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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柄仁

这是一套反映北京独特风貌的丛书，也可称之

为“特色志书”。说它是志书，因为每一部书稿都真

实地记载了一定地域范围的、自古及今、可圈可点、

可查可考的人、事、地、物、情，是史实和现实的

忠实写照，有给后人以认识前人、借鉴历史、传承

文化的传世作用，有服务当代、辅政明事、为领导

层决策提供启示、样板、佐证的资政作用，还有发

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

养的教化作用。凡是志书的优势和效用，它皆有之。

但“志书”前面又加“特色”二字，则是因为这套

丛书，除志书的共性外，又有独特个性。

首先，它在众多的北京志书中，最能反映北京

的特点和亮点。人们在称赞北京历史文化博大精

时，其头脑中最先联想的故宫、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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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北京猿人遗址等已被国际

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云居寺的石经、旧城的胡同、

明清的园林、金元的遗址等展示辉煌历史的盛迹，

王府井、大栅栏、琉璃厂、天桥、什刹海等“文味”、

“京味”浓郁而又集中的特殊地域，王府、祭坛、会

馆、庙会、“老字号”等文化内涵深厚独特、星罗棋

布于京城东西南北中的“亮点”，都是北京“特色志

书”的编修对象。如果一一成志，使其系列化、大

众化，不仅使各自的“特点”在互相比较中更为突

显，也使“亮点”在相互映照中更为亮丽，集聚效

应，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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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称“特色志书”还因为，我国当代修志

采取的是政府主持的体制，全国有一个大体的规划

和大家都遵守的编修体例，各省、区、市则在政府

统一主持下，作出篇目和工作的具体安排，并组织

实施。北京市第一轮修志规划1 72部，第二轮修志

篇目暂定百部左右。志书的编纂，都是组织有关各

方，

在政

地方

“众手成志”。而特色志书的编纂，绝大多数不

府规划之列，而是在第一轮修志基础上，由市

志编委会办公室另行策划和组织的“专家修



忠实承袭作为志书生命的写真求实的特点的同时，

对修志另一特点“述而不论”则有所超越。叙述

史实，不仅饱含激情，而且有所评点，有的甚至

以学者的认真，作出了推论甚至结论。这在一般

志书中是忌讳的。而特色志书，却常常透出作者

的好恶。某个评点，也许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但

却给人以启发，大大增加了可读性。

北京作为举世公认的文明古都，其历史文化

积淀深邃厚重，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又增添了

l 新的肛L米。用志书、
l

} 等方式，全面系统地

i 史和现实，是一项重

——L————————一————

辞书、百科全书、资料汇编

整理、发掘、记录北京的历

大的、影响深远的文化建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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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工程，是建设先进文化必不可少的基本缘

件。《(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是北京文化基硎

工程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北京这块宝地的历史文化

和现代创造称之为珠宝遍地、晶莹璀璨，繁星满城、

彩光交辉，繁花似锦、美不胜收，那么这套丛书捌

是从珠宝中择取了几枚珍贵者，繁星中选出了几夥

亮丽者，群花中采摘了几朵美艳者加以展示，以本

献于人们。这对于把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对于实现“人文奥运”，办好第29届奥运会，都是

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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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七月十五日、十
17 江南城隍庙 江南城隍庙街 每年三次

月初一日

旧历及公历一月一日至
18 海王村公园 琉璃厂 每年二次

十五日

旧历正月三十日、二月
19 雍和宫 雍和宫大街 每年二次

初一日、五月十三日

正月初一至十九日，
20 白云观 西便r1夕卜 每年二次

六月二十三、四日

21 太阳宫 左安门内 每年一次 二月初一日

22 蟠桃宫 东便门内 每年一次 三月初一至初五日

23 卧佛寺 东便门内 每年一次 五月初一至初五日

24 都城隍庙 成方街 每年一次 五月十一日

25 善果寺 西便门内 每年一次 六月初六日

26 灶君庙 花市大街 每年一次 八月初一至初三日

27 大钟寺 西直fl外 每年一次 正月初一至十五日

28 铁塔寺 东直门夕卜 每年一次 四月十八日

29 妙峰山 西直r．】夕卜 每年一次 四月初一至十五日

30 黄寺 安定r1夕卜 每年一次 正月十五日

31 黑寺 德胜r1夕卜 每年一次 正月二十三日

32 东顶 东直r1夕卜 每年一次 四月初一至十八日

33 南顶 永定r1夕卜 每年一次 五月初一至十五日

34 西顶 西直r1夕卜 每年一次 四月初一至十五日

35 ；}匕顶 德胜门夕卜 每年一次 四月初一至十八日

36 右安门夕卜 每年一次 六月初一

资料来源：曹正《北京庙会考》(《民鸣月刊》1 957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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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台山 《燕京岁时记》 京西 每年三月十四至十八日

宛平县 每年正月十三至十七日、
15 《燕京岁时记》 地安门外

城隍庙 四月二十二日

大兴县 安定门内
16 《燕京岁时记》 每年五月初一

城隍庙 大兴县胡同

《世界日期i》 左安门内
17 ．娘^良庙 每年四月十八日

1 92．6年9月6日 南岗子

18 蝻恕商 《北平旅行指南》 北新桥 每年正月十三至十七日

19 三官庙 《北平旅行指南》 东四牌搂 每年正月初一

20 广济寺 《北平旅行指南》 西四牌楼 未详

21 碧云寺 《；I匕-'F旅行毒旨南》 香山 每年四月上旬 。

22 海会--．}- 《北平旅行指南》 永定门夕卜 每年二、四、六、九月 附

23 药王庙 《北平旅行指南》 左安门夕卜 每年四月二十八日 录

24 二闸 《北京通》 东便r1夕卜 每年五月初一至七月十五日

资料来源：东城区园林局《北京庙会史料》、《北京庙会考史料通考》。



为庙会写书的想法产生于地坛庙会举办以后，我在东城区园

林局党政领导的全力支持和资助下，完成了《北京庙会史料》和

《北京庙会史料通考》两部资料书，其中《北京庙会史料》获得北

京市优秀图书奖和北京市园林局科技进步奖。接到编写北京风物

图志的《庙会》的任务后，一则以忧，一则以喜。我生也晚，亲

眼见到的庙会只有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蟠桃宫庙会和厂甸庙会，

妙峰山是在重新开放以后才去的。北京有的是年长者，有的是专

家学者，凭什么由我来写?应该说这就是一种缘。虽然喜忧参半，

但出于对庙会这种非物质遗产的热爱，还是壮着胆子接受了任务。

我深知庙会不好写，因为每个年长的亲历者和学业有成的研究者

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庙会，让大家都认可不容易。我是依据自己辑

录出的近jo万字的史料来写的。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在市地方志

编委会办公室的领导下，终于拿出了稿子，诚惶诚恐等待读者的

评判。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东城区园林局王中华局长、董秀琴书记，

东城区地方志办公室王之鸿主任，市园林局史志办公室诸同志许

多同仁的指导和帮助，谨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李鸿斌

二oo四年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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