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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地方史，中国自古有之，谓方志，语出《周礼·

春官>): "外史掌四方之志。"秦汉一统，疆域扩大，国

势甚盛，及哥马迁、班 E 出，史学之盛也曾所未有。从

此以后，历代官私史著繁多，包括方志。南方志中也

不乏传世佳作。清代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诫认

为，方志并非地理专书，雨应是内容宏富的地方史 s 还

主张国史当择善、取裁、凭据子方志。中华民族之所

以具有巨大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深罩的根

基，理应与重视国史方志这一优丧传统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继承了这一

优丧传统，并把地区性研究摆在佳先的位置上。五六

十年代，截至"文革"，全国已有 530 多个县成立了地

方志编篡机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省、市、

县相继建立了这种祝构，确然形成了"盛世修志"的

局 E 。从 1983 年秋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写

并陆续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从商把地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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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撞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80 年代末， <<当代中囡》丛

书地方卷即将出齐，从事这方菌研究的同志提出一个

问题 z 如何把地方史研究更向纵深推进?经过反复讨

论、协商，大家达成共识 z 在对各地当代历史进行综

合性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当代地方简史。这个意见得

到了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

的支持，使之得以作为研究和编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的一个组成部分来部署。

编写当代地方简史，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

下，以科学的态度分别编写建 E 以来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部筒晓的信史。要精心选

材，巧妙编排，深刻说理，以真实、确凿、生动、具

体的历史事实，提供一种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的社会

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材。简言之，要真实地再现各地

当代史，使之真正起到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

一部引人入胜的史书，当然要写好重大事件，写

好人物，如实地再现历史过程，展示社会面貌，越络

清断，文彩斐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有特色，做到

"四个不一样"一一与地方志不一样，与《当代中国》

丛书地方卷不一样，与地方党史不一样，各个地方不

一样。从方法论上说，"四个不一样"所涉及的是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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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娃的关系，它要求同中见异。地方简史与地方志、

《当代中居》丛书地方卷、地方党史都是以反映或再现

各地的当代史为要旨的，而各地都是在中共中央和中

央人民政清统一领导下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

的，党的基本路线议及全局性的方针、政策都是统一

制定和推行的。这些就是共性。如果地方简史仅仅停

留在这一共性上，雨无个性特色，它就失去了问世的

理由。只有从上述四个方面加以比较，找出差别，地

方简史的个性特色才会凸现出来。当然，强调个性、特

殊性并非对共性有所轻视，因为"共性，即包含于一

切个挂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毛泽东: ((矛盾论妙。

注意研究各地历史发展的个性，不仅可以科学地担握

住本地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可以更好地把握住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共性。

在全医范围内(捺台湾省外〉普遍雨同砖开展地

方简史的研究并以时经事纬的体例来编寨，这是头一

次。我们陆续编辑出颖的 30 部史书只是这次行动的

第一批成果。毫无疑问，地区性研究须不断拓宽和加

深 z 开展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筒史进行增

益与移订，将会是扭地区性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的一条

有效途径。

这套丛书讲述的虽然是昨天的事，但是，"历史不

能割新，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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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妙。正在以江泽民商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全国各地各族人民，

定能从其对昨天的回顾中，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从

凝结在这套丛书的真理性认识中吸取力量和智慧，拼

搏进取，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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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掀开了北京历史的薪

篇章。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

翻身做主人的豪迈气概，锐意进取，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经

过 50 年百折不挠的努力，北京人民战胜了前进中的困难，经

受了撞折的考验，把北京从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追和奴佳的衰败城市，建设成为欣欣向

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p 从一个畸形的消费城市，建设

成为具有雄罩经济实力的综合性产业城市 F 从一个长期受半

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禁锢的吉域，发展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患慧、

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全国文化中心。这是翻天覆地的 50

年，言都政f吉、经济、文化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今

天与 50 年前相比，已有天壤之裂。这是中共北京市委、市政

府带领全市人民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十

一届三中全会主i来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

系列重大决策的结果，是人们用聪明才智、辛勤劳动甚至付

出重大代份取得的成果。我的要十分珍惜这一段历史，继续

发揭团结拼搏，琅苦奋斗的精神，再刽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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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简史》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全E反映当代北京革命和建设进程的史论

结合的专著。它记述了这一历史时期全市各条战线的发展变

化和取得的光辉成就，这歌了广大工人、农英、知识分子在

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缸造的英雄业绩s 总结了北京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这本书史料

翔实，文字精练，具有北京特色，是一部进有爱菌主义、社

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教育的好书。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方

面关注和支持下，该书精心撰写，集思广益，广泛征求意见，

数易其稿，编寨历时 7 年。它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群众了

解厉史、认识北京、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将起重要作用。

我的党历来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和学习。 E对新形势、新

任务、新情况、薪课题，尤其需要如强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

学耳。江泽民总书记对此多次提出要求，他说..一名领导干

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蕾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事一

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担握社会发展的巍律，不

可能成为腰应历史潮流的自觉政党 z 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

中继承和发展本员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就不可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这些指

示精神，采取有动，付诸实施。《当代立京篱史》是一本记录

北京近 50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通俗读物，比较适合

全市干部、职工和青年离读。特果是各级领导干嚣，应把这

本书列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参考材料，以便从理论和实际的

结合上更全面、更深刻地学好邓小平理论，掌握北京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驾驭

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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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过去，弹指一挥部。新的世纪正向我们走来。在此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对期，我们北京市的干部和人民

要更加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杭遇，迎接挑战，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实现党的十五大和市第八次代表

大会提出的跨世纪战略目标，鱼i造第一流的工作水平、工作

成绩、工作经验，使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担苦蕃

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撞向 21 世纪，实现新

的腾飞，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撮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贾庆林

199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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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嚣的首都，是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

吉域，千年历史的古部e

公元前十一世纪，属武王灭离，封帝尧之后于酶，封召

公费于燕。萄就在现在的北京城，燕也在北京地区。房出琉

璃河董家林村发摆出的商题遗址，考古界认为øp燕蕃。燕盛

并萄，以萄城为燕都。战国时期，燕成为七雄之一。葫域，作

为北中匿通往塞外的交通枢纽，南北贸易的中心，是一个繁

盛的古代都量。

秦代霸域，为广阳郡治所。汉代的药壤，曾是诸侯王的

都域和题:怜!治所，由此始称撞撞#1.经济文住逐渐发达。从魏

晋到北朝，北方战乱不绝，政权更迭频繁。离城被汉族和建、

民、鲜卑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轮流占据，先后有后赵、冉魏、

前燕、前秦、后燕、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统治。其中前

燕建都于蛮横。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开发幽州，促进

了民族的交流、融合，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陪、唐两代，幽州是军事重镇、立部地盟的政治中心e 农

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兴旺，成为北方各民族闰经济交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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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唐代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墨家，幽州地这是汉、突

厥、契丹、莫、草草辑、室韦、高丽、新罗、回花、吐谷浑等

各族人民共司生活的地方，加速了北方各民族间的梧互交流、

梧互融合的进程。五代十国时期，各族军队互相攻伐，塞北

的契丹族日益强大，幽刻成为后梁、后唐和契丹争夺的战略

要地。后晋把幽、云等 16 州割让给契丹。

公元 938 年，契丹〈后改国号为辽〉以幽州为陪都，号

南京，又称燕京，在震颤域的基础上营建皇城、宫殿。在辽

的五京中，燕京是规模最大，又最富康的一个。各族人口达

30 万人，农牧业有较大发展，手工业也达到较高水平，商业

则成为中原与塞外交易的枢纽，与西域、西夏和蒙古等也有

频繁的商业往来。在燕京生活的各族人罢，共再创造了这个

地区的灿烂文化。辽代佛教盛行，寺庙大兴，现在北京广安

门外的天宁寺砖塔，便是杰出的辽代文住遗存。

北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形成辽、宋在河

北平原对峙之势。辽末，东北的女真族建立金政权。宋联金

破辽后不久，燕京为金所握。金的统治区陆续扩大到华北、中

原以后，在燕京扩建城垣，兴修宫殿。 1153 年迁都燕京，改

称中部，成为北方一代封建王朝的首都，经济文化有了更进

一步的发展。至今仍然横哥本定离上的卢沟桥，就是金代为

改善中都南北陆路交通而建造的实用、精美的建筑物。

蒙古军队攻破中都，复称燕京。 1271 年建立元王朝，以

为京都，次年改称大部，或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开起j了北

京历史的新纪元。大都是在中都东北部营建的一座新壤，其

规坦i布局、建筑规模、工程水平和建筑艺术，都是当时世界

上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大部经济繁荣，与西域、中亚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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