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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有一句哲谚：“城市是人建的，乡村是神造的。
”其实，无论是人还是神，归根结蒂是人造的。
在中国，城市与井田制密切相关。
专家考证，井田制在我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发展到西周时期，遂成定制。
《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是，一平方里的土地为一井。
井是正方形的，一井有九百亩，划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亩。
中间的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是私田。
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
按照当时的制度，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
《诗经》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表现。
公田的主人是谁？
奴隶主？
还是农奴主？
史学界有不同的诠释。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等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
的形状。
这样的土地制度被表述为井田制，也就可以理解。
为了耕种与管理，在井田制的土地上，农民要规划道路，挖出沟渠，定出边界。
在边界上开沟启土，堆积土垣，称“沟封”，如果在沟封上种植树木，这样的树木，便叫做“封树”
。
与井田制相对应的是用于居住的“里”。
里，也是正方形的，也是九百亩，也规划为九等份。
八份是居民住地；一分是公共用地，是祭祖、酬神和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
里，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是城市。
根据成书于西周末年的《考工记》记载，周天子居住的王城，也就是首都，理想的形式应该是正方形
的，城里面设置九里，如同井字，中间的里，是皇城，皇城居于王城之中；其余的里，作为百姓的居
住的之地，围绕在皇城的四周。
为了方便里中百姓的出入，在里的四周开辟里门；同样，为了方便城中百姓的出入，在城墙的四面，
也要开辟城门。
多少数量为好呢？
《考工记》认为，以十二座，也就是说，在每面城垣开辟三座城门为好。
因为，每一面的城垣之下，都有三个里，三个城门对应三个里，每一个里的百姓都可以通过一座城门
出入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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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从周公封召公奭于燕算起，北京建城已然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如果从元世祖忽必烈建设大都算起，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也有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了。
    北京历史悠久，人文丰厚，在数千年的文明活动中创造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地名便是其中之一。
何谓地名？
地名是人类对某一区域的认知与命名。
这个区域可以是纠葛的山川树木，可以是精准的疆域区划，也可以是休憩的村巷聚落。
总之，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而折射出丰饶的人文气息。
    据统计，北京约有两万个地名。
这些地名种类繁夥，变迁复杂，或恢宏、曼妙，或村俗、精致，或曲折多姿，是北京生动而又精彩的
历史记忆。
《北京地名典》便是这样一部展示北京地名变迁的工具书，自2001年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为此作
者进行了修订，力求更为全面地反映北京的畴昔深处与今之面貌，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感悟与怀思
之情的摹本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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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戏楼二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藏经馆胡同，南至戏楼胡同。
1949年后称雍和宫东路。
1965年称戏楼二巷。
“文革”中一度改称全红二巷。
参见戏楼一巷。
北新一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北新胡同，南至前永康胡同。
民国称北新开路。
1949年后沿称。
1965年将北新开路的一部分及并入的观音寺北部改称今名。
北新二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戏楼胡同，南至北新胡同。
民国称北新开路。
1949年后沿称。
1965年将北新开路一部分改称今名。
北新三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北新胡同，南至前永康胡同。
1965年将北新开路一部分改称今名。
北新四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戏楼胡同，南至北新胡同。
1965年将北新开路的一部分改称今名。
北新五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呈东西、南北直三角形。
北起北新胡同，西至北新三巷。
民国称北新开路。
。
1949年后沿称。
1965年将北新开路南部改称今名。
前永康一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前永康胡同，南至北新桥三条。
民国称观音寺。
1949年后沿称。
1965年将观音寺的一部分改称今名。
在前永康一巷东面，依次并排为前永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
前永康二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前永康胡同，南至北新桥三条。
1965年将卿音寺的一部分改称今名。
前永康三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前永康胡同，南至北新桥三条。
1947年称大康里，1949年后沿称。
1965年将大康里的一部分改称今名。
前永康四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前永康胡同，南至北新桥三条。
1965年将大康里的一部分改称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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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永康五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前永康胡同，南至北新桥三条。
1965年将大康里的一部分改称今名。
后永康一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炮局胡同，南至后永康胡同。
1947年称三十间房。
据传此地最早住有三十家，俗称三十间房。
。
1949年后称三十间房胡同。
“文革”期间改今名。
后永康二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北起炮局胡同，南至后永康胡同。
1947年称鞭鞘胡同。
1949年后沿称。
“文革”中改今名。
后永康北巷位于东城区东北部。
呈南北走向南端曲折。
北起炮局胡同，南至后永康胡同。
1947年称北口袋胡同。
1949年后沿称。
1965年因其位于后永康胡同北侧，改今名。
合作巷位于东城区北部。
呈南北走向多曲折。
北起柏林胡同，南至后永康胡同。
清称达子营。
民国沿称。
1949年后改今名。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地名典>>

编辑推荐

《北京地名典(修订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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