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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是由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系列
中的一种。
它以史话的形式，记述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情况，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回顾
历史，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这套丛书力求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
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注重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使广大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这套丛书是已出版的《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的延续和拓展。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了解当代北京人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了解爱国、创新、包
容、厚德的北京精神，这是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着力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目标。
近几年里，我们尝试着组织编写了一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包括《菜篮子史话》、《米
袋子史话》、《餐饮史话》、《居住史话》、《服装服饰史话》、《公共交通史话》、《医疗史话》
、《社会保障史话》、《民用能源史话》、《电视史话》、《阅读史话》等，已出版了三十余种。
实践证明，这个尝试和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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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考古史话》由郭京宁所著，《当代北京考古史话》力求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
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
即注重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使广大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本书是已出版的《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的延续和拓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北京考古史话>>

作者简介

郭京宁，北京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
现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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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力争做到学术性、通俗性、严谨性、趣味性的统一，但自知文采有限，专业人士恐觉浅薄，大众
读者恐感艰涩，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北京考古史上，特别是近六十余年来，重要发现不胜枚举，层出不穷，本书所介绍的，不及百分之
一。
    限于篇幅和写作内容，本书主要介绍北京地区的畚古工作，北京籍单位和个人在北京地区以外的工
作提及甚少。
    本书所引用考古资料截至2011年底。
2010年7月，北京市行政区调整，为便于引用以往的资料，书中涉及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皆
指合并前的格局和名称。
    写作过程中，曾咨询北京市文物局高小龙，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赵福生、郁金城、靳枫毅、李永强、
孙勐等同志，对众位为北京考古事业的发展付出辛勤努力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感谢李剑波先生和当代北京编辑部的信任。
    感谢周莎同志在文字录入方面的协助。
    本书作者郭京宁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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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考古史话》是由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系列中的一种。
它以史话的形式，记述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方方面面的发展情况，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回顾历史
，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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