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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张建东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O 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

年的建都史，为这座古老而又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市留下了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 。 2010 年 6 月，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调整，设立

了新的西城区。区划调整后的新西城区，文化底蕴更加深厚，文化

资源更加丰富，文化载体更加多样，文化形态更加完整，文化软实

力更加壮大 。

西城区是北京建城、建都的肇始之地，历史上曾是古到城、唐

幽州、辽南京、金中都的核心地带，元、明、清三朝古都的西半

部，历史文化遗存十分丰富 O 全区有历史文化保护区 18 片，如皇城

历史文化保护区、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大栅栏历史文化保护

区、琉璃厂历史文化保护区等，总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占北京旧城

33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总面积的 50% ;有文物保护单位 179 处，其中

国家级 32 处、市级 65 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西城区目前拥有 10 大类、 107 个三级"非遗"项目，

其中国家级 24 项。此外，西城区还有众多的老字号以及一大批优秀

的"非遗"传承人和传统手工艺人。

西城区的历史文化体现出五大特点:一是三千年历史文脉连绵

不断，从古董『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的所在地，到元、明、

清三朝古都的西半部，是唯一能体现北京建城、建都历史变迁全过

程的区域;二是拥有古都北京独特的"琼山碧水"景观风貌和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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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深的皇家宫苑、王府、坛庙文化;三是历史文化名人茎萃，士大

夫文化、士绅文化高度聚集，文化成就显著;四是五大宗教俱全，

宗教场所数量多、规格高、标志性强，宗教文化特色突出;五是老

北京市井风情浓郁，传统商业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种类齐

全，繁荣发达 。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认真梳理新西城的文化资源，

总结归纳新西城的文化特征、内涵，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构

建全体西城人的文化认同，激发人们知西城、爱西城、建西城的意

识和能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发展、推进融合，成为当前一项非常重

要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围绕新西城的新发展、新飞跃，西城区将

坚持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以更高的标准创造城市美好生活，

在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进程中走在前列"的目标，积极

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各项工作，弘扬北京传统文化，提升区

域的人文品质，使西城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加彰显独具特色

的人文魅力。

近日，区委宣传部牵头，区文委、区旅游局、区档案局、区文

联、区社科联等部门参与，组织众多专家学者，在原来西城文化史

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新西城的历史文化，所编寨的《北京西城

历史文化概要》一书即将付梓问世，可谓恰当其时。该书的编篡出

版，是深入研究西城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文化文物资源的历史和现

实价值的重要举措，对保护西城古都风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唤

起人们的文化记忆，推进西城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起到

积极的作用 。

(作者王宁为西城区委书记，张建东为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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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山之巅的万春亭，是北京城区的至高点也是中心点 。 北京城的中轴线起

二尽于永定门，经天桥、正阳门、天安门、端门、 午 门、太和殿……神武
门 、景山万春亭、 地安门、万宁桥，止于钟楼 。 这条中轴线以东的地区被称

为"东城也就是时下的东城区;以西的地区称为"西城也就是时下的

西城区 。

"文化地理"与"行政区域"相关而不等同，可以说是互相影响，在发

展的过程中互相制约、制导 。 自唐代的幽州始 即由商北县和幽都县在城中

划界分治 。 "一城两区"的行政格局经辽、金、元、明 、清延续了下来，清代

仍是大兴县居东、宛平县居西，分辖两城区 。

进入 20 世纪后，北京的行政区划多有变化。 2010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北

京市政府关于调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的请示，同意撤销东城区、崇文

区，以原东城区、崇文区的行政区域为新东城区的行政区域;撤销西城区、

宣武区 ，以原西城区、宣武区的行政区域为新西城区的行政区域 。 以中轴线

为界，设置两个行政区，对北京中心城区的东部、西部进行管辖 。 从文化史

的角度来讲，这种划分可以说是承前启后，多有所宜 。

站在景山之巅向西眺望，西城区全貌尽收眼底 。 远观西山如峙屏、如翠

带，晴岚紫霄，呈现出一派祥和;近俯内三海金碧辉煌的皇家宫殿，条条胡

同中青砖灰瓦的四合院与楼房为主体的当代建筑相间相掩 。 陶然亭、内三海

(南海、中海、北海)、外三海(什杀IJ 海、后海、积水潭)的碧波不但映呈了

历史沧桑，也映呈了当代美轮美央的现实与令人神往的未来 。

Jt海公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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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的地方就洋溢着绿，洋溢着生机。西城区是京城水乡"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西城人依山怀水，诚为仁者、智者。仁者、智者居西城，写下了

西城的历史、文化，也展现了西城的风采、风骚。

第一节

西域文化的形成

一、行政区划的沿革

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 。 《史记·乐书》载武

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菌 。"综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先秦时

代的商都，汉晋的商城，唐代的幽州，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其城址中

心区均在今西城区的南部 。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垣有所扩张，但城址未

发生过移动。《史记·召公世家》 载"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考古成

果证实，燕都在京西琉璃河乡董家林村。《史记·周本纪》载商燕二国俱

武王立，因燕山、菌丘为名，其地足以立国 O 前徽、燕盛，乃并到居之。前

名遂绝焉 。"从考古分期来推断，燕"并到居之"的时间约在公元前七世纪。

自此直到元废金中都故城，在其北垣外的高梁河水系兴建大都新城，历

史上的北京城区一直在今宣武门、广安门一带，即今西城区的南部地区 o 其

政区更替大体如下:

公元前 226 年秦军攻克商城灭燕，于商城置广阳郡，商县倚郭为郡泊。

两汉承之，后世沿之。 隋在前城置部郡，副县依旧倚郭 。 唐置幽州，由副北

县领域东、幽都县领城西，首兴"一城两区"之制 。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辽行五京制，设五京道。幽州成为了辽廷的

南京，又称燕京 。 南京道析津府属下的析津县据东，宛平县据西，分领南京

城区 。 金中都时期，中都路大兴府属下的大兴县、宛平县倚郭，分领中都东

城、西城地区 。 元大都时期，大都路属下的大兴县据东、宛平县据西，分领

大都城区 。 明北京、清京师时期，这种建置不变，宛平县一直领有北京的西

部城区与郊区。

二、历史分期与文化特征

北京文化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先秦时期系燕文化，燕文化是地域文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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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一后唐系幽州文化，幽州文化不可简单地视为"地域文化具有军事特区

的性质。 辽、金、元、明、清时期系帝都文化，都城文化不可简单地视为

"城市文化" 。 城市文化是建立在城市所在地域的经济承载力之上;都城文化

是建立在京师政治、京师经济的基础之上，其繁荣取决于朝廷政局的稳定和

运河的畅通 。

西城文化作为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期当然具有从属性 。 前元

时期的西城文化史，从行政区域的划分上来讲就是北京文化史 。 商城、幽州、

燕京、中都的城区可以说均在今西城区的辖区之内 。 后元时期的西城区文化

史，亦是占了"半城春色" 。

(一)先秦时期

政治上燕国位列战国七雄，军事上"却东胡，灭中山，据南、北长城以

自固 。"经济上农耕、畜牧、盐铁足以立国 。 《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

亦渤海、喝石间一都会也。 " {盐铁论》云燕之部菌，富冠海内，为天下

名都。 "

疆域上燕地跨中国农耕、游牧两大板块，两大板块上承载着多元的人口、

多元的文化。 多元人口、多元文化在共处中碰撞、在碰撞中互补，在互补中

融合、在融合中创新 。 因此燕文化具有开放性，能广招列国之士 。 不但养士，

而且尊士、用士 。 士能为燕所用，乐毅、邹衍、剧辛、宋母忌、正伯齐、羡

门高、荆辆……皆在燕地显露了身手，展示了风采 。

燕文化异于中原地区的齐鲁文化、 三晋(韩、赵、魏)文化，其最鲜明

的特点是"边胡" 。

到城纪念柱

(二)幽州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直至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历史上的北京地区系中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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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独挡两边的军事重镇。朝廷倾全国的人力、物力来支撑"北门锁钥修长

城、开运河，以军事强人统兵镇抚，形成了"专制封疆"的军事"特区" 。

即地方最高长官军政合一，以资"镇守一区两制.. (治理农耕人口和内

迁、内附游牧民族人口的行政机构并存) ，以资"抚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文化体系，融南北、胡汉、中外于一区，系典型的多元人口、多元文化，但

其发展的主流是中原化。

"一区两制"为辽代的"一国两制.. (以汉制治汉人，以契丹制治契丹

人)提供了借鉴，打下了基础。多元文化共存，为辽、金、元的农耕文化与

游牧文化的大融合创造了条件。诗文中的"幽燕气"、民俗中的"尚武风

都可以说是一种生机，反映到文化上，就是深厚、粗矿、朴素而又清新、

明快。

(三)帝都时期

辽南京是"北隅之都"、金中都是"半璧之都元大都、明北京、清京

师是三大统一王朝的不易之都。都城文化系建立在京师政治、京师经济之上

的京师文化，可以视之为"社区文化即京师社区的文化。

京师人口是个"吃皇粮"的大群体，不论是主体人口、主导人口还是附

属人口，均是 "端皇上的碗所以王朝更替、人口变迁制约着文化的发展。

京师文化最大的特征是与时俱变一一随着王朝更替、人口变迁产生巨变与骤

变 。 但变中亦有不变，儒家的道统、学统不变，历史的进程不变。直至 20 世

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才在不变之中生了"变"。

三、"宣外"与"宣内"

北京内城的南垣辟有三座城门，明正统四年诏定中为正阳门、东为崇文

门、西为宣武门 。 嘉靖年间加筑外城之后，前三门就成为了内外城之间的

"界门"。前三门以南是外城，前三门以北是内城。 于西城区而言，上溯历史

求源，宣武门以外地区和宣武门以内地区，不单是有行政区域之别，从文化

地理的角度来讲，更是所承所载多殊。

(一)前元时期的城区与北郊

古商城在今西城区的宣武门、广安门一带，宣武门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系

前城的北门。也就是说今天的宣外地区是商城的城区，而宜内地区则是商城

的北郊。 汉魏时前城北郊多湖泊 三海大河呈原始状态漫流经过。 建安诗人

曹植在《艳歌> (见《三曹文集》曹植卷)一诗中描述商城北郊的风景时云:

"出自菌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依，叶叶自相当。"魏晋时九品中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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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这些湖沼地区系上风上水之地，自东汉建武年间始陆续辟为稻田，许

多成为门问士族的庄园区，亦是修模、讲学、清谈、集宴之所，后世承之。

辽、金时期，又在今北海地区建有行宫，贵族、官僚在行宫周围兴建行

馆、别墅，北郊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 今积水潭北岸的汇通祠一带，系

金中都时期的礼贤村。 循名求实，能"礼贤"必是儒家的教化之理。 这时的

三海大河之滨，人气 、 文气皆聚，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已为忽必烈在高梁河

水系营建大都新城打下了始基。

综上所述，今西城区的宣外地区在前元时期系历史上的北京城区，宣内

地区系北郊。元初忽必烈兴建大都新城，这种格局才发生了变化。

(二)元大都时期的南北二城

忽必烈在金中都故城的北垣外兴建大都，时人称金中都故城为"南城

大都新城为"北城合称为"南北二城"。

皇室、百官迁入大都新城后，元廷拆毁了金中都故城的四垣废垣"之

中仍然居住着大量的"三等公民"。在元王朝的等级制度中，汉人、女真人、

契丹人在法律上均属于"三等公民" 。 从总体上来说，辽、金灭亡之后，契丹

人、女真人失去了政治、军事上的依托汉化"之趋已成汉化之势、汉化

之实。

元延对金中都故城的政策是"毁而不弃仍设警巡院对"废垣"中的

居民进行管理。 当时的"南北二城"之说，反映出金中都故城(南城)与大

都新城(北城)有并存之实 。 区别之处在子，北城之中居住的大多是"一等

公民"蒙古人、"二等公民"色目人。 建城之初，色目文化凭借着政治、军事

上的依托，形成了对传统的强烈冲击。大都的城市基调是开放的、包容的。

总括起来讲，大都"南北二城"的多元人口、多元文化各有千秋，不同之处

也甚为悬殊 O

至和元年(1 328 年)的两都之战中，上都军一度攻占了通州、添州，大

都四郊烽烟迭起，城门昼闭 。 "南城"中的居民为了进行"自保抢修了木

栅栏"环以为城" 。 由此可见南城"还是颇有实力的 。 这种实力当然是综

合实力，但文化上的积淀、底蕴也不可轻估。

(三)明北京时期的内城与外城

元末明初的战争造成大都地区人口骤减，明廷的政策是"遣降人(北城

中的蒙族人)北返迁城中人口(南城中的汉人)于开封北京城几乎

成了空城 。 故此，永乐迁都北京前，先迁江南地区的富人"实京师并在今

前门大街西侧建"廊房"招商引资，形成商业区 。 又迁南京的七十二卫北上，

总兵额达四十万人，在北京城区驻有三十六卫，约有二十多万大军。明初的



概论

卫所由"军户"所组成，均是携眷驻防 。 北京城区之中可以说是京卫的" 营

区"和"家属区"。都城惶的庙市虽然兴盛一时，但只限于"开庙之时系

行商带来的繁荣 。

明初北京城中不但驻有人口众多的京卫集团，还有人口众多的京官集团 、

京吏集团、宦官集团，以至有"十万阉人聚京城"之说。

随着"廊房商业区"的形成， 宣南地区又恢复了生机。莲花池水系的故

道上，兴建了许多官惊士大夫的别墅，如"怕园"、 "梁家园" 、 "孙公园"

…·形成了文人士子们休想 、 讲学的场所 。 由于接近广安门通往卢沟桥的驿

道，会馆也纷纷建立了起来 。 此时的宣南地区，虽无"南城"之名，但有南

城之实 。 兴建外城把宣南地区重新规入城区，已是必然的趋势 。

于明代而言， 宣南与宣北的人口结构差异甚殊。 宣北多"军户"、 "官

户宣南多"商户"、"民户" 。 人口结构上的差异，必然会产生文化上的差

异。"差异"之实，在于"吃皇粮"的人和"挣饭吃"的人在诸多方面"良

多异也" 。

(四)清京师时期的"内八旗"与"外五城"

清廷移鼎入关，在北京城区之中实行满汉分城而居、分域而治的体制 。

迁内城中的非旗籍人口(以汉族为主体)于外城，把内城变成一座"兵营

由八旗二十四都统分辖。 八旗军携眷驻防(主体人口为满族) ，宣武门内驻有

镶蓝旗，阜成门内驻有镶红旗，西直门内驻有正红旗、德胜门里驻有正黄旗。

八旗右翼四旗，全部驻扎在今西城区的北部。

二百六十多年中，八旗人口由国家供养，系吃粮、领饷的特殊军政集团 。

稳稳当当地享用"铁杆庄稼一一-皇粮其意识形态也就必然会逐渐趋于保

守，驾信 "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成法不可变，大清皇统亿兆年"。在

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道统 、 皇统、学统 、 俗统的稳定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京旗文化。 京旗文化是北京传统文化的近流，而且是一支

强劲的近流，体现了"和合之道"的精神 。 胡同之中充满了"三气"一一爷

们义气 、 娘们局气、街坊合气;四合院里长幼有序，邻里有义 ， 远亲不如

近邻。

外城划分为"五城十坊" 。 东、西 、 南、北、中五个城区均设巡城御史 、

兵马司，故有"五城十坊"之说。 外城宣南地区即今西城区的南部，其人口

的特征是:总体上稳定·但从个体上来讲，则总是处于流动之中 。 京官致仕

还乡是定制 、 惯例;会试举人"中" 与 "不中"均是京城过客;大栅栏商业

区的商人视京师为"淘金之所不是 "定居之乡为上层服务的"打工

仔" 系主人户籍中的"附户 挣些银子还乡成家置业是来京的 目 的，其政

7 



北京西城历史文化概要 --…一

8 

治、经济地位很难转化为"终老京师之士" 。 总之，宣南的人口均是有所追

求，在"动"中谋求发展。"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在"动"中也就产生

了生机，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追求变革。正因如此，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均

以宣南为始兴之地。

在这种体制下，宣武门内外不同地区的文化色彩自然是"多殊"了 。 归

纳起来说，可以说宣南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先进性、创造性、政治性、平

民性。

辛亥革命后，旗、民分城而居、分城而治的体制不复存在。 ..旗人"与

"民人"迅速融合到了一起。 "城里"与"城外"的人口频繁地进行流动，从

总体上来讲，是旗人的下层民众到外城"下天桥"谋生，而宣南的"士大

夫"则北迁内城定居 。 从文化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宣南文化北上、京旗文化

南下，南北文化进一步融合，逐步融为一体，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 以至于

后世有人概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京味文化"就是"舍(老

舍)昧文化而"舍(老舍)味文化"就是"旗(京)昧文化" 。

四、王朝更替与人口变迁

(一)王朝更替中的文化冲突

中原王朝一直有"北边之患" 。 北京地处草原与平原的燕山隔离带上，

"隔离带"也就是"接触带 o 草原骑士"要弯弓南下中原农夫"要卫我

家园。从总体上来讲，中原地区的发展要先于草原地区 。 从具体情况来讲，

草原上的游牧经济对平原上的农耕经济有依附性，必须从中原地区获得盐、

铁 、 茶、糖、布匹、器具等生产、生活资料。"中原农夫"可以关起门来过日

子一一"筑长城以拒胡草原骑士" 则只能用铁骑来冲击长城，以满足各

方面的需求 。 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互补，一直没有正常的渠道(这种现象

到明朝中叶以后才开始得到改变)。

"中原农夫"强大时，要挥师出长城进行"扫北" 、 "东征" 。 但在"得其

地而不能耕，获其民而不可治"的思想指导下兵出长城"也只是进攻性的

防御，目的在于"据长城而抚四夷 o 草原骑士"强大时，凭马之强越过长

城，要问鼎中原，夺取九州共主的皇冠。

在历史上，战争是经济 、 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北京地区也就成了多民

族碰撞、多元文化交流的舞台，成为了多民族融合的摇篮。

辽、金、元三朝均是"草原骑士"挥矛越长城，在"汉地"建立了政

权。 辽据有了北隅，金夺取了半壁河山，元则统一了全国。辽以前进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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