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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特色是什么？
  　北京魅力在哪里？
  　这个问题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几乎不值一提，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偌大一个北京，低
头不见抬头见，谁还不知道北京有什么特点？
    然而，仔细琢磨起来，这又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多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08年北京奥运的临近，更从一个全新的高度，重新突出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主办奥运会的这
个世界历史性的大舞台上，北京应当怎样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北京文化、北京精神应对奥林匹克文
化、奥林匹克精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新贡献？
    2001年，时任北京市市长、后来担任了奥组委主席的刘淇同志，就曾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在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说：    奥林匹克运动崇尚的是“更快、更高、更
强”的文化理念，充满了竞争的意味；而我们东方传统文化崇尚的是包容与和谐，在第29届奥运会上
，如何使这两种文化理念和谐而生动地展现出来呢？
    这种情景，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苏轼那首咏庐山的哲理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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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地道北京人，对北京文化情有独钟，生在西皇城根，长在西四牌楼，罗圈胡同，四合院中。
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为北京文化作理论呼唤。
王放，其子，负责图片的拍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喜好钻研摄影技术。
《华夏地理》称他为“2005年国内最优秀的年轻野生动物摄影师之一”，《中国国家地理》请邀请他
做摄影系列讲座的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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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特色的初步综合  四、九大特色的崭新综合第一编　北京文化源头篇　第一章　风水宝地，生
态多样——北京风水龙脉：山水城市、多元文化的自然前提    第一节　北京风水好在哪    第二节　两
山一湾，三大单元——西山、燕山、北京湾    第三节　三大板块，结合地带——华北、东北、西北交
汇处    第四节  两大山脉，西山燕山    第五节  两大水系，永定潮白    第六节　十大峡谷，四大水库    第
七节　连通渤海湾，面向太平洋　第二章　人类文明，东方源头——北京文化起源的独特世界历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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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洞人”到京西东胡林、京北转年　　第十节  制陶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东胡林与转年出土的
“万年陶”　　第十一节  彩陶文化创新的重要源头——北京镇江营一期的彩陶萌芽　　第十二节  中
国玉文化的最初源头——北京东胡林发现1万年前的管柱型葬玉琮　　第十三节  中国龙文化的重要源
头第十四节  中国原始国家、原始文明的重要源头——北京西北十几公里的矾山镇黄帝都城涿鹿　第
三章  都市文化，源远流长——自“黄帝邑于涿鹿”以来的北京城起源发展六部曲    第一节  5000年前
“黄帝邑于涿鹿”——北京城市最初源头新探  　  一、古典文献的历史证据   　 二、《史记》、《水
经注》提供的地望证据    　三、李济、苏秉琦、侯仁之等现代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的科学证据    
　四、实地考察的史迹证据    　五、西周“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补充证据    第二节  三四千年前夏商时
代幽燕青铜——青铜时代北京文化雏形源头    第三节　3000年前召公封燕——北京城市独具特色、连
续发展源头    第四节　春秋战国燕国都蓟——北京城统一并移至现今永定河东岸之源头    第五节
　1000年前辽南京、金中都——北京成为近千年来中国主要都城源头　  第六节　700年前元大都——
北京成为全国首都、国际都市源头第二编　北京文化底蕴篇　第四章　六朝古都，皇家气派——独一
无二的皇家文化体系：皇城，皇宫，皇陵，皇苑，皇龙    第一节　皇城（紫禁城）  　    一、紫禁城总
体结构  　  二、紫禁城风水龙脉   　 三、紫禁城城池角楼    　四、紫禁城四面城门　　第二节　皇宫
（故宫）      　一、前朝三大殿    　二、内廷后三宫    　三、后廷东六宫    　四、后廷西六宫　　第三
节　皇陵（十三陵）  　    一、风水龙脉，总体建构    　二、宏伟长陵，气势恢弘  　  三、定陵地宫，
龙凤皇冠    　四、清陵金陵，也在京畿　　第四节　皇苑（皇家园林）    　  一、北海为首的“三海西
苑”    　二、香山静宜园    　三、玉泉山静明园    　四、康熙行宫畅春园    　五、作为万园之园、全国
统治中心的圆明园    　六、中国皇家园林的集大成者颐和园　　第五节　皇龙（北京皇家龙文化的六
处典型景观）    　一、京城六大皇龙景观之一：天安门前望天犼    　二、京城六大皇龙景观之二：天
安门上的彩绘金龙和玺    　三、京城六大皇龙景观之三：太和殿上的最大群龙    　四、京城六大皇龙
景观之四：保和殿北云龙大石雕    　五、京城六大皇龙景观之五：北海团城渎山大玉海    　六、京城
六大皇龙景观之六：北海北岸九龙壁　第五章　长城运河，双龙交汇——北京最为独特的人文景观    
第一节  北京长城是万里长城精华所在——北京地区长城体系六个特点    第二节　北京长城基本概况—
—六个区段，十大景点    第三节　北京长城十大景点    　一、北门锁钥八达岭    　二、燕山叠翠居庸
关    　三、明代雄关慕田峪    　四、山水相连黄花城    　五、悬崖绝壁数箭扣    　六、咽喉要道古北口
   　七、层峦叠嶂金山岭    　八、山水奇异司马台    　九、京东平谷将军关    　十、永定河谷沿河城、
天津关    第四节　北京运河总体概况——三个河段，十大景观    第五节　北京运河十大景观    　一、
白浮泉水源工程    　二、京西北引水工程    　三、昆明湖与昆玉河    　四、高梁河与高梁桥    　五、积
水潭、什刹海与三海大河、北海大桥    　六、通惠河上的多重船闸体系    　七、通惠河上燃灯塔    　
八、两段运河交汇处    　九、运河要港张家湾    　十、北运河上八里桥（兼说北京三大名桥）      第六
节　长城运河双龙交汇——北京独特人文景观　    一、中国古代历史上两个最大工程的交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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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两大交通信息系统工程交汇  　  三、中国古代军事经济两大命脉的交汇   　 四、中国古代两
大文化带的交汇    　五、中国古代两大城市带的交汇    　六、中华民族精神两大象征的交汇    　七、
双龙交汇使古都北京成为三位一体的特大历史文物　第六章  祭坛寺庙，东方神韵——北京宗教文化
的独特历史底蕴    第一节　九大皇家祭坛    第二节　十大佛寺    第三节　十大道观    第四节　五大清真
寺    第五节　九大教堂第三编　北京文化精神篇　第七章　纵横中轴，胡同小院——北京城市格局的
历史特征    第一节　纵横交错的两大中轴线——北京城市格局的最大特点与六点新变化　  第二节　南
北中轴线——七个标志性建筑 　 第三节  东西中轴线——长安街十大建筑群    第四节　棋盘城市，里
外三层    第五节　胡同网络，棋盘结构（十个特点）    第六节　四合院落，和谐家居　第八章　政治
、文化、交往中心——北京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历史定位    第一节　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交往中心    第二节　北京是现代中国政治中心——四个主要标志　    一、北京是现代中国政治中心
的首要标志：天安门  　  二、北京作为现代中国政治中心的第二个重要标志：中南海   　 三、北京作
为现代中国政治中心的第三个重要标志：国务院、各部委　    四、北京是现代中国政治中心的第四个
重要标志：20世纪中国政治在北京的五件大事    第三节　北京是现代中国文化中心——七个显著标志   
第四节　北京是现代中国国内国际交往中心——六个标志　第九章  古今中外，文化熔炉——北京城
市功能独特之处    第一节  西山周口店与燕山黄土梁——旧石器时代北京文化两种传统    第二节  西山
东胡林、镇江营——燕山转年、上宅——北京新石器文化的两个区系    第三节  京西涿鹿城黄帝、炎帝
、蚩尤三祖庙——五千年前原始文明形成时代北京地区三大部族    第四节　从商周时代到春秋时代燕
与蓟——幽燕青铜文明的三元一体结构　　第五节  燕昭王蓟丘黄金台——北京成为春秋战国诸子百
家大综合的三大中心之一　　第六节　长城——华北、东北、西北三元文化大融合　　第七节　大运
河——华北燕赵文化、山东齐鲁文化、江南吴越文化大综合　　第八节　元大都城——西北游牧文明
涌入北京象征　　第九节  清代定都北京城——东北满族文化涌入京城标志　　第十节　雍和宫——
藏传佛教文化融入京城象征　　第十一节  潭柘寺与上方山兜率寺——西来佛教文化融入北京象征　
　第十二节　牛街清真寺——西亚伊斯兰文化融入北京上千年标志　　第十三节　利马窦墓——西方
文明融入北京象征　　第十四节　北京大学红楼——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思想融入北京标志　　第十五
节　奥林匹克中心——全球化、多元化文化融入北京最新标志结语  北京精神：北京文化的灵魂　一
、北京精神是什么——上下求索的十种说法  二、多元和谐的北京精神  三、多元和谐，综合创新——
“北京精神”的七个层面　四、精神家园，共享和谐——集中反映北京精神的十种民俗　五、北京之
大，大在哪里——大象无形，大在精神　六、中华文明万年结晶，世界文化东方之都——北京文化的
历史定位　七、克服六大危机、开创新型文明的源头活水——北京文化、北京精神的当代价值、未来
意义　八、从“更快、更高、更强”到“更真、更善、更美”“更和平、更和睦、更和谐”——探寻
奥林匹克精神与北京精神的结合点、生长点附图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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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风水宝地，生态多样——北京风水龙脉：山水城市、多元文化的自然前提　　第一节　
北京风水好在哪　　（1）东方神秘主义的京城风水理论——京城风水说、龙脉说　　“北京风水好
”；　　“北京有龙脉”；　　“北京是风水宝地”；　　“前挹九河，　　后拥万山，　　左有苍
龙，　　右有白虎。
”　　——如果去掉神秘主义外衣，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表达，那么风水理论讲的实际上是生态地理环
境问题，“风水”就是“气候”与“山水”，就是山水走向，“龙脉”就是山水走向、来龙去脉。
　　“北京风水”，就是北京山水，北京山水的基本走向，来龙去脉。
　　（2）中国古人的北京城建都理论——京城山水说　　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对于北京的所谓风水
——生态地理环境，有一段精彩论述，见于《朱子语类》：　　“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
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
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
”　　（2）朱熹对北京风水——生态地理环境与建都自然前提的探讨，引起了历代不少政治家、思
想家的重视与探讨，其中包括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清代康熙皇帝，他同意朱熹的许多见解，同时也对北
京燕山山脉与东北长白山山脉的关系，作了新的探索，看来康熙所见也许更接近于现代地质学。
吴长远在《宸垣识略》一书中，记述了自己所赞同的康熙论点：　　“朱子论燕都形势，以泰华二山
为龙虎，似矣。
然泰山之脉，倘如前人昕云自函谷西来，尽于东海，则山水相顺，其气不能凝聚。
伏读圣祖文集言：泰山脉络自盛京长自山分支至金州之旅顺口人海。
海中矶岛十数，皆其发露处，至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起陆，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穹崇
盘屈，为五岳首云云。
则济水顺趋，岱脉逆峙，磅礴乎青徐二州，与华山之络相接，中原之形势团结甚固，而燕都包藏右山
左海之间，更为奥区矣。
此朱子所未知者。
”　　《大金国志》的历史记载是：“燕京地广土坚，乃礼仪之邦。
”　　《元史》更充分肯定了北京作为大都的形胜之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
南控江淮，北连朔漠。
驻跸之所，非此不可。
”　　笔记文学中的《辍耕录》一书，记述了元代大都城的规划建筑过程，对北京生态地理环境也有
一段精辟概括：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师，以为天下本。
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
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畿带甸，负山引河。
壮哉帝居，择此天府。
”　　范镇之《幽州赋》有一般简要论述：“虎踞龙盘，形势雄伟。
以今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
”　　而《明舆地指掌图》所作的概括，则更加简明：“京师形胜甲天下，宸山带海，有金汤之固。
”　　（3）现代科学的北京生态地理环境说　　两山一湾，三大板块；　　山山水水，生态多样；
　　连通渤海湾，面向太平洋。
　　北京得天独厚地成为千年古都，多元文化大熔炉——　　这是独特的自然物质基础；　　这是独
特的生态地理前提；　　这也是北京独特的自然景观。
　　第二节　两山一湾，三大单元——西山、燕山、北京湾　　（1）北京并非一马平川，近三分之
二是山地，三分之一是平原　　初来乍到的北京人，甚至久居都市的北京人，往往产生一种错觉，即
北京只是一座平原城市，整个城市都是一片平原景观。
　　其实，这只是一种狭隘肤浅的表象，囿于北京城里的片面印象，并非科学事实、科学概念。
　　从卫星拍摄的北京地形图上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整个北京，北京的生态地理系统，实际上由三
大地理单元组成：　　西倚太行山；　　北部靠燕山；东南北京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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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倚太行山　　北京西部有群山，俗称“西山”，实际上属于太行山脉的北段。
整个北京城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借景西山”、“借势西山”、“借水西山”。
夕阳西下，在落日余晖中，雄伟的西山与北京城，浑然一体，颇为壮观。
　　太行山是中国、尤其是华北平原的重要山脉，在距今8000-7000万年的“燕山运动”中，西部隆起
，沿“黄庄一八宝山一怀柔高丽营”一线，发生断裂，西部随太行山脉向上隆起，而东部则向下沉降
为华北大平原的北京湾。
太行山及其余脉，贯穿北京远近郊区的六个区县：房山一门头沟一昌平一海淀一丰台一石景山。
北京文化的母亲河一永定河，就从这里流过，因而可以说西山是北京的龙脉之头，龙脉之根，龙脉之
源。
　　层峦叠峰、绵延千里的太行山脉，是中国陆地地形第二阶梯的边缘，好像为黄土高原镶上一道金
边，又像为北京树立起一道千里屏障，挡住北方戈壁的大漠狼烟，挡住来自两伯利亚的北方寒风。
　　（3）北部靠燕山　　燕山山脉横亘在北京北部，以南口关沟一线为分界，与太行山脉连成一片
。
燕山山脉崛起于8000—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在京部分多称军都山，贯穿北京北部的延庆、昌
平、怀柔、密云、平谷五个远郊区县，高高地君临整个华北大平原。
这种坐北朝南之势，增加了北京作为帝王之都的京城气象。
　　如果太行山脉是北京西部屏障的话，那么燕山山脉则是耸立在北京北部的一道天然屏障，这道屏
障阻挡了来自蒙古高原和两伯利亚的寒风南下，使北京免受许多寒流的严重侵袭，为京城平添几分暖
意与春意。
再加上从战国、秦汉以来，北京人在燕山山脉上又筑起一道道长城，在天然屏障上又加上人为屏障，
往往阻挡了东北、西北游牧民族的南下侵袭与掳掠，这样就保证了北京经济文化圈相对隔离、相对安
全、相对独立地长期持续发展。
　　燕山山脉的南麓还阻挡了来自渤海湾、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因而造成这一带降水相对比较丰富，
年降水量700毫米左右，成为北京的重要水源。
潮白河、温榆河这两条北京的较大河流就发源于燕山山脉，北京的两个最大水库——密云水库、官厅
水库，还包括著名的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等，多半都分布在燕山山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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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谨以《北京魅力：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献给热爱北京的人们，关注北京文化的中外朋友，
呼唤“北京精神”的志士仁人，举世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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