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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吕

《北京百科全书 · 崇文卷》是《北京百科全书} (第二版 ) 的分卷本 ， 也是

崇文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介绍地域概况的权威性的工具书。其编辑工作

是在 中 共北京 市 委 、 北京市政府 、中共崇文区委、崇文区政府领导 下 完成的 。

编撰工作遵循《北京百科全书} (第二版 ) 总编辑委员会制定的编辑方针 ， 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 ， 着眼于爱国主义教育 、 国情和区情教育 。

《北京百科全书 · 崇文卷》编辑委员会由熟知崇文区情的权威人士组成 。 按

《北京百科全书} ( 第二版 ) 总体设计要求 ， 选取 500 个条目 ， 约 80 万字(含图

表 ) ， 全面系统地介绍崇文地区 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

侧重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 其依据资料主要有地名志、崇文

区志 、 革命斗争史、文史资料、统计资料 、 党史资料 ， 中共崇文区委、区人大

常委会、区政府和政协崇文区委员会工作报告等各类公开出版物 ， 凝聚了从

古至今众多人士的辛勤劳动成果 。 编撰者们按照"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

及 "最重要、最有价值 、 最有代表性 " 的精选 、 浓缩原则 ， 从上千万字的资料

中， 提取精华 ， 以绘全貌 ， 并对史实进行考证核实 。 编写时 ， 注重百科全书编

写的体例要求 ， 吸取国内外权威性百科全书 编撰方法的特长 ， 力求保持现代

百科全书所特有的风格 ; 书中还精心选配了相当数量的彩色插图和表格 ， 为广

大国内外读者了解、研究崇文区 ， 提供一部便于检索和阅读的、有较高学术水

平的 工具书 O

《北京百科全书 · 崇文卷》是崇文区文化基本建设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 也

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 全区各单位都以极大的热忱参加了此

项 工作 。 从总体设计到编辑成书用了三年时间 。 编辑过程 中，中共北京市委、北

京市政府 、中共 崇文区委、崇文区政府 、奥林匹克出版社、区属和辖区单位以及

各界人士都给予了有力指导和帮助 ， 编辑部全体人员努力工作 ， 在此，我们向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些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 限于编撰者的水平，恳请读者对书中的疏漏提

出宝贵意见 O

《北京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北京百科全书 · 崇文卷》编辑委员会

2001年4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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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凡

一、条目

1. 本书条目包括历史、地理 、 区划地名 、政治、和|教文卫休、经济 、文物古迹 、名

胜、综合等 9 个方面的内容 。

2. 条目是全书主体 ， 是供读者检索查阅的基本单元 。 本书设有 500 个条目 ， 共约 80

万字(含图表 ) 。

二、编排

3 . 本书按前言、凡侈IJ 、崇文区概述、条目分类目录 、 条目正文、崇文区大事年表 、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 条目内容分析索引 次序编排 。

4. 条目接条目标题的汉语拼音字母 111页序井辅以汉字笔画、起笔笔形 11 1员序排列 。 同

音时接汉字笔画由少到多 111页序排列 ， 笔画数相同的接起笔笔形一 (横)、 I (竖 ) 、 )

(11敝)、 、 (点 ) 、→ (折， 包括 J 兮-， L 等)的顺序排列 。 第一字相同时 ， 接第二字，余类推 。

5. 每个字头在首页罗Ij出本字头包含的所有条目标题的第一个汉字 ，如 A 字头之下

自 | 有 爱、安、奥 ; 每一页书眉处列出本页所包含的所有条目标题的第一个汉字，如第 1
页包含 爱 。

-

三、条目标题

6 条目标题都是词或词组 ， 如 "北京游乐园京花同仁堂 " " 民主党派 "等 。

7. 条目上方加注汉语拼音 。

8 . 为了避免个别字头过于集中 ， 一些条目采取主题词方式设条 ， 在释文中给出全

名 。 如 卫生学校 " (全名崇文区卫生学校) 。

9. 当条目标题太长时 ， 采用简称 ， 在释文中给出全名 。 如 一师附小 " (全名北

京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

1 0 本书设置了一些专业性条目标题 ， 如 金融业技术监督手工业 " 等 ，

应理解为只是崇文区某一方面情况的介绍 ， 不涉及学科性内容 。 如 环境保护 " 应理

解为崇文区的环境保护状况 ， 而不对环境保护的学科内容作介绍 。



1 1. 本书设置了一些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的条目标题 ， 这些事件虽未完全发生在崇

文区 ， {旦与崇文区有重要关系 。 如 奥林匹克勋章 " 主要介绍历年中国获得奥林匹克

勋章人员的情况 北平解放入城式 " 主要介绍 1949 年初 ，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 为庆

祝胜利 ， 于 2 月 3 日 举行盛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情况 。

四、释文

12. 条目释文一律使用规范化现代汉语 ， 释文开始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O

13. 较大条目设置释文层次标题 : 第一层标题用黑休 、居中 ， 第二层标题用黑休 ， 第

二层标题用楷体 ， 第四层标题用圈码 。

14 . 凡条目的内容涉及其他条目并需由其他条目的释文补充的 ， 采用参见方式 。 所

参见的条目标题在条目释文中出现的用楷体字标记 ， 例如 " 1 955 年在区境东南部规划

建设北京 体育馆 所参见的条目未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 ， 另用括号加 " 见 " 字标出 ，

例如原为石氏万柳堂家祠(见万柳堂遗址) 0 " 

15. 人物不单独设条 ， 重要人物在机构 、 事件、故居、遗址等条目中介绍 ， 其人名

在内容分析索引中列出 ， 以供检索 。

16 释文涉及历朝年代时间时 ， 用汉字表示 ; 公元时间用问拉伯数字表示 。 同条

中 ， 同朝年代仅在第一次出现时，后加括号用公元时间标注 。

五、图表

17. 本书在条目释文中有选择地配有插图和表格 ， 重要条目按其主题内容配整页及

合页插图 ; 全书共配图表近 600 张 。

六、大事年表

18. 本书大事年表始于史前时期 ， 截至 2000 年 12 月 。

19. 大事年表接历代纪元 l顺序排列 ， 其中涉及历代各朝的 ， 按历朝年代的时间排

序 ， 其后加括号用公元纪年标注 ， 同 一朝代仅在第一次出现时 ， 标庄帝王年号及相应

的公元纪年 1912 年后接公元纪年排序 。

20 条目标题在大事年表文中出现的 ， 用楷体字标记 。

七、索引

21 本书附有全部条目的内容分析索引和汉字笔画索引 ， 各种索引前有简要说明 ，

条目内容分析索引约 2 000 余条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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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22 本书一律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所列

的简化字 。

23 本书所用数字 ， 除历史条目和习惯用汉字表示的以外 ， 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

24 . 本书所用计量单位 ， 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 历史条目所用计量

单位部分依其旧 ， 不做换算 ; 未经审定和尚未统一的 ， 从习惯 。

25. 本书除个别条目外 ， 采用资料下限的时间均为 1997 年 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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瞠 崇文区 I

崇文区

崇文区是北京市四个中心城区之一 ， 自明建都北京算起 ， 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 。 区境内的天

坛自明永乐十八年 (1420)后便为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祭天大典的场所 ; 区境内的大通桥为明代通

惠河灌运的终点。 嘉靖三十二年 (1553 )筑北京外域 ，这一地区被围在北京城内 ，境内今前门大街 、

崇文门外大街、花市大街一带逐渐发展为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 清康熙、乾隆年间 ，这一地区已是

民营手工业者主要聚集处 。 近代 ，境内正阳门东火车站和永定门火车站的建立使这一地区成为北

京通向外地的门户 。 1949 年后 ，崇文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 ，城区建设、

商业、服务业、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 ，面貌日新月异 ， 为建设现化大都市发悔

了重要作用 。

天坛祈年殿

自然地理概貌

崇文区地处北京城区东南部 ，因位于崇文门南而得名 ，居东经 116'切'-116"26' ，北纬 39052-39"54' , 

区境南北最长 4.65 公里 ，东西最宽 4.51 公里 ，总面积 16.46 平方公里 。 东北部和东部与朝阳区搭

界 ，南部与丰台区相交 ，西部与宣武区毗邻 ，北部与东城区接壤。 西北部的前门东大街和前门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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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交会的路中心 ，是崇文 、东城、西城、宣武 4 区交界点 ， 区境内的前门箭楼、前门大街、永定门 ，处

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

区境位于"北京小平原"之上 ，地质构成为第四纪和第三纪两组地层。 自明代嘉靖三十二年

(1553 )建外城 ，区境北部为城市活动范围 ，建筑物兴废变迁多 ，地下有掩埋的河、湖、沟 、坑和很厚

的分布不规律的素填土、垃坡 、房渣等 。 大部分填土的厚度为 4~7 米 ，西打磨厂街以北一带局部厚

度达 10 米以上。 区境南部多为农田和坟地 ， 以素填土为主 ，厚度 3~5 米 。 老填土的容许承载能力

一般在 1.0~1.5 公斤/平方厘米 ;新素填土则小于 1.0 公斤/平方厘米 。 区境地下 80~100 米第四纪

地层中 ，主要有 3 层承压水层 ，岩性地层由多层厚度不等的砂 、砂砾石组成。 主要接受洪水冲积扇

顶部侧向径流的补给 ，原本水位变动很小 ， 由于上游人为开采和枯水等原因 ，水位逐年下降。 境内

热水源来自良乡到市区转到111页义的地热带 ，地热水储存在地下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裂隙榕洞中 ，

埋深 800~2 000 米 。热储温度在 40~60"C之间 ，水质良好 ，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至 1997 年底 ，先

后开发热水井 10 余处 ， 多用于沐浴。

崇文区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温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 冬夏较长 ， 春秋短促 ， 冬冷夏热 ， 四季分

明 。 日 ß，~充足 ， 年平均气温 1 1. 8"C 0 1 月份平均气温零下 9"C至零下 4"C， 7 月份平均气温 25"C~

26"C 。 年平均降雨量 584 毫米 ， 多集中在 7 月至 8 月间 。

历史上区境内水系较为发达，流经区境的河流有高梁河 、卢沟河 (今永定河)、通惠河、三里河、

龙须沟、护城河、阿灌 ;主要池塘有金鱼池 、万柳堂、张国、李园、苇塘。 古高粱河当年曾从现今的紫

竹院流出 ，经积水潭、后海 、前海、南海 ，斜穿天安门西侧，向东南过前门 、打磨厂、芦草园、金鱼地 ，

转东至红桥 ，又折向东南 ，往东人漂水 (古永定河 ) 。 金代建造中都城后 ，也曾利用高梁河旧道济灌

运。 金大定十二年 (1 172)开卢沟金口 ， 引卢沟河水经中都城北入境东流 ， 以增加灌渠水之流量。 但

因 "地势高峻 ，水性j军烛 ，峻则奔流慌泪 ，齿岸善崩 ， 浊则泥悼淤塞 ，积津成浅 ，不能性冉" ({金史 ·

河渠志~ ) ， 又因夏秋雨多时 ，洪水经常决堤成灾 ， 冬春雨少时 ， 河床干酒不能行舟 ，所以只得堵闭

金口 ，废弃此间。 由于古高粱河与卢沟河水的冲积 ，形成区境地势自西北和东南呈缓倾斜。 区境海

拔最高点为前门外广和剧场南侧 ，海拔 46.47 米 ;最低处为龙潭东湖东南 ，海拔 36.17 米 ;平均海拔

41 米 。 明初 ，修建北京城 ， /1 1员承门 (今宣武门 )东南的梁家园、千几胡同、砖儿胡同逐渐形成洼地和

窑坑 ，汇集了四方雨水和地下水 ，形成大池塘。 池塘之水从地塘东口流出 ，绕过山川坛 ， 穿天桥111页

天坛北侧向东 ，经金鱼池、红桥忻向东南 ，至太阳宫进入苇塘。 因河沟宽处不足 4 米 ，窄处只有 1

米多 ，又弯弯曲曲 ，后人称之"龙须沟" 。 清末至民国时期 ，龙须沟变为臭水沟 ，周围地区的居民深

受污害。 1950 年 ，龙须沟得以彻底整治。 明正统年间 (1436~1449 ) ， 因修城壤 ，作坝蓄水 ，虑恐雨多

水溢 ，于正阳桥东南低洼处开通境口 ，修设旧同道 ， 以泄其水 ，始有三里河。 三里河流经打磨厂、长

巷头条西、穿芦草园 、北桥湾、南桥湾 、金鱼池、红桥 ，与龙须沟汇合。 明万历年间 ( 1573~1620 )三里

河上游(三里河桥以北 )干润 ，下游依然有水 ，清末形成臭水向 。 1 950 年进行大规模整治建设 ，将沟

填平 ，改建成街 ，称"龙须沟路" 。

古时 ， 区境内古松、古柏、古槐、枣树、杨柳较多 ，有贾家花园、白果园等私人花园 ， 曾被称为春

季踏青的好去处。 清末以后 ， 区境地理地貌遭至破坏严重。 1949 年后 ，疏吃苇塘成湖 ，沿湖植树 10

万余株 ，填向垫洼 ，开辟街头绿地，并进行铁路、道路两侧及胡同 、居住小区的绿化和美化。 到 2000

年底 ，园林绿化面积 517.29 万平方米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7.88 平方米 ，实有树木 120 万株 ，绿化覆

盖率 30.72% ，人均占有园林绿地 12.49 平方米。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年植树节到天坛公园植树 ，从而

推动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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