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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的帝都，其街巷地名大都带着浓厚的人文色彩。
老城区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建筑群，大街小巷的基本格局奠基于元代，形成于明代，清代虽有变动
，但总格局未改变。
它们与古都一起经历了历史沧桑，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城市的发展，有的已为历史所淹没，有的不止一
次地更名改姓。
    俗话说：“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
”北京的街巷地名虽然繁多复杂，但它们的命名仍有一定的规律和讲究，如有的以自然界的天地日月
、山河井池，风雨冰雹、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瓜果蔬菜来命名，有的则与生活饮食、服饰用品等密
切相关，也有以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奇数偶数来取名的 ，还有的就直接以人体的有关部位来命名。
    此外，天安门广场历史演变的基本情形是怎样的？
北京著名的长安街究竟是怎么得名的？
东单西单和东四西四原来叫什么名？
⋯⋯这些也都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笔者查阅各种资料，将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名的来历和典故一一道来，饶有风趣，写成了这本了
解北京逸闻趣事、历史典故和人文地理的图文并茂的书。
相信广大读者朋友从书中一定会得到不少有益而有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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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素有文明古都的称号，作为元明清三朝的帝都，其名胜古迹大都带着浓厚的人文色彩，老城
区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建筑群，拥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永定门一正阳门一紫禁城一景山一钟
楼一鼓楼，从空中俯瞰，整个北京城呈现一种对称之美。
　　明清北京城，分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重，每一重都有城墙相围。
最里面的宫城又称紫禁城，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故宫，它的正门是午门；紫禁城外面一层就是皇城，
皇城的正门就是著名的天安门；皇城外面是内城，内城的正门是正阳门（前门）；确切地说，内城的
南面是半个外城，外城正门是永定门。
另外在京城北面还有一个北土城。
我们将在书中介绍的北京的街巷地名与老北京城的布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本书的开头部分，笔
者参考吴彦鹏先生的《大北京地理趣谈》一文，先将北京城的建都始末和布局做个简单的介绍。
　　从元大都到北京内城　　北京的建都始于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废帝完颜亮改燕京为中都，
其皇宫位置在今广安门以南地区。
1220年成吉思汗3次攻打京中都，并放火焚烧，宫阙成为一片废墟。
后来忽必烈选择在北京地区建立了元大都，因为水源的原因，他放弃了金中都旧城城址，以东北郊外
金琼华岛离宫（今北海公园一带）为中心。
　　大多数城市都是先有居民和建筑，然后再筑城圈，而元大都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先做统一规划
、统一建筑，再做统一搬迁的大都市。
元大都的城址勘定、规划由刘秉忠等人主持，是按《周礼·考工记》所载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
规制修建的，充分体现了皇权至上的理想，符合“匠人营国”的思想。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都城建成。
大都城呈长方形，南北较长，北到今天的北土城，南到今天的长安街，东西向与现在的东西二环重合
，它为今日北京城的方位奠定了基础。
城墙周围共11门，城内除皇城外，划分为50坊。
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是人类历史上值得关注的一笔，是封建王都规划实践的高峰。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改大都为北平。
为了削减元大都的“王气”，使之规模不能超过明都南京城，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向南移了5里，移到
了现在德胜门、安定门一线。
但元大都北半城的城墙和护城河到现在还在，即学院路一知春路一带的元代土城墙。
　　朱元璋死后不久，他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为名攻克南京，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
但长期盘踞北方的朱棣，还是希望把首都迁回北平。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改北平为北京。
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征调数十万工匠及大量兵士营建北京宫殿。
经过15年的修建，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才基本竣工，次年正月，迁都北京。
　　明皇城的营建，基本以元大都为基础，只是为了取得从正阳门到钟鼓楼的贯通，中轴线稍向东移
。
东城墙和西城墙均是在元大都土城基础上包砌城砖筑成。
因为城市的核心——宫城的位置整体南移了，南城变得狭窄局促，所以就将元大都南城往南推进了二
里，即从现在的长安街推到了前三门大街一带。
这时的明京城周长40里，共9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
门、阜成门、宣武门。
这就是老北京城的内城。
　　天上紫微星，地上紫禁城　　宫城就是今天的故宫，我们也把它叫做“紫禁城”。
紫禁城取紫微星居于天地中心之意。
“紫”就是指居于中天的紫微星，古代是天地的象征，另外皇宫属禁地，所以称为紫禁城。
这个名字与中国古人认为的“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有关，因此故宫的结构也被看做是模仿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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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天宫”构造而建的。
　　宫城是北京城的核心。
明初攻克元大都后，将原来的元皇宫，除隆福宫改为朱棣的燕王府外，其余大部分宫殿为了“灭王气
”，全部都拆毁了。
因此，为了迁都北京，就需重新建造紫禁城皇宫。
紫禁城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完工，周长约6里，南北960米，东西76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
　　宫城有4座城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
四角有壮丽的角楼。
城外有护城河，也称筒子河。
　　宫城内部的房屋传说有9999间半，只比传说中天帝的一万间少半间。
这些宫殿房屋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南为工作区，即外朝，主体建筑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北为生活区，即内廷，包括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三宫以及东西两侧的东六宫和西六宫，这就是皇
帝及其嫔妃居住的“三宫六院”。
永乐帝在营建紫禁城时，特意将处理政务公事的场所和皇帝的个人生活场所分开，在内廷的进出口乾
清门前，放置着一对雌雄金狮。
　　皇城　　历史上的皇城是与北京旧城同时代修建的一座皇家宫廷建筑，是拱卫紫禁城安全和为封
建帝王统治服务的皇宫外城。
　　明清皇城的范围大致是：东起东皇城根，西至西皇城根，南达天安门红墙一线，北抵平安大街。
皇城内建有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皇家御园（景山、三海）和二十四署，以及监、局、厂
、作、库等各类官衙署。
诺大的区域全部处于高大厚重的红墙包围之中。
　　皇城城墙作为界于紫禁城和内城之间的一道城墙，用砖砌成，外涂朱红色，周长9000多米，呈不
规则的正方形，四面各开一门。
在皇城最南面，正对着内城的正阳门有一座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建国后拆毁）。
大明门以内是皇城的正门天安门，皇城东门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地安门。
　　在明清时期，皇城作为禁区，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得入内的，据《燕都丛考》记载：“皇城以内，
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奉事者至午门而止。
”皇城墙内侧是皇家宫殿和御园，外侧则是胡同、四合院和传统商业店铺构成的老北京市井风貌，两
者相互交融，构成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
皇城四周被称为皇城根，是北京的一个代名词，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积淀。
　　皇城的城墙一直保留到辛亥革命。
由于皇城位于北京城的中心，东西往来必须要绕道而行，到了1917年，民国政府先拆了东安门南段的
皇城城墙，接着又把西皇城根灵清宫一带的皇城拆了。
1923年以后，陆续拆除了东安门往北、西安门往南等处城墙，最后只剩下从中南海南岸经天安门到南
河沿口的这一段城墙了，也就是我们现在在长安街上能看到的那段红墙。
　　不过，东西皇城根的地名仍保留到现在。
2001年，国家在修建东皇城根遗址公园时，挖出了皇城城墙的基座，并复建了一小段皇城墙，可以供
游人参观。
由于皇城位于北京城的中心，皇城城内有天安门、故宫、中南海、北海、景山、社稷坛（中山公园）
、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名胜古迹，所以，虽说皇城的城墙没了，但皇城内的建筑相对而言基本
保存完好，原有的格局没有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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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的帝都，其街巷地名大都带着浓厚的人文色彩。
其地名虽然繁多复杂．但它们的命名仍有一定的规律和讲究。
作者在书中将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名的来历和典故一一道来，饶有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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