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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
几十年来，除了“文革”时期到外地插队数年之外，我再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北京。
北京眼看着我一天天地长大、成熟，我也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感
悟它，直至我本人也已成为它几十年变迁的见证。
每当从外地回京，我赞赏它作为一国之都特有的雍容和璀璨；而自国外归来，我又常常叹息它因污染
导致的尘昏。
但无论灯明灯暗、天晴天阴，北京都与我肌肤相亲。
从踏入史学研究之门的那天起，我就想将北京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始终未能如愿的原因，是苦于不
得其门而入。
直到十年前接触到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我才终于找到一个能够进入北京历史的深处并且将它表达出
来的门径，那就是通过对若干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方式，从个体的角度，亦即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
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追溯百年来北京城的历史。
我想通过访谈，来看北京人如何记忆和表述他们的过去。
他们怎样把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怎样使过去变成现在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他们如何运用
过去来诠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眼中的这个北京，正是这些，构成了历史记忆过程的本质，这是本书想
做的尝试。
也是本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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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是一部以口述访谈为主的史学专著，旨在通过老北京人的口述，反映晚清以来北京人的生活变
迁和历史命运，进而追溯近百年北京城市生活变迁的历史。
全书体现了口述历史民间性和个人性的特点，内容涉及文献资料、尤其是官方文献不曾触及的领域，
包括人的社会交往，如婚姻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也包括人的生活趣味，如吃喝玩乐、审美情
趣等等。
在编排上根据北京城环形结构的特点，分成内城篇、外城篇和郊区篇三部分，通过生活在不同区域的
老北京人的口述，反映不同区域北京人的生活状态，进而形成一部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北京城市生
活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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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定宜庄，女，满族，北京市人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1974年回城。
先后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获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专业为清史、满族史。
著有《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与人合
作）及《中国知青史·初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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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两个否定太重要了刘：我老说我说话得有点观点，这观点今儿在这儿得说，平常也不大有机会
说，不敢说.怕得罪了谁。
他们老说我是唱戏的，让我唱戏我不干，内行呢，也有帮，社会上更是有帮。
当年演员好角到了上海，得给青红帮里人磕头去，这事我不干，不能干这事。
我还干我的生理去。
我这生理还是比唱戏强，吃这饭的嘛。
在生理学界我还算是老一辈的生理学家，惭愧惭愧。
定：那刘老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我听人说，生理学在您年轻的时候是生物学界最前沿的学科。
刘：可以说是。
定：可是现在是夕阳学科，是吗？
刘：其实不是。
现在会听到一种说法：21世纪的科学是生物科学的世界，是分子生物学的世界.其实不该这样说。
因为今天有一个新说法，这就是生物学与系统科学相结合的系统生物学已经是医学和生物学研究中的
热点的提法。
今天国内外已经建立起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等新机构。
我是学生理学的。
还是说生理学吧。
生理学在上世纪30年代末就曾经被人说消失了。
那时组织学、药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这些科目都高度发展起来，这一来就好像生理学没有事
可做了，其实干生理学的人，一直有他们的看法，下面谈一下。
生理学从来非常注意整合问题，也就是全面看问题。
不是光看分子，也不是这个光看心.那个光看胃，那个光看肠子。
现在不是讲集成线路么，在生理上就是整合，这俩在英文里是一个词儿：integrative和integration。
这是比较先进的思想。
这人呢，怎么能够自己控制自己。
用不着外边搀着扶着，这个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和物理学对照一下。
物理学最早是看天体，有万有引力，现在搞的呢，是各种的力，各种的作用，各种的微粒子，它往那
儿走。
比如说我打小儿到现在，这地球没什么大变化，一年还是那样，还是白天是白天，黑天是黑天，这太
阳还在这儿摆着，月球还在这儿摆着，不说太阳系以外的吧。
整体的太阳系，它稳极了，非常稳，没什么大的变化。
那什么东西在这儿管呢？
是上帝吗？
不是，它是中间有一种控制的力量。
人体是个整体，也有控制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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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套装上下册)》的访谈围绕着“人”展开，关注的是人和人的生命史，正是这
些人的生活、生命，才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灵魂与神韵，是研究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作者把这五十多人的口述，用来作为展现老北京人性格与为人特点的方式。
将北京人放在北京这个特殊的地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反过来也通过北京人，来看北京这座城
市和它的历史。
常言说得好，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被访者口中和心中的那座北京城，还有京城中百姓
们过的日子是那样的五光十色、摇曳生姿、饱满多汁、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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