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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定都、迁都历来为国之要政，兹事体大，关乎国计民生至巨。
历代朝堂上有时就定都、迁都的一系列问题产生激烈的辩论，为此常引发利益争端，甚至会使矛盾激
化演变为严重冲突。
《尚书·盘庚上》：“胥动以浮言。
”这里说的是商王盘庚欲将商朝国都由毫迁至殷，毫都的贵族因为不愿外迁而极言迁都之弊。
为阻挠迁都，他们浮言纷纭，煽动群情而致民怨沸腾。
盘庚告诫他们：“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唯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
”读者一看《定都与迁都：兼论中国迁都问题》题目，自然会觉得笔者有“浮言以动”之嫌，在现今
首都正因为兴办奥运而蒸蒸日上之际提迁都，实在是让人觉得笔者为了哗众取宠而不惜赤膊上阵。
笔者一向信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句话。
吾辈久居太平，对于“危”已几忘殆尽，而热情中的冷静理应是社会进步中的雪中之炭。
此书的目的亦希冀我们能回归冷静，冷静地思考我们所处的境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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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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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平津战役中，解放军以破竹之势攻克“堡垒化”的天津，对北平实施重重包围之势。
北平守敌犹如瓮中之鳖，拿下北平对于人民解放军而言实如探囊取物。
但对于采用何种方式解放北平，毛泽东有些顾虑。
他希望能和平解放，古城不受炮火的摧残。
1948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对徐向前表明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意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
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
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
老阎。
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和上层
军官的统战工作。
在包围北平期间，毛泽东曾派人拿北平市地图请教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在图上把北平内
值得保护的古建筑标出来，以免在进攻北平时被解放军误伤。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在平津战役前线时就曾考虑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一是因为北平是国
内外驰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损失太大；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中，就
曾议论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拟建都北平，自然应该使北平的损失越小越好；再说，“不战而胜”正是
《孙子兵法》中的上上策。
他曾对林彪说：“我们当然不放弃战争解决问题，而且要打北平也比较容易。
北平的城墙虽然很厚，但工事不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兵无斗志。
以我军现在的力量，打下北平不成问题。
不过，我们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给党中央。
北平是座历史古都，如果名胜古迹被打坏了，你我都不好对历史作交代。
”　　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解放北平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最终促成了北平解放前与傅作义的第三次和
平谈判，并签订《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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