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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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志书”前面又加“特色”二字，则是因为这套

丛书，除志书的共性外，又有独特个性。

首先，它在众多的北京志书中，最能反映北京

的特点和亮点。人们在称赞北京

深、魅力无穷时，其头脑中最先联

历史文化博大精

想的故宫、长城、

天

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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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地
方
志 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北京猿人遗址等已被国际

风 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云居寺的石经、旧城的胡同、

物 明清的园林、金元的遗址等展示辉煌历史的盛迹，
图
志 王府井、大栅栏、琉璃厂、天桥、什刹海等“文味”、
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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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罗捌

布于京城东西南北中的“亮点”，都是北京“特色志

天 书”’的编修对象。如果一一成志，使其系列化、六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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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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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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规划之列

地方志编委会办

而是在第一轮修志基础上，由市

j室另行策划和组织的“专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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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在写法上也有两个突破之处。一是

了图片。图片具有直观、美观的特点，

身就有历史文献价值。特色志书，特别

图志，则几乎页页见图。地图、实物图、

片、绘画、特制图等等，凡是有助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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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又增添了新的

风采。用志书、辞书、百科全书、资料汇编等方式，

全面系统地整理、发掘、记录北痔

一项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文化建

历史和现实，是

的基础工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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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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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建设先进文化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北京地方志

风 风物图志丛书》是北京文化基础工程的组成部分．

物 如果把北京这块宝地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创造称之赛
图
志 珠宝遍地、晶莹璀璨，繁星满城、彩光交辉，繁裂
丛
书 似锦、美不胜收，那么这套丛书就是从珠宝中择马

了几枚珍贵者，繁星中选出了几颗亮丽者，群花冲

采摘了几朵美艳者加以展示，以奉献于人们。这裂

天 于把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于实现“人支

桥 奥运”，办好第29届奥运会，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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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桥出现以后，元、明、清各朝没有专门记载天桥的书籍，

只是将天桥的事迹散见于《帝京景物略》、《天府广记》、《日下lET闻

考》、《天咫偶闻》、《藤荫杂记》等各种北京的史地书籍中。民国年

问，与白石老人有过密切交往的张次溪先生曾对牝京天桥做过历史

调查研究，积多年之资料。写成了《天桥志》一书，解放后的l 951

年由北京修绠堂书店出版，书名定为《人民曹都的天桥》。张次溪先

生几历寒暑，矢志精心搜集史料，勤奋写作，弛谙熟天桥情况，史

料翔实可靠，确实为后人研究天桥留下了宝贵的参阔资料。

]990年成善卿先生撰写的《天桥史话》_书出版发行。成善

卿先生是研究北京变地民俗的文学前辈。世居嘏京，．热爱北京天桥

文化。这本书乃是以他的心血写成的，书之内容丰富，材料翔实--T

靠，基本上反映出几百年来天桥的历史状况，洋洋彀卞万字，可谓

鸿篇巨著，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专门写天桥的书。成善卿先生研

究广泛，涉猎范围宽，加之勤于笔耕，其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和

各种文史资料中。

我们中国有“蛊世修志”的优良传统，将一城一地的历史沿革

等状况修成志书，留与后人得以文化传承。古人云：“志也者述古昔

昭来兹也。”“志者，记也。所以昭法戒于来兹，史之属也。”因此“志”

就是文字记述、记载。这“记述”就是要我们忠实于历史，老老实

2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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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记，原原本本地记，来不得半点儿虚假，也不能润色与夸张，记

就是记，不偏不侍，不忌人之所讳，不加评论，不加观点，这是修

史修志的原则。

‘天桥图志》所遵循的正是这一原J14。《天桥图志》一书在前人

研究搜集有关数百年来天桥的人文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我撰写时力

求做到广征博采众家之长，注重吸取前人的科研成果，以达到图文

并茂的效果。图是为配合文字而设置的，图包括照片，地图或插图，

文中能用照片的尽量用照片(当然是老照片)，建筑文物古迹还有的

就用新拍摄的。对于解放以后天桥地区的交通、人文景观，街道等

发展变化，要力求反映最新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中深化体稍改

革中的成就是不可少的，所以我将北京中轴线工程的永定门复建工

程、天坛和先农坛的坛墙，亮”出工程。天桥大街的改造、天桥市

民广场的建设等最新的情况写入书中，也算是把握住前沿了。

我在《天桥闺志》中立了个“作家、画家笔下的天桥”这个栏

肆，意图馨邃些鸯蜜铸囊桥青史留名的人立个传，介绍一下他们的

作品，使雯多磅蚕穆遁诬雏的诈品，知道天桥，这也是不埋没他们

对天桥辟做出碜冀姣哆。我认蠹天桥不应该惠记他们，历史会给他

锕摩有盼位置。。

修零志书，甫淞体育遮秘中盼接力赛中的传递接力棒，一棒一

棒传下豢≯相带我们耪焉天：．龠写出蔓好的新的天桥志书来。

俗语说i书潮硝鲢穷瞧少。哉表撰写《天桥固志》一书中，才有

了切身的体金。

我自上世纪七卡年代初参加工作后，就有了业余研究北京史地

民俗的爱好，为了手头方便，陆陆续续买了不少必备的工具书。先

是买的‘帝京景物略》、《Et下旧闻考》，以后又买了《天府广记》、《春

明梦余暴>等书，参然全是解放以后重新出版印刷的，原版本书不

是我逮剐参加工作的挣几十元工资的中学教师敢奢望的，就是有我

也买不起。我记得年代最早的也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重新出版的

物图惠丛卡天桥



‘长安客话>，我买时才几角钱一本。后来买了较大部头的《明史》、

《清史稿》、<史记》、《翁同锯El记》、《郑孝胥日记》等。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初，我撰写‘历代名人咪户沟桥诗词选注》时，手头缺

工具书，看到中国书店有一套清雍正年问蝙纂的《骈字类鳊》，精

装本，14册，此时书价已贵了好多，为了需要，我还是咬牙买下

了。后来我又陆续凑齐了北京十八个区县的地启志，这套书若是

花钱买是需要一大笔钱的．还是北京市地名办公室的文友看我爱书

心切，送了我一部分，有几本是各区县地名办公室的文友送给我

的，所以这套书我没花一分钱。多年来，我还利用到外地出差的

机会，搞到了一部分外省市出版的地方志、地名志、市志、县志、

文史资料。积米成箩，积水成河。到目前为止，我捷集的书籍，已

摆满了大小四个书橱，尚有一部分堆在一旁无处码放。我看到小

小的书斋中四处都是书，自以为汗牛充栋了。

写作中我才震羁：我没有关于考北京照片的书籍。现买已经

来不及了，就是买也不见得有。

这时候，哉的史友们帮了我∞枇，“解了燃薏之急。

家住丰台的互宝升同志得知我在写《天桥飘惠》，他听说他

认识砖一位同患有关于赛金花的资料和熙簏。就童霉ll找到那位同

志，要烈了资料和照躬复镪了。份，赶憾避瓤r我的家中。羽

建斌两惠是‘中圃交通报》的记者，和戒是同行，也舞是北京史

地民俗!学}会的余虱他倍给我一本《粥书老天桥》的画册柞为写

作的参考，当画册到我手中时，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还有国家霉

书馆i曼休的王铭珍同志，是一位研究热爱北京吏地民俗的老前辈，

他借给我的北京老照片画册我装了满满两大书包。我手头没有

《天桥演叉》一书，买又买不到。作家崔金生同志将他保存的一本

慨然借给了我。崔金生同志从小在天桥地区长大。写了许多有关

天桥的文章和以天棒为题材的小说，他还向我讲了一些我不掌握

的有关天桥的遗文轶事，要知道当时他正在生病呀!在《天桥图

习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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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一书制作封面时，《北京铁道报》报社的周系皋主任得知我写

此书后，将他珍藏的一本王大观同志的关于老北京的画册借与我

参考。王大观同志是专门画老北京民俗风情的画家，一生致力于

绘画创作，和周系皋是老朋友。王大观所绘的画册专有一部分是

关于老北京天桥的民俗风情的长卷，是大观同志倾一生心血的经

典力作，我看后深受感动，专门为老天桥做出贡献的王大观同志

写了一篇小传放在书中。遗憾的是大观同志在他的画册出版后的

第二年即辞世了。

因此，可以这样说，我写的这部《天桥图志》一书是在众多

的文友们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将撰写书时参阅的北京古今史地书籍专列出一个“参考书

目”栏，附于书后，以便读者印证查阅。

最后，我还要向北京史志办公室的罗保平同志、谭列飞同志

和尹树国同志表示谢意，他们在工作中对《天桥图志》的出版多

次予以关注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刘仲孝

于芸香斋

风物图惠丛莘天桥



北京地办志·风物图志从传编委会

主编：段柄仁

副主编：王铁鹏王春柱侯宏兴

谭烈飞罗保平

编委：尹树国姚安王之鸿

王熹王梓赵林

马建农张惠岐刘仲孝

王红李鸿斌林东利 _j叠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