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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古城，爱北京    北京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现代化大城市。
    说其古老，北京自周初建蓟城以来，已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北京自辽开泰元年即公元1012年为陪
都，至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北京自金建中都迁都燕京，元、明、清、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北京为首都，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建都史。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也很难有几座城市的历史可以与北京的历史相媲美。
    说其年轻，自1978年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不用说外地人进北京城，顿时觉得如入迷宫，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偶然从五环、四环进入三环、
二环，看看西单，看看东单，看看东四，看看鼓楼，看看前门，也有一种恍如隔世、犹如梦中、全然
不识的感觉。
到处高楼林立，马路纵横，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脚步忽忽，全无儿时记忆，哪得旧日风光，全然一
派国际大都会的繁华景象。
    北京作为中国的古都，她的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的城墙与城门，在建城时她对河流与湖泊的选
择开发与利用，她的街巷胡同与道路，她的宫殿、王府、官府，尤其是百姓民居四合院，她的街巷胡
同的标志性建筑——牌楼，许多都是古代建筑的珍品乃至世界的孤本，都是充满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统一体。
北京古城的一砖一瓦、一门一楼、一街一巷、一城一隍都能体现出浓厚的文化底蕴，值得我们了解，
值得我们爱护，值得我们欣赏，值得我们自豪。
不了解何来欣赏，不欣赏何来自豪，无自豪何来爱护，不爱护何以上对古人，下对来者？
    近年来我们读了一些书籍和文章，见了一些老照片和实物，才渐渐觉得北京的古建民居大有学问、
大有讲究。
抛开中国长期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不论，在古城北京的众多古代建筑物中，人们能了解到文王八卦之
说、阴阳五行之法、周礼营国之内涵、儒家和谐之要旨，同时我们更能见到古代建筑设计师和能工巧
匠在建筑方面的辛勤劳作、祈盼好恶和卓越才华，绝非“四旧”二字所能诋毁得了和清除得掉的，这
些恰恰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人文北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了解和欣赏中国古代建筑艺术，需要一定的修养，需要了解古建筑的规制与形制、古建筑屋顶的式
样与结构、古建筑屋顶的脊兽与嗤吻、古建筑屋顶的瓦件与琉璃、古建筑的油漆与彩绘、古建筑的砖
雕与装饰、古建筑的工艺与材质，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伦理观念、美学观念、儒家思想以及专制制度、
等级观念等。
不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欣赏中国古代建筑就无从谈起。
专制制度和等级观念与现代社会不符，必须抛弃，而剩余的这些恰恰是中国文化元素的集中体现，是
万万不能抛弃的。
    北京的古建艺术，是物质文化遗产，有形状、有尺寸、有颜色、有远近、有比例、有位置，因此加
上必要的实物照片和示意图，有助于人们对北京的古建筑艺术了解和欣赏。
本书以图代述、以文解图、图文互补、一目了然，化繁琐为简易，便于读者阅读。
笔者期待本书不仅能使读者从宏观上认识古城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河流与湖泊、街巷与胡同、四合院
民居的概况，更能从微观上了解其规制、形状、式样、结构、作用、特点等欣赏的标准与尺度、内涵
与品位，使北京古城不仅成为北京人更成为全中国人，乃至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和古城北京的世界各
国人民的美好向往和记忆。
毕竟，古城北京乃至中国的古代建筑艺术，没有了欣赏者、参观者和维护者，是无法保护和传承下去
的。
不过，要想了解古城北京的神韵，最佳的方法就是抱着本书身临其境，这样既看热闹，又懂门道，方
能感受得到她的博大精深。
    古人云，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我们对古城北京和中国文化更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孔子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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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能以知北京爱北京为乐，也希望更多的人以知北京爱北京为乐，则其乐融融也哉。
    在此，要向侯仁之教授、罗哲文教授致谢，因为本书引用了他们的个别章节和图片。
本书中的示意图均为作者本人所绘，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彩色图片绝大多数为作者本
人所拍摄。
蒋春霖先生、李晋军先生、朱墨女士也提供了一些图片及文字资料。
另外_二些图片，请原作者看到本书后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系，谢谢。
    朱正伦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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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正伦、李小燕编著的《城脉——图解北京古城古建》是北京一位历史学老教授20多年历史考证和亲
自探访的心血结晶，章节间汇集了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图片、手绘图。
《城脉——图解北京古城古建》从宏观上使读者了解古城北京的城墙城门、城池水道、街巷胡同、四
合院民居及牌楼的概况，从微观上使读者了解其规制、形状、结构、作用、优势等欣赏的标准与尺度
，内涵与品位。
《城脉——图解北京古城古建》以图代述、以文解图、图文互补，用简单的方式让你重新认识北京的
古城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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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正伦：男，祖籍江苏武进。
中共北京朝阳党校教授，北京诗词学会会员，曾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朱元璋政权时的儒生》、《明
朝初年的科举制度》、《对孔子“克己复礼”的再认识》、《孔子论证略说》等文章20余篇。

李小燕：女，北京人。
北京市日坛中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小学图书馆委员会常务理事，从事图书资料工作32年
，近年发表文章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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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中都城的城墙和城门
　元大都城的城墙和城门
　明清北京城的修建过程
　明清北京内城外城的城墙城门
第二章 城市的生命——北京城水系与湖泊
　曹魏至北朝时期的戾陵遏和车箱渠
　金中都莲花河水系与湖泊
　元大都通惠河水系与湖泊
　明清北京城的水系与湖泊
第三章 整齐的规划——北京的胡同
　北京城坊市街巷与胡同的称谓
　檀州街是唐幽州城唯一留下的街名
　辽南京析津府的坊与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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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北京顺天府的坊街巷及胡同
　清京师顺天府坊区街巷及胡同
　民国以来北京城的区街巷与胡同
　当代北京的区街巷及胡同
第四章 鲜明的等级——北京的四合院
　北京四合院的布局
　四合院的院门
　四合院院门的装饰
　倒座房
　垂花门——四合院的二门
　四合院的正房与耳房
　四合院的东西厢房与厢耳房
　四合院的后罩房
　四合院的影壁
　四合院砖雕
　四合院的内檐装修
　四合院的外檐装修——彩绘
　四合院院门前老物件
　四合院保护街区
第五章 地标的建筑——北京的牌楼
　北京牌楼的种类
　北京牌楼实例
　附1
　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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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箭楼面阔进深和高度应该与和该城楼的规制相一致。
例如内城九座箭楼均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与内城九座城门楼廊阔或九间或七间，廊进深或五间或
三间相一致。
唯一例外是正阳门箭楼比正阳门城楼廊阔九间，廊进深五间小了，但却与正阳门城楼面阔七间，进深
三间相一致。
，为了显示正阳门箭楼等级略高于其他八座箭楼，所以正阳门箭楼连城台通高38米，而其他八座箭楼
高度均在30米左右，最高的一座为德胜门箭楼，不足32米，比正阳门箭楼矮了6米多。
外城七座箭楼的规格更低，均为面阔三间，进深一间。
到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建永定门城楼和广安门城楼，提高其规制后，永定门箭楼和广安门
箭楼并未作相应的改建，依然保持原来的规制，这就使永定门箭楼、广安门箭楼与永定门城楼、广安
门城楼相比矮小了许多。
内城九座箭楼的抱厦就是在箭楼背面屋顶下再接上比其略低矮、面阔略窄小的建筑的屋顶，使两个建
筑连为一体，而屋顶成为勾连搭的形式。
明清北京城十六座箭楼中，外城七座箭楼均无抱厦，故其等级皆低于内城九座有抱厦的箭楼的等级。
如正阳门箭楼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所接的抱厦面阔五间，进深一间，于是正阳门箭楼的连抱厦通进
深就成了四间，抱厦再开过木方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脉>>

编辑推荐

《城脉:图解北京古城古建》：为正在消失的北京古城古建存档。
探寻北京古城发展绵延的文化脉络，触摸北京古建依然跳动的历史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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