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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要了解一个地方，没有比熟知地名更好的切入点了，了解北京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更是如此
。
    3000多年的时光飞逝，让我们在说起北京时总会不自觉地加上一个“老”字，正是这样一个“老”
字，把她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得淋漓尽致。
老北京的文化源于老北京的韵味，而老北京的韵味就深深地藏于老北京别具特色的地名中。
    老北京，她的每一个地名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次地名的变迁又会引入另外的传说。
这个地名，这些故事，加起来就构成了这一地的历史，把这些历史稍加梳理，老北京的轮廓就渐渐清
晰了。
    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车多人多“坟”也多，一下火车出西站，就是繁华的公主坟。
公主坟，一个简单的地名，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种种疑问：这么繁华的地方怎么会是坟地？
埋在这里的公主究竟是谁？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之前发生过什么？
这之后又发生过什么⋯⋯    除公主坟外，还有很多“坟”，八王坟、景王坟、索家坟⋯⋯并且这些“
坟地”无不是眼下北京的繁华所在。
这些“坟”的背后又会有哪些故事？
它们之间有哪些渊源？
    仅“坟”一例，足见老北京以及老北京地名的魅力。
所以说，对老北京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们绝对不可错过老北京的地名。
    时光荏苒，老北京已然成为历史，而老北京地名承载着的老北京文化却越发丰满，细细把玩它们，
那些渐行渐远的旧时风物，仿佛还在身边，从未远去。
置身其中，亲近历史，感受那种深远绵长的文化氛围，这，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本书的编写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老北京一个个地名的讲述，帮助读者了解地名背后所发生的鲜为
人知的故事。
以此掀开历史的一角，让大家看到岁月沉淀下来的五彩斑斓。
通过对历史的管窥，让逝去的记忆复活，让曾经的风景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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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北京，她的每一个地名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次地名的变迁又会引入另外的传说。
这个地名，这些故事，加起来就构成了这一地的历史，把这些历史稍加梳理，老北京的轮廓就渐渐清
晰了。

    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车多人多“坟”也多，一下火车出西站，就是繁华的公主坟。
公主坟，一个简单的地名，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种种疑问：这么繁华的地方怎么会是坟地？
埋在这里的公主究竟是谁？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之前发生过什么？
这之后又发生过什么⋯⋯除公主坟外，还有很多“坟”，八王坟、景王坟、索家坟⋯⋯并且这些“坟
地”无不是眼下北京的繁华所在。
这些“坟”的背后又会有哪些故事？
它们之间有哪些渊源？

    时光荏苒，老北京已然成为历史，而老北京地名承载着的老北京文化却越发丰满，细细把玩它们，
那些渐行渐远的旧时风物，仿佛还在身边，从未远去。
置身其中，亲近历史，感受那种深远绵长的文化氛围，这，何尝不是一种享受？

    《地名里的老北京》通过对老北京一个个地名的讲述，帮助读者了解地名背后所发生的鲜为人知的
故事。
以此掀开历史的一角，让大家看到岁月沉淀下来的五彩斑斓。
《地名里的老北京》通过对历史的管窥，让逝去的记忆复活，让曾经的风景重现。
本书由杨舒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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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有着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50余年的建都史，是举世闻名的历史古城。
    一提起北京，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把它和南京联系在一起。
在大家的印象中，北京是相对于南京而言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之所以有南北二京，这完全是历史
的巧合。
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北京也曾经被称为“南京”。
    详考北京不同时期的名称，大致有二十多个，“南京”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克商以后，把“蓟”封给了帝尧，把“燕”封给了召公爽，蓟
和燕这两个国家边境相连，都城相距也不远。
    “蓟”就在现在的广安门一带；而“燕”的位置就在今天的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附近。
这两个相邻的国家战事不断，后来，燕国兼并了蓟，并且把国都也迁到了那里，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
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都城“蓟城”，蓟城一直被看作是北京的前身。
    从成为燕都后，历经秦汉、跨越五代十国一直到唐宋，名称也一变再变，在不同时期分别被冠以日
下、春明、幽州等称谓。
    北京被称为“南京”，始于辽会同元年(公元938年)。
    辽人也就是契丹人，他们是世代生活于辽河上游的一个游牧民族。
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契丹国，建都城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称为
“皇都”。
阿保机登基称帝后，改国号为“辽”。
而这时的中华大地正处在“五代十国”的纷乱时期。
    公元936年，后唐的节度使石敬瑭为篡夺政权，竟以割让国土为条件，换取辽太宗发兵协助。
在辽兵的帮助下，顺利地篡位当上了后晋皇帝的石敬瑭，为了兑现承诺，随之割让北方国土幽、蓟、
云、朔等“燕云十六州”给辽国作为回报，并尊称辽太宗为“父皇帝”，石敬瑭自己则做了骂名千载
的“儿皇帝”。
    当时割让给辽国的幽州城，在今天北京西南的广安门一带。
公元938年，辽太宗将国都“皇都”改名为“上京临潢府”，定幽州为“南京析津府”，定辽阳(今辽
宁省辽阳)为“东京辽阳府”，定今内蒙古宁城为“中京大定府”，定云州(今山西省大同)为“西京大
同府”。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辽五京”——四个陪都和一个国都。
幽州被升格为辽国的陪都后，改称为“南京析津府”，简称“南京”，又因为它地临燕山，所以也同
时被称为“燕京”。
北京城的别称“燕京”也正是始于此时。
    公元1112年的夏天，辽国天祚帝到混同江(今日叫松花江)渔猎，按惯例，女真各部落首领都要前来
朝拜。
在宴会上，世居松花江流域并逐渐开始强大起来的女真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因不肯屈尊献媚而险些被
处死，这件事刺激了阿骨打，引发并坚定了他抗辽的决心。
    次年，完颜部落联合其他女真部落正式起兵反辽，建立了金国，都城就设在今天黑龙江阿城。
    公元1123年，金军攻陷了辽国的陪都“南京析津府”；1125年，辽国的天祚帝被金军俘获，辽国正
式灭亡。
刚刚取得了胜利的金兵，乘胜南下，在一年后攻陷了北宋国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公元1149年，丞相完颜亮发动政变登上了金国皇帝的宝座，为了巩固帝位和更有效地统治中原，他下
诏迁都燕京。
    定下迁都大计之后，完颜亮即派画工去北宋国都汴梁，实地测量和描摹北宋的宫殿园囿，同时征调
军队40万人、工匠民夫80万人去燕京，按照汴梁的形制式样在燕京进行仿建。
建成后的燕京气象焕然一新，完颜亮大喜之余，钦定改辽“南京析津府”为“中都大兴府”，并仿效
辽的“五京”制又设置了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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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的中都大兴府无疑是“五京”之中规模最大和最为繁华的一个城池，是当之无愧的国都，北京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都。
    当时的中都为后人留下了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地上建筑物——位于广安门北滨河路西侧的天宁寺院内
的密檐式十三层八角砖塔，这座砖塔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在风雨中见证了昔日的繁华和历史的沧桑。
但可惜的是，中都的繁华也仅仅持续了短短的63年，随着1214年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大兵压境，金国
被迫迁都至汴梁，而中都也于次年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几近毁灭。
    但是，尽管遭到了近乎彻底的捣毁，它还是为我们留下了昔日繁华的影子——钓鱼台、玉渊潭、香
山、玉泉山、北海、陶然亭这些曾经的皇家别苑依然在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蒙古铁骑给中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世界之都的，也是蒙古人。
    蒙古灭金建立元朝后，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筑都城，至元九年(1272)，新都建城并改名
为“大都”，这就是后世俗称的元大都。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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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要了解一个地方，没有比熟知地名更好的切入点了，了解北京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更是如此
。
3000多年的时光飞逝，让我们在说起北京时总会不自觉地加上一个“老”字，正是这样一个“老”字
，把她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得淋漓尽致。
老北京的文化源于老北京的韵味，而老北京的韵味就深深地藏于老北京别具特色的地名中。
    《地名里的老北京》通过对老北京一个个地名的讲述，帮助读者了解地名背后所发生的鲜为人知的
故事。
以此掀开历史的一角，让大家看到岁月沉淀下来的五彩斑斓。
通过对历史的管窥，让逝去的记忆复活，让曾经的风景重现。
本书由杨舒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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