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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间为序，对上起殷商、下讫当代北京城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繁简得当、精练而清晰的介绍。
以历史学的视角，审视北京数千年来在城市规划、建置方面的变迁，关注历代胜迹在时间长河中的命
运沉浮。
对北京地区的古代城墙、园囿、寺观、宫殿等历史遗迹均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并配以相关图片，使读
者得以更加直观地领略北京城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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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仁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教学工作，专长明清史。
著有《中国古代史》、《六十年风云——郑氏四世与台湾》、《明清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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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远古的北京北京的历史源远流长。
北京是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故乡之一，是世界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1927年，考古学家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北坡的洞穴中发现了一颗猿人牙齿化石。
1929年又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
这就是“北京猿人”，又称“北京人”。
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新鲜事，因而这些科学发现在当时曾轰动了中外学术界。
在这之后，考古发掘工作继续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进行。
到目前为止，总计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6个，还有10万多件石器、用火的遗迹和几十种哺乳动
物的化石。
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大约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就是说他们在周口店住了50万年左右。
北京猿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人类。
1973年考古学家又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附近发现一处新的洞穴，在新洞中发现了一颗保存完整
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命名为“新洞人”。
“新洞人”的牙齿形态比“北京猿人”的进步。
在新洞中还发现了很厚的灰烬层和烧骨、烧石及许多哺乳动物化石。
“新洞人”生活在距今大约20万年至10万年左右，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类。
早在1933年至1934年间考古学家又在龙骨山顶部的洞穴中发现了更加进步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并命名
为“山顶洞人”。
在洞穴中还发现了一根磨制的骨针和各种石器以及穿孔的石珠、海蚶壳、兽牙、鱼骨等装饰品。
“山顶洞人”生活在距今大约2万年前后，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类。
1996年底，考古学家又在北京城里王府井大街南部东侧东方广场工地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址，处
于地下l2米的河湖地层中，出土了2000多件石器、骨器和哺乳动物骨骼、牙齿等化石，还有木炭、灰
烬等用火遗迹，但没有发现古人类的遗骨化石。
这处遗址文化层较薄，平均厚度为3米至6米，说明不是古人类长久生活的地方，只是一时居留之所。
然而这处遗址证明，生活在北京的古人类已有一部分从山地洞穴来到了北京的平原大地。
这处遗址的年代距今2.4万年至2.5万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
为了永久保存这处古人类活动遗址，北京市有关方面已于2001年12月28日在东方广场地下建成“北京
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陈列古人类遗迹实物，展示古人类从山地洞穴走
向平原的漫长历程。
大约在距今1万年至4000年期间，北京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这个时期北京地区的先民们逐步离开山洞，沿着河流走出谷地，来到山前靠近水源的高亢而平坦的地
方建房居住，开始形成原始聚落。
1966年考古学家在门头沟区东胡林村西侧发现了一座古人类墓葬遗址，墓内有1女2男的骨骼化石，还
有随葬物品螺壳项链和骨手镯，命名为“东胡林人”。
后来又在遗址中出土了石器、骨器、陶片和一具保存完好的古人类骨骼化石，并发现了烧火的遗迹多
处。
“东胡林人”生活在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1984年至1987年间，考古学家又在平谷区发现了上宅文化遗址和北埝头文化遗址，上宅文化遗址位于
平谷县城东北上宅村西北台地上，北埝头文化遗址位于平谷县城西北方北埝头村西黄土台地上。
在上宅和北埝头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同时期遗物，有磨制石器和陶器等。
在北埝头遗址还发现了10座半地穴式房层基址。
上宅和北埝头遗址的年代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60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
1961年考古学家又在昌平区南口台地上的雪山村发现了重要的文化遗址，称为“雪山文化”。
雪山一期文化距今约在6000年到50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红陶器和彩
陶片等，与东北红山文化的陶器非常相似，与中原仰韶文化的陶器也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北京地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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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与北方远古文化和中原远古文化都有着联系。
雪山二期文化距今约4000多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磨制石器和黑陶，与中原
龙山文化的曲型器物磨制石器和黑陶相当相似，这说明这个时期北京地区的远古文化越来越受到中原
远古文化的影响。
有人即有文化，有文化即有人。
北京猿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王府井人、东胡林人、上宅人、北埝头人、雪山人等，他们前后相继
共同创造了北京地区的远古文化，谱写了北京历史的第一章。
第二章 商代至唐代的北京一 北京城的前身——商代蓟国的蓟城自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
纪）以来，北京附近就有两个自然生长的小国，一个叫做蓟国，一个称为古燕国，都是臣属于商朝的
小方国。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姬姓宗室大臣召公（名姬爽）于“燕”，“燕”即商代古燕国的
都城所在地，封黄帝后裔（或说帝尧后裔）于“蓟”，“蓟”即商代蓟国的都城所在地。
《史记·周本纪》记载：“封召公爽于燕。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北燕”与“燕”是指一地）《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
后于蓟。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
”这样，古燕国和蓟国又成为西周的封国，臣属于西周王朝。
但商、周燕国的都城在什么地方？
商、周蓟国的蓟城在什么地方？
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因而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谁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与证据，直到解放后
专家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才断定下来。
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后来经过试掘探明，这是一座
很小的城，东西长而南北短，东西长约850米，南北长大致在600米左右。
这座古城的城墙是用夯土筑成的，城墙外还有壕沟环绕。
此外，在董家林村东南的黄土坡村北部又发现了商、周墓葬群，自1973年至今，共发掘清理了近300座
墓葬，出土了一批带有“郾（燕）侯”铭文的青铜器。
其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堇鼎”，铭文记述了堇奉郾（燕）侯之命，前往宗周（西周都城）向太保
（召公）进献食物，受到太保的赏赐。
铭文所记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召公本人没有到燕国就封燕侯，而是留在都城辅佐周王，于是周王
就命召公的长子就奉于燕。
“堇鼎”铭文足以证明，董家林古城就是西周初年燕国的都城。
1995年8月在董家林村东建立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另外，在墓葬中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发现，有一座随葬商代晚期典型陶段的墓葬打破了古城墙基夯土。
从墓葬打破城墙地基来看，可以确定墓葬是在城墙建成之后埋葬的，城墙建成的年代要比墓葬埋葬的
年代早，应在商末或更早一些。
由此便可以确认董家林古城不仅是西周燕国的都城，而且也就是商代古燕国的都城所在地。
商、周燕国的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那么商、周蓟国的都城蓟城又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要说到燕国与蓟国的关系。
在西周初年作为封国的燕国和蓟国是两个邻近的诸侯国，后来燕国逐渐强大，蓟国弱小下去，大约在
西周晚期或东周春秋初期，燕国终于吞并了蓟国。
但蓟国灭亡了，蓟城却依然存在下来。
大约在春秋中期，燕国便迁都蓟城，以蓟城为国都了。
《韩非子·有度》记载：“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
”就是说燕国的南疆以黄河为界，燕国以蓟城作为国都。
燕国迁都蓟城以后，最初的都城董家林古城遂被弃置不顾，就逐渐变成废墟了。
春秋、战国以来燕都蓟城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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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历代文献，燕都蓟城的城址自战国至金代基本没有变动，并且从文献上看，蓟丘成为蓟城一个重
要的地形标志。
如《战国策·燕策》提到蓟城，同时也提到蓟丘的名字。
北魏时代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曾经到过蓟城，在所著《水经注》中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
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
”这就是说，蓟城西北部有一个高丘，蓟城因为此丘而得名。
上世纪50年代，白云观西北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高大的土丘，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考证这就是
文献中蓟丘的遗址。
可惜这座土丘在1974年因为建设兴工被铲掉了。
1957年在广安门外以南700米处辽、金宫殿基址下面的土层里，曾发掘出了有饕餮纹的半瓦当，专家考
定这是燕国宫殿建筑常用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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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所选用的北京历史照片，主要来自[瑞典]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汤用彬
等编著《旧都文物略》、张先得等编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
尤其张先得先生允我使用他的若干作品，为本书增色不少。
其他有些图片采自明、清古籍及近入著述，都在文中一一注明出处。
在此，谨向这些照片、图片的作者、收集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有些图片、照片没有注明出处，皆为本人自作、自拍、仿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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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史(插图本)》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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