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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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加“特色”二字，则是因为这套

共性外，又有独特个性。

众多的北京志书中，最能反映北京

人们在称赞北京历史文化博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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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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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手成志”。而特色志书的编纂，绝大多数不

上，由市

“专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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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法上也有两个突破之处。一是更多地使用

了图片。图片具有直观、美观的特点，有的图片本

身就有历史文献价值。特色志书，特别是这套风物

图志，则几乎页页见图。地图、实物图、风情图、照

片、绘画、特制图等等，凡是有助于展现地域或景

物的图片，尽可能选用，使文字和图片相互照应，既

美观，又增强了说服力。二是在忠实承袭作为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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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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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又增添了新的

、辞书、百科全书、资料汇编等方式，

理、发掘、记录北京的历史和现实，是

影响深远的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是

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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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先进文化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北京地方志·

风物图志丛书》是北京文化基础工程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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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套丛书就是从珠宝中择取

了几枚珍贵者，繁星中选出了几颗亮丽者，群花中

采摘了几朵美艳者加以展示，以奉献于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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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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3000

多年前的周武王封召公爽于燕开始，在北京这块土地上演

绎着无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历史大戏。如今渐渐流逝

的痕迹把这个古老的城市装扮得更加丰富多彩。

王公府邸在北京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元代的《析

津志》记载：“文明门即哈达门，啥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

尽管元代距今还没有超过800年，但是要找到那时的王府遗

迹，已经不可能了，甚至连记述它的典籍，也多是只言片语，

甚至语焉不详；明代建在北京城的王府也被历史湮没，盛传

的“十王府”，是今天王府井大街得名的基础，究竟从何寻

觅，实在是只闻其名而已。

其实说到北京的王府，更多的是专指清代王府。清王

朝进关后的267年中，先后更替了10位皇帝，每一代新皇

帝即位以后，照例一批皇兄、皇弟、皇子获赐封爵。清代分

封宗室有“功封”、“恩封”与“袭封”之分。王爵可以代代

世袭的称之为

递降”。有王则

王

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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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罔替”，王爵世袭依次降等的称“世袭

有王府，而清代的王府也随着爵位的分封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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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王府的建筑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其他等级制度一样

不可逾越，对主轴线上所建房屋的间数、建筑的格局、用料、

色彩都作了明确的限制。

王府成拱卫皇城之势分布北京城内，因此，当年的北京

城除了中间金碧辉煌的宫殿外，四周星罗棋布地建有众多的

王府建筑。这些有形的建筑，带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当年，

在这如此众多的深宅大院之中，演绎了多少诡秘，制造了多

少恢宏，为今天究竟留下了什么?也许建筑学家的眼睛盯上

了宽阔的基石上树立的结梅也许民俗学家的耳朵寻觅到大

门内有过的遗闻轶事；也许美食家的鼻子嗅到满汉全席的味

道；也许史学家的双手触摸到政治风云的变换。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是一面镜子，建筑也是一面镜子，

它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让你继承、发展；也让你惊叹。

如今，留存于世的王府，大部分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

位，成为北京，也成为中国，甚至成为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虽然王府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但是，今天却又赋予了

它新的使命——旅游、教育和研究。尤其是作为～种文化的

载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且具有民族融合、沟

通宫廷与民间，贴近现代的特性。沧桑王府以其丰富的阅

历，所解说的清代以来社会发展、民族融合及文化交流内

2

益的启迪。我们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开发

jftlf
蒡划刚割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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