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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 博大精深，是 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结晶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 ， 就一直从

事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 30 年来 ， 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

力之下 ， 取得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其 中， 又以曹子西先

生主编的 《 北京通史》 为代表 ， 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

影响 。 而《北京通史 》 的问世，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

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

2006 年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

加大扶持力度 ， 提出把 《 北京专史集成》 列入院科研重大课题 ， 使

得我院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在此之

前 ， 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对北京专史进行研究 ， 如王玲

女士撰写有《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 ， 尹钧科先生撰写有《北京

郊区村落发展史~ ， 于德源先生撰写有《北京农业 经济史~ ， 吴建

雍等人合写有 《北京城市生活史》、 《北京城市发展史~ ， 等等 ， 这

些专史的问世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 但是，要想形

成一套体系完备的专史研究系列 ， 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研究力量是

不够的 ， 必须组成一支力量相对强大的科研队伍 ， 才能够完成系列

专史研究的繁重工作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组织历史研究所t的

全体科研人员对《北京专史集成》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论证二 特别是

课题总顾问刘牧雨院长和课题总策划戚本超 副 院长对课题 中 研究项J

目的编写原则和立项次序都给予了精心指导 。 经过论诅 ， 初炭确定

了 《 北京专史集成》 课题的第一批研究项目 ， 即 :

‘ 、 1也l~O~



北京政治史

1.北京政治史 3

3. 北京农业史;

5. 北京商业史;

7. 北京文化史;

9. 北京美术史;

1 1.北京著述史;

13. 北京风俗史;

15. 北京民族史;

17. 北京佛教史;

19. 北京伊斯兰教史;

21.北京教育史;

23. 北京建筑史

25. 北京陵模史;

27. 北京交通史;

29. 北京建置沿革史 5

3 1.北京水利史;

2. 北京经济史;

4. 北京手工业史;

6. 北京军事史;

8. 北京文学史;

10. 北京学术史;

12. 北京戏剧史;

14. 北京考古史;

16. 北京宗教史;

18. 北京道教史;

20. 北京基督教史;

22. 北京城市发展史;

24. 北京园林史;

26. 北京地理学史;

28. 北京城市生活史;

30. 北京对外交流史:

32. 北京饮食史;

33. 北京服饰史 34. 北京环境变迁史 5

35. 北京音乐史 36. 北京名胜史。

这些研究项目，只是北京专史庞大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今后随

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专史的项目也会不断增加。《北京专史集

成》绕过历史研究所论证之后，院领导又组织全院的专家学者对这

个重大课题进一步加以论证，并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专史的撰

写工作有很大帮助。

《北京专史集成》中的每部专史的容最，视其内容的多少，大

致在 30 万字左右，有些内容较多的，字数可以多一些，反之，则

会少一些。各部专史的时间跨度，一般始于远古，迄于新中回建

立 o 有些都专史在撰写过程中，时间会有所下延。如《北京建置沿

革史)，必须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能够对今天北京政区的沿

革状况有全面的叙述。各部专史的地域范围，也不是严格局限在今

天的北京政区，而是根据不间朝代政区划分的变化而随之变化，如

汉唐时期的幽州，辽代的南京析津府，金代的中都大兴府，元代的

大都路，明清时期的北京顺天府，等等。政区范围的大小虽然会不

断变化，但是其核心地区仍然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专史集成》的撰写，有很多难以处理的地方。例如，

"专"和"史"的关系 o "专"是指专门、专业，如在《北京宗教

2 



廖

史》中..专"是指宗教或是宗教学，而"史"则是指在北京历史

上曾经发生或是出现过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或人物，当然也包

括相关的典制。如;在《北京宗教史》中，我们所研究的佛教史，主

要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在北京地区的禅宗、律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

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这些佛教流派所产生的社会影

响、其代表人物的社会活动、历代统治者和社会各界对这些宗教派

别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3重要宗教事件，等等。我们认为，要

想处理好"专"与"史"的关系，一方面，要掌握相关专业的基

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准确的认识，掌握宗

教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够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产生、发展和兴寰的变化历程。

其他专史的撰写工作也是如此。

再如..全固"和"地方"的关系，换言之，即"全局"和

"区域"的关系。在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所有的

北京史都是"地方史

域"性质。但是，当北京成为全国首都之后，在北京发生的许多史

事除了具有"地方"和"区域"的性质之外，又具有了"全国"

或是"全局"影响的特质。如"戊戍变法"、"五四运动"等，其

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力之持久，显然不是局限在北京地区的。此

外，由于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有些发生在其他区域(甚至国外)

的熏大历史事件，也会对北京产生巨大的影响 o 如近代史上的"鸦

片战争

虽都不在北京，但其对北京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在北京地区发生

的一些事件 G 四此，如何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在l

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确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o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立项后，得到了学术界和相关领导的大

力支持。首先，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史学前辈在年事很高、工

作繁忙的情况下，热情支持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慨然担任特聘学术

顾问，并且对北京专史的撰写工作提出了珍贵的指导意见;有些史

学前辈还在百忙之中审问了部分书稿的内容。其次，是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陈之昂主任和李建平副主任对本课题的重

视，使《北京专史集成》得以被列为市社科规划熏点课题o 再次，

本课题的出版工作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出版经费

较少的情况下，得以立项出版。特别是资深历史学编审张秀平女士

和诸多编辑人员，认真审问全部书稿，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

3 



北京政治史

意见，为各部专史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批批老专家学者们为地京历

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的退休对北京文史研究带来

了一些影响。但是，许多已经退休的老专家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第

一线，笔耕不辍。《北京专史集成》中的一些项目就是以他们作为

骨子带领年轻间志究成的 O 一批批青年学子陆续来到所里，他们在

科研能力上尚需锻炼，在学术见识上亟待积累，但是，他们有朝

气，有吃苦耐劳的干劲，有新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假以时日，他们

在《北京专史集成》研究中的成果将会越来越多。我相倍，在院领

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

新、老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持之以恨， (北京专史集成》将会

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增添新的科研成果，为首都的社会发展和

文化建设不断做出新贡献。

值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北京专史集成》开始出

版之际，是为之序。

五岗

2008 年 10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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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中国著名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毛泽东曾有一句名

言"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见《毛泽东选

集》第二卷《论持久战> )曾经做过关圄总统的尼克松对于他所推

崇的西方民主政治则形容为..民主政治是各种集团、各种力量以

及各种利益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妥协过程。.. (见其所著《领袖们》

第九章)两位领袖和政治家的见解是十分精辟的，战争和妥协都是

政治活动的常用手段，前者是在战争时期对政治的评价，而后者则

是在和平时期对政治的评价。中朋古话"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见《尚书》中《周书·毕命第二十六>)，则更加官简意贱，更加

全面 o 也就是说，统治者要用大家都公认的道理来为天下百姓谋福

利。说得很到位，真正做到却不容易。

什么是政治史，政治史就是对以往人们政治活动的记录。而这

种记录，是人们从古到今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古代，从孔

夫子作《春秋》到司马迁写《史记> .从无名氏的《竹书纪年》到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这些历史名著为我们提供了撰写政治史的

典范。国外史学家关于政治史的著述也是汗牛充栋，如古希腊的著

名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乱撒战争史> • 

古罗马的塔西 1t.所撰写的《历史》和《编年史》等，皆是脸炙人

口的政治史名篇。换言之，在古代中外历史学家的撰述中，泰半为

政治史著作 o 古人为什么要写这些政治史著作?目的是很明确的，

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

训，指导当前的政治实践 O 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君臣关系，在以往古代政治史中是占有较大比重的议题，民主



北京政泊史

与专制，则是当代政治史中不可缺少的议题。从人类政治史的总体

发展历程来看，先是经历了原始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然后进入奴

隶主专制和封建专制的发展阶段，最后进入当代的资本主义民主政

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阶段。在当代人们的普遍观念中，民

主是必须发扬的，应该肯定的;而专制是必须废弃的，应该否定

的。但是，民主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发挥最佳政治效用的，

在中国古代，民主是百姓的权力，而专制则是政治家(包括帝王和

政府官员)的权力，二者是处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的两个侧面，既

是对立的，又是你中有我的融合体。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持社会

整体秩序的稳定，而在许多历史发展时期，例如中国古代，对于巩

固社会秩序而言，专制所能够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民主。小固

寡民的城邦国家可以实行民主，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统一王朝

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却不得不实行专制，以保证行政效率的最优化

状态 O

在中国古代，凡是明君或者占暴君在位的时期，皆是专制发挥重

要作用的时期，不仅百姓，就连众臣也没有发表政治见解的地方 O

而当昏君或者庸君在位的时期，就会出现大臣策政的情况。明君的

专制，带来回家发展的强盛，而者在君的专制，却会导致国家的灭

亡。以三国时期的曹、刘为例，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明君(死后

被尊为魏武帝) ，独断专行，虽未在辛苦玉之位"挟天予以令诸侯"

却已经行使帝王的权力，是君王驾驭臣下的政治格局 O 而刘备

位使具虚名的庸君，必须靠诸离亮和关羽、张飞兄弟的支撑才得以

维持割据的局面，是君王依赖应下的政治格局。换言之，昏君或是

庸君在位，是政治上相对"民主"的时期，大臣们可以发挥其政治

才子 O 当然，明君在位时期，也会有一些"民主" (如唐太宗对魏

征的纳谏 )λ，不过是在君王认同下的"民主

力，对君王而 1言言是"民二主拉"的，但是对百姓而言仍然是"专制

君主的专制和大臣的专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民主"

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因时期;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

是"五四"运动时期。而同样也有三次文化专制时期，第一次是秦

朝的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期，大行"焚书坑儒"第二次是西汉的

汉武帝在位时期"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第二次是清朝的康雍乾

时期，大行"文字狱"。但是，有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凡是在

思想大解放的"民主政治"时期，却正是中固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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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吕

时期…一春秋战固时期，是各国诸侯为了争夺权势和财宝而"争城

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的黑暗时期 o 魏晋南北朝

时期，是北方少数民族大举迁入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中原文化

"不绝如缕"的时期。而"五四"时期更是清朝政府垮台后北洋军

阀连年混战的黑暗时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始皇、汉武帝

和廉、雍、乾等五位帝王统治的"专制"时期，正是这些朝代发展

的最鼎盛时期。换言之，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正是中国的政治

统治失控的无序时期，而秦始皇、汉武帝和清朝三帝在位的"专

制"时期，又正是中国的奥权统治最强大的时期。这种历史发展进

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给人们进行政治史的评价带来了许多的困

难。

《北京政治史》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其研究的时间蹄度是很长

的，从北京历史上有人类活动开始，一直到新中固建立，其问生活

在北京地区的无数人们的政治活动，实在是大丰富了，既有数不清

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里发生，也有数不清的著名政治人物在这里活

动，还有数不清的政治典制在这里产生，几十万字的叙述很难涵盖

如此丰富的内容。就编写体例而宫，我们仍然采用了传统的以朝代

更替为框架的方法 O 在中国，朝代的变更与政治局势的发展关系极

为密切，这是其一。我们从事研究的基本史料与以往人们的相关研

究成果也主要是以朝代变更为依据的，这是其二。我们以往的史学

专业划分和学术素养也主要是以不间朝代为断限的，这是其二王二。因

此，本书的撰写共分为"先秦时期的燕葫"\、"秦汉魏晋北朝时期

的幽州

都

的北京"及"民国时期的北京(北平) "等十个部分。每个部分都

有其政治发展变化的特点，又相互关联，大致可以体现北京政治史

发展变化的脉络 o

有几点值得一提:首先，是这部书的时间跨度 o {北京政治史》

的断限，截止到新中阔的成立，而不是到建国 50 周年或是 60 周

年。因为我们在此之前编写《北京通史》时，曾经把建国 40 年的

历史写成《通史》的第十卷。在编写过程中就感到，作为一项科研

工作，特别是历史研究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O 而编写当代的北

京历史，尤其是北京政治史，还有许多方面的条件不够成熟。一方

面，是对当代史料的把握上，还有许多困难，在未能全面把握相关

重要史料的情况下，很难客观叙述和评价当代北京政治史的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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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另一方面，我们撰写当代北京政治史的目的，就是要总结历史

经验和教训，以便指导今后的政治实践。但是，当代 60 年的发展

速度飞快，其变化之大超过了以往的几百年接至几千年，要及时总

结这段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我们目前的政治见识和学术条养

而宫是没有把握的 O 我们的原则是，做不好的事情就暂时不要做。

因此，我们把当代北京政治史这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内容暂时放弃

了，只编写到新中国的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得已而如此的遗

憾 O

其次，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 o {北京政治史》是以 2拿大历史事

件为纲领而贯穿全书的。我们在开始编写本书之前，曾经有过一个

设想，即把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概

述，第二部分是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第二部分是对重要政治典

制的研究。经过课题组的认真研讨，最终形成了目前的框架 O 一方

面，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和熏耍的典章制度都与熏大历史事件有着或

多或少的联系，如果分成三个部分，内容中问难免有相互重复的地

方 O 另一方面，三个部分的内容实在太多，政治事件中的朝代兴

衰、都城迁移、宫廷政变、政治改革、战和关系，等等;著名人物

中的明君、暴君、昏君，忠臣、奸臣、权臣、奔臣，等等;重要典

制中的制度优劣、因循与变革、效绩与考评，等等，确实是几十万

字的著作所无法容纳的 O 因此，我们把对著名人物的评价、对重要

典制的研究都融入到重大历史事件之中，今后如果有机会，找们还

会对北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重要典制进行专题研究。

再次，是这部书的空间范围 o {北京政治史》是以历代政区的

划分拖围作为研究范围的，由于历代政区的划分不断变化，因此我

们的研究;在回也是随时发生变化的。在中回古代，随着朝代的变

更，不问朝代对政区的划分也不断发生变化，其总的发展趋势，是

从粗略向精确的转变 O 在先秦时期，…个很小的政治单位和…个很

大的政洽单位都叮以被称为"罔

政区扩大，才又有了"那县"的划分。北京地区到了周代，据历史

文献记载，有了燕、前两国。此后，燕圄将葫囡兼并，其疆域不断

扩张，远远超过了今天北京政区的范围 O 及秦灭六阁，在燕地设置在

那县，一直延续到汉磨时期 O 从辽代开始，北京地区成为陪都，到

金代成为首都，历经元、明、清，一直都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只是

政区范围在不断缩小，辽南京道比金中都路大，金中都路比先大都

路大，而元大都路又比明清顺天府大。在政区范围不断缩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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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政治影响却在不断扩大。换言之，对北京政治史的研究，越

往前推，其空间范围也就越大，我们没有必要受到今天北京市政区

的局限。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元代大都城变成全国的统治中心

之后，许多在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皆在此发生，许多顶级

的政治人物都长期在此活动，因此，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就不仅带有

区域政治史的特点，而且带有了全回政治史的性质 O 换言之，自元

代以来的北京政治史，在其发展进程中，既带有地方的政治特色，

也带有中央的，全回色彩，这一点，与其他地方的区域政治史是有所

不间的。例如，在政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宫廷政变，在北京没有

成为都城之前是不必涉及的，而在成为都城之后，就必须加以叙述

和评价。从元代到清代，宫廷政变时有发生，有些直接影响到了中

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O 又如，中央政府的政治体制，在北京没有成为

都城之前也是不必涉及的，而在成为都城之后，就不得不加以述

评。中央官制从三省变为一省，又从一省变为内阁与六部并行，也

是在这个时期变化究成的。以上这些内容，为我们的研究和叙述带

来了更多的亮点，同时也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O

北京的政治发展历程实在是大漫长了，内容也极丰富，从黄帝

及其后裔们在燕葫地区的活动，到安禄山发动叛乱震撼整个大唐王

朝，直到元明清以来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发生了无数

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 {北京政治史》作为一

部地方政治史著作，用几十万字来加以叙述显然是不够的，难免挂

一漏万。而作为一部地方政治史著作在目前的学术界还不多见，还

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例如'对"洋务运动"、对

"戊戍变法

内容，也是学术界至今仍然在争论的热点问题。人们常用"抛砖引

玉"作为自谦，我们这部著作也只能称为引玉之"砖"真诚地希

望有更多研究北京政治史的著作面世，让我们共间迎来区域史研究

繁荣与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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