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通史》 

 
    32 开，平装，共 482 页，198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曹子西主编，北京燕山出版

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北京通史，纵贯古今，横通内外。真实地展现和记述了各个时

期、各个阶段北京地区社会演变的历史全貌。《北京通史》不仅反映北京(地区)城乡社会发

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而且着重叙述北

京的城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的演变史实，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带有规

律性的东西。 
     同时，也着重处理了中国通史内容和北京地方史内容的结合和交叉问题。既使人看到

北京对全国的影响和作用，又可以看到北京自身发展的情况。全书从北京的角度出发，写出

了北京历史的特色。 
 
绪言 
 
曹子西 
 
    北京作为当代中国的首都，有它特殊的地位。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它独具的特色。 
    北京作为发展中的现代大城市，在国际交往中日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引起全世界越来

越广泛的关注。 
    这种形势向我们提出，北京应当有一部全面、系统而又科学地展现它历史面貌的大型学

术专著。因此，北京社会科学院（原称所）于 1978 年 8 月创建之初，即设立了历史研究室

（现改称所），提出了研究和编写北京历史的问题。算起来，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 
    当时，我们的主客观条件都比较差，要编写《北京通史》并非轻而易举。过去的北京地

方文献不少，但大多是传统方志的体例。如何突破方志的框框，用现代科学方法，再现北京

历史发展的客观面貌，从中找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它需要从资

料、理论、方法、队伍，乃至于物质条件等方面逐步积累和准备。经过十年的努力，《北京

通史》十卷编写构架的具体方案，在学术顾问、特约编审会议上，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审

议和确认。目前，有两卷书已经付梓，其它各卷也将在今、明两年内陆续完稿。 
 
一、《北京通史》的编写准备 
 
    十年来，我们为编写《北京通史》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准备： 
    第一，资料准备。资料是编写北京通史的基础。北京历史相当久远，且不说这里的人类

遗迹，仅从周武王灭商封燕、蓟，北京地区出现行政建置算起，至今也有三千多年了。可是，

前人留下来的北京地方文献，主要是北京成为首都以来，特别是明、清以后的资料为多。其

内容又大多是反映城市规制、宫廷府第、坛庙寺观、园林、掌故等比较狭小的范围，这就需

要从头做许多新的工作。为此，我们从三方面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首先是从浩繁的历史

文献，包括北京方志、二十五史、通鉴、实录、类书、档案、历代文集中，筛选有关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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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然后按照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初步编出：《燕

史资料》、《秦汉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蓟城资料》、《辽南京资料》、《金中都资料》、《元大都资

料》、《<清实录>北京资料摘编》，以及专题资料如北京地方文献书录、建置沿革资料、北京

农业发展史料、自然灾害和地震史料等等，数达几百万字。这些资料有的已公开出版，有的

已编纂完毕，有的尚待进一步加工，但都为通史的编写打下了基础。其次，是充分利用近现

代，特别是 1949 年解放以来的考古资料和现存文物资料。我们历史所每年几乎都要组织一

些实地考察，有些同志还进行了单独的考察。有的同志用数年时间，对北京地区的地理、自

然环境、著名文物点，甚至一个县、一个区的出土文物进行详细考察，不惜顶风雪、冒炎暑，

千里跋涉。再有，是注意收集前人、今人已作出的研究成果，作为编写的借鉴。对于近现代

部分，有些同志还注意访问、收集一些口头回忆资料，保存录音或整理成文字资料，编辑出

版了《北京地区抗日战争史料》等。通过这些工作，才使我们对北京历史的各方面主要情况，

总体线索，内容含量，以致形象感受，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第二，理论、方法准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开始进行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

十年来，北京社科院历史专业的研究人员，先后写出数百篇关于北京历史的论文和文章，从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城建、民族、社会生活，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历史人物的活

动等等方面，探讨了北京的历史。有些同志并着手研究北京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在这个基

础上，还写出了有关北京的若干史书和专著。这样，就为我们从全局上、总体上，比较全面、

深入地把握北京通史的内容和构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从研究、编撰方法来说，《北京通史》怎样写，大家曾经提出过多种构思。有的主张采

用纪传体来写北京通史；有的主张借鉴明清方志的体例；有的主张以重大历史事件发展的纵

线条为主，按每个历史阶段横向展开各方面的社会历史情况。为了探讨北京通史的编纂方法，

我们于 1980 年编写了 60 余万字的北京史大事记，后来整理出版了《北京历史纪年》一书。

这是一本资料性的工具书，又是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北京简史来写的。在这本书里，我们把解

放前的北京历史，第一次划分为十四个阶段。从表面上看，象是顺着历史朝代演变排列下来

的，实际上作为首都城市地区史，也有它内在的规律性可循。1983 午，我们在北京大学分

校历史系二、三年级开设了“北京通史”课，1984 年在北京电视台播讲了“北京古今十讲”

的录像，1986 年又开办了“北京历史文化学术讲座”。接着，编写出版了 45 万字的《北京

历史纲要》，这是分阶段、按章节写的北京史专著，它初步形成我们目前正在编写的《北京

通史》构架的基本模式。正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才进一步考虑《北京通史》的整体

构架和分卷，以及各卷的章、节、目编写大纲。 
    第三，组织准备。在研究工作中，出成果，出人才，这是相辅相成的事。没有拔尖的人

才，就形不成队伍，搞不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通过艰苦的深入钻研，也锻炼不了队伍，

培养不出冒尖的人才。1986 年以前，在历史专业研究方面，我们也曾组织过不少集体合作

项目，但从《北京通史》的编写来讲，实际上还处于准备阶段。象《北京通史》这样的大型

科研项目，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短时期内可以突击完成的，它必须由一支素质优良的队伍来

承担。通过这些年的准备和锻炼，我们逐步成长起来一批人才。这些同志基本上具备了编写

《北京通史》，或者从事北京专史的独立研究能力。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自 1987 午 3 月，经过充分酝酿，重新调整、建立

起由院部直接领导的北京通史课题组，以便集中力量，统一部署，分工合作，共同研究。目

前，北京通史课题组共有 16 人，其中有研究员 1 人，副研究员 5 人，助理研究员 9 人，研

究实习员 1 人。这支队伍的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在这 16 人中，单独或合作写过专著和史

书的，占了半数以上。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来承担这项任务。经过近两年的实践，证明这

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在这期间，我们已有两卷《北京通史》定稿付梓，即远古至十六国北

朝时期的第一卷和辽南京的第三卷，还有两卷也已完成大半初稿。同时，编出了几卷北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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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资料或专题资料。应当提及，经过课题组同志的集体努力，在 1988 年 9 月完成了《北京

通史》十卷的编写框架，这就为各卷普遍进入编写阶段，提出了具体方案。 
 
二、《北京通史》的分期和分卷 
 
    我们把北京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主要按照城市的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分作四个

时期，分编十卷。 
    第一个时期：从北京地区的古代人类活动开始，到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时间自约

70～50 万年前到公元前 222 年，如果从有城市建置的记载算起，共约一千来年。 
    第二个时期：从封建统一国家的东北军事重镇、交通贸易枢纽，到北部地区的多民族大

城市。时间自公元前 221 年到公元 937 年，共有一千一百多年。 
    第三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全国政治中心的形成和演变。时间

自公元 938 年到 1949 年北平解放，共有一千余年。 
    第四个时期：北平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至今，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中心、文

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时间自 1949 年至 1989 年，共四十年。 
    《北京通史》的第一卷，包括了北京地区的古代人类活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的居民；

西周春秋时期，作为北方封国统治中心的燕、蓟古城；战国时期的燕都蓟城，秦汉时期封建

统一国家的东北军事重镇和交通贸易枢纽，以及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幽州蓟城，这是从东

北军事重镇到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军事前哨基地，也是草原文化同农耕文化融合的凝聚

地。这一卷的跨度较大，时间较长，是北京地区出现城市之后的早期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的幽州单列为第二卷，是因为隋唐再度统一后，幽州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有了较大的变化。尽管它在统一局面下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安边和控制东北疆域，但当安史

之乱动荡局面出现后，幽州地区的社会实力则进一步显示出来，其影响波及全国。同时，就

这个城市自身的发展来看，无论其规模、建置、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都增长着新的因素。它

是古代北方各族融合、凝聚之地，是当时名符其实的北部地区多民族大城市。 
    辽金以后，基本上按照朝代更替划分为七卷，即：第三卷为辽代的南京，第四卷为金代

的中都(包括北宋燕山府)，第五卷为元代的大都，第六卷为明代的北京，第七卷为清代的京

师（1644～1840 年），第八卷为清代的京师（1840—1911 年），第九卷为民国时期的北京。

从第三卷到第九卷，都主要是写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形成与演变。 
    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首都北京的发展，单列为第十卷来写。 
    这样的分期和分卷，看起来好象也很简单，但还是经过了一段探索，有一个逐步加深认

识的过程。 
    一、我们 初搜集、整理北京历史大事记资料时，明显地可以看出，北京地区的历史演

变进程是有阶段性的。它虽然同朝代的更替相似，尤其是北京逐步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后，

但也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注意到，这种阶段性，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环境中，

由北京这座城市所具有的机制、功能和地位所决定的。而体现各个阶段的北京城市的基本特

征，又被这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局限，并同当时的社会环境互为影响和相互作用。这样，我们

就不能把中国史中有关北京的资料简单地汇拢起来，而必须看到北京的文明史，乃是作为这

座城市所辖地区的历史，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纵贯古今的发展过程。它和全国的历史同步

发展，是全国历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北京通史》的分期和分卷，既不能

完 
全摆脱套用一般中国通史的分期分卷方法，又不能完全摆脱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普遍规律。 
    二、北京不同于晚近兴起和建设的一些城市，也不同于其它的中国名城古都。它是地球

上人类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又是近千年来的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历史演变，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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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清楚，线索连贯，大体上是沿着部落、方国、诸侯领地中心，进而成为统一封建国家北部

地区的重镇，后来逐步发展，才上升到全国首都的显赫位置和进入世界著名大城市的行列。

“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和现代城市，它的地位与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上，有一个

由低到高、从小到大的演进过程。尽管其中也曾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但总体来说，这个城

市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而其机制与功能自成系统地发展，辐射全国历千年，至

今不竭。”这样，北京地区的历史发展特点，同更古老的殷墟商都所在地安阳，同秦汉隋唐

时更加显赫的西安和洛阳，同著名古都南京和开封等城市都不一样。应当说，北京是具有自

己独特内涵的著名文化古都和发展中的现代大城市。 
    总之，我们在《北京通史》分期分卷问题上，不是按照单一的标准，而是采取一种更为

全面的复合标准。其中的核心原则，从城市本身来讲，就是按照它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

上的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去划分。同时，又以这个城市的历史容量，或者说以它所提供

的信息量多少作为衡量的辅助原则。这样，《北京通史》第一卷包括时间就要长一些，跨度

也要大一些；而第十卷虽仅四十年，但材料多、信息量大。又如，辽宋金元几朝在中国通史

中一般划为同一时期，而我们按照北京通史的情况，却将辽、金、元时的北京各自单独分卷。

这样做的好处是简明、灵活、详今略古，避免了各卷之间的大来大落。 
 
三、《北京通史》的范围和内容 
 
    科学地分期和分卷，是为了准确地把握北京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脉络。而要真实地展

现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北京的历史全貌和基本特征，则还必须确定合理的范围、内容、结构，

以至于表述方式。 
    我们提出，《北京通史》所写的“地域范围大体上以当前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准，并参酌

历代的城区、政区和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情况适当伸缩”。也就是说，我们写史的立足点在于

北京这座城市，而研究对象和眼界要进一步放宽。不仅要看到北京这座城市的内部关系和内

部机制，而且要看到它同周围城镇以致全国的外部关系和相互作用，从而发掘具有北京自己

特性的东西。这样，《北京通史》在范围和内容上，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北京这座城池本身，

而应以城区为主，并兼顾整个政区。至于在每卷的具体处理上，点和面的关系还应实事求是

的考虑。总的来说，应以点带面，但各卷情况又会有所不同。如先秦时期，蓟城方位、情况

尚不甚明晰，所占分量会小，而政区地域的内容要广泛一些。愈往后，城市本身情况愈明，

分量 
亦应逐渐加大。就所写范围说，前期涵盖地域可能更宽，后期逐渐缩小；但就作用而言，北

京对全国的功能和辐射力则在不断加强。后期范围虽在缩小，但城市功能更强、辐射面更大。

所以，应特别注意和体现北京的这种变化。尤其是成为首都后，要力求写出它作为全国政治

中心、作为“司令台”的特殊之处。这既不同于一般中国史，也不同于一般城市史和地区史。 
    一部书的范围和内容，不只表现于它的广度，更重要的还要看它的深度和容量。我们在

《<北京通史>编写体例和要求》当中写了这样一条：“《北京通史》要反映北京(地区)城乡社

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要着重叙述

北京的城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的演变史实，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带有

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觉得，一部系统、完整的北京通史，就应当做到纵贯古今，横通内外，

应当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北京地区社会演变的历史全貌，真实地加以展现和记述。这就不

仅要研究和记述北京这座城市的规模、形制、建筑和自然环境等外在的东西，而更需要研究

和分析其文化渊源、经济特征、社会结构、人口素质、数量等等。一般说来，外在的东西已

经成为过去，古老的遗址、古代的建筑固然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观光、游览价值，但与现代

城市的区别则是十分明显的。而要展现和剖析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内容给后世带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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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更深刻的影响，则需要做更为艰巨的探索和发掘。因此，我们的每卷书稿、每个阶段

都大致包括：建置沿革、政区城区、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教育、民族关系、社会生活

等方面，而且根据本卷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有所侧重，以突出本卷的特色。 
    在每卷书稿、每个历史阶段的表述上，我们采取了一个倒“丁”字结构。即先以纵向叙

述概括每卷所包含的北京历史发展过程，使读者了解这个阶段北京的历史脉络和主要线索；

再从横向上叙述经济、城建、文教、民族、社会生活、自然环境变迁等各种内容。但是，由

于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历史情况和所掌握的资料不同，这种纵横的比例则有所变化。第一

卷从远古一直到南北朝，其历史跨度很大，而各种资料又有限，这必然决定全卷的纵向叙述

大于横向叙述。隋唐五代卷历时较第一卷则短得多，北京城市和周围地区材料亦遂渐丰富，

纵向叙述有所减少，横向内容有所增加。辽、金时期，北京城本身的情况更为清晰，纵横内

容大体相均。而元以后诸卷，纵向过程继续缩短，横向内容则不断加大。 
    北京史不同于一般中国历史，《北京通史》的主要内容应反映城市和地区的问题，这一

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北京的历史发展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国的整个形势，在北京成

为首都之后，许多关系全国的大事又常从北京发端。因此，我们力求处理好中国通史内容和

北京地方史内容的结合和交叉问题。既要使人看到北京对全国的影响和作用，又要时时处处

把握住北京自身的情况，从北京的角度出发，写出北京历史的特色。 
 
四、关于史学方法的改进 
 
    近年来，人们都谈到史学方法应该改进，这既是史学本身的问题，也是时代潮流的要求。

作为城市史、地方史，都城史，更有一个开创问题。解放以来，在用马列主义和现代科学方

法研究历史方面有巨大进展，但由于政治上“左”的思潮影响，史学界也曾存在一些问题。

写历史多从政治、军事、阶级斗争方面写，而经济、文化、科学、社会生活则很少写，经济

也大多从生产关系方面写，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群众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写得少。写

北京史，要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地方史不同于全国史的本身学科要求提出的问题。因此，

我们不仅要注意吸取考古学、文物学、人类文化学等方面的成果，而且也应当借鉴这些学科

的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城市学、民族学、人口学以及自然科学各方面进行研究，尽量

拓 
宽我们的视野和领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小社会，这里的人民生活方式、风土民

情、人口结构和素质、人际关系、市民心态，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可写的内容。我们要逐渐学

习这些方法，并在《北京通史》的编撰中加以运用。 
    《北京通史》是记述体史书，而不是专门研究某方面的专史或专论。因此，以叙述为主、

材料为主是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只有史实的堆积和史料的考订，并不等于史学。写北京

历史还应当总结研究它的演变规律和特点。历史学首先要回答历史是怎样的，同时还要回答

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

我们写北京的历史，也是为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搞好今天的建设，奔向美好的未来。在

这方面，我们注意两点：第一，叙事本身应包含着对北京历史规律、特点的考虑。如北京的

民族问题，各种文化的荟萃交融，城市地位的不断递升，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复杂性，辐

射力大、吸收力强等特点，早已为人们所瞩目。这些问题，在各卷内容上注意加强，使之从

叙述中自然突现出来，形成自己的重点。第二，夹叙夹议，应有“画龙点睛”的议论，但又

不可过多，更不要离开史实的记述去专门议论。 
    写史必然要涉及到人，主要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分不开的。要把《北京通

史》写得生动，有可读性，也必须注意到写人物。不过，我们总然不是写纪传体的史书，所

以又不能在书中穿插专门的人物传。人物的记述 好是按照叙述史实的需要自然地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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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史实时要注意到写有关的人物活动。或者说，以叙事来带出有关的人物活动，而不是围

绕着人物去写他活动的历史。我们提出，在北京地区活动的主要历史人物，或对北京地区历

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尽可能写到书里去，不要遗漏。至于出现在章节标题上的人物，

则取慎重态度。 
                                                           198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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