是实用之物，又是一种艺术品，而且多数是一种公共艺术品，一般情况下，人们容易看到和观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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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作为六朝古都，有着浓郁而独特的文化与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徜徉于古都街头，随处可见历
代的建筑，在这些建筑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历史建筑之美又体现在何处？
打开本书，作者会如数家珍般将这些典故向您娓娓道来。
　　随着中国历史的车轮沉重地迈进了近代，在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不得不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各种
异域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华大地。
作为政治中心的古都北京首当其冲，沐浴在浓烈的“洋风”之下，各种洋式建筑纷纷拔地而起，为古
都烙下了那个独特时代的印记。
时过境迁，在今天回首望去，这片浓浓的洋风未被岁月所冲淡，反而成为古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闪烁着纷呈的异彩。
除去各式风格的建筑外，北京还有着历朝历代留下的各种构筑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古桥与长城
，本书收录了这部分构筑物的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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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克群，生于德国柏林，4岁时随父母回到中国。
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现退休定居美国。
作品有高低楼房若干，小说体传记《飞》、《艺术人生》等。
作者家学渊源，亲友中名人辈出。
父亲张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工程力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与钱学森自
幼即为同窗好友。
母亲陆士嘉，我国著名的流体力学家、教育家，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唯一的女学生和中国籍
留学生，参与筹建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委员，主持建设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
专业。
舅公施今墨，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
老师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
儿子高晓松，著名音乐制作人。
生活中的作者幽默爽朗，乐观达然，认真负责，坐言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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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早在13世纪，就有外国传教士来中国游说，并建了少量的教堂。
元代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意大利传教士来大都传教，建了三个小教堂。
其中一个建在元大都宫城边上。
如今元大都只剩下土城了，当然这座小教堂也早就上了天堂（愿上帝保佑它在天堂里成为文物级的房
子）。
但据当时的记载，它的建筑形式令国人大为惊诧。
可见大概不是一般的中式大屋顶。
大概因为成吉思汗不排斥任何宗教吧，这个教堂敢弄出点与众不同的动静来。
除此之外的一些早期的天主教堂如门头沟后桑峪教堂（公元1344年建），根本用的就是村里老地主的
民房。
连北京城里的宣武门南堂、西什库北堂，一开始都只敢建中式教堂。
后来随着大清帝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才变成了洋式脸面。
宣武门南堂南堂是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兴建的，早期的南堂名叫宣
武门礼拜堂，规模非常小，是一座中国传统建筑，仅在醒目位置安放了一座十字架而已。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宣武门南堂重修工程开始。
康熙这人比较开放，因此新的南堂就大胆尝试着建成了欧洲风格的。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北京发生大地震，南堂建筑在地震中遭到损毁，次年重建的南堂改用
了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
1904年第四次重修的南堂主堂仍然用的是巴洛克风格，但没有完全遵从老式样，而是在两侧加了走廊
，正立面加高了山墙，山墙立面上有从下到上的通柱，顶部是巨大的涡旋形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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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北平郊近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无论哪一个巍巍的古城楼，或
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或歌唱时问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梁思成北平，不比十里洋场，人民的心理比较保守，沾染的洋习较少较慢东交民巷是特殊区
域，里面的马路特别平，里面的路灯特别亮，里面的楼房特别高，里面打扫得特别干净，但是望洋兴
叹与鬼为邻的北平人却能视若无睹，见怪不怪，北平人并不对这一块自感优越的地方投以艳羡眼光，
只有二毛子、准洋鬼子才直眉瞪眼地往里钻。
地道的北平人，提着笼子架着鸟，宁可到城根儿去溜达，也不肯轻易踱进那一块瞧着令人生气的地方
。
　　——粱实秋所以在北平住上两三年的人，每一遇到要走的时候，总只感到北平的空气太沉闷，灰
沙太暗淡，生活太无变化，一鞭子出走，出前门便觉胸舒，过卢沟方知天晓，仿佛一出都门，就上了
新生活开始的坦道似的，但是一年半载，在北平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乡以外——去一住，
谁也会得重想起北平，再希望回去，隐隐地对北平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
　　——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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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面来风》：手绘古建，今昔物语。
著名音乐制作人高晓松为母作序。
西什库的教堂⋯⋯瑞蚨祥的门脸⋯⋯卢沟桥的狮子⋯⋯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长城的垛口⋯⋯生
动讲解北京城的古建筑，慧眼识别身边的古建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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