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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二言]
段柄仁

记述北京古都文化特点和亮点的"北京地方志·风物

图志丛书第一批10部，于2005年7月出版，包括《王府

《天桥}} ((前门·大栅栏)} ((什刹海)} ((琉璃厂)} ((会

《王府)} ((庙会)} ((老字号)} ((祭坛)} ，发行后颇受读

者青睐。时光匆匆，又过去近 10年，目前市场己难觅其踪，

需再版供应。现在我们又接续编篡了第二批 10部，计有《长

安街}} ((朝阜路)} ((平安大街)} ((国子监街)} ((牛街》

交民巷)} ((三山五园)} ((西单)} ((雍和宫)} ((南锣鼓巷)} , 

将来还应有第二批、第四批……，把北京这块宝地上现有的

和曾有的人类文明的闪光点、出彩处，尽可能网罗其中，展

示世人，同时也在志书的宏大家族中，创立北京特色志书的

"风味美食"系列，并使其生生不息，同现已经完成的规划

一轮172部志书，正在编篡的规划二轮67部志书，以及规划外

志书《北京胡同志}} ((北京四合院志》等大型特色志书，古

镇图志等系列丛书，乡、村、街、社等综合性志书，各行业

的专业志书等，构成覆盖北京历史和现状的基础文化宝库，

必将光照现世，影响千秋。

风物图志与规模宏大、历史知识丰富全面的北京规划志

书相比，应当说在内容上是出其类、拔其萃，使其特点更

加突出，亮点更加明亮。如果把规划志书比作无所不包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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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那么风物图志就是在美不胜收的满天繁星中，顿取其最

美最亮者，给予拉近、聚光、展示，使其更加感动人、吸引

人。表现形式上，图志在遵循志书的体例和寨写原则的基础

上，比规划志书更多地使用图片展示内容，即图片多、占位

大，成规成套，有地图、象形图、实物图照，有全局性图

照、局部图照、单位图照，有现状图照，也有历史图照。总

之，图片美观，形象性强烈，加之图文紧密结合，相互映

照，对读者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可以说，图志既是展示北

京风物的精选本，又是志书家族的精美书，更具有京昧，更

方便选用，也更大众化。

第二批 1 0部图志和第一批相较，无论是只写北京风物的

选题原则，还是以专家为主的编篡路线，没有不同之处，

每部各自独立，相互是单体并列，两批之间是整体接续的关

系。较大不同的是，第一批是以北京风物的"点" (诸如

《天桥》等)、 "片" (诸如《什刹海》等)、 "类" (诸

如 《会馆)) ((老字号》等)为主要展示对象，而第二批则以

"线"为主，辅以"点"和"片" 0 10部中有7部是展示名街

名巷的，这虽然在写作上增添了一些难度，但名街名巷是北

京古都风貌不可或缺的特色和闪光之处，把它们纳入图志丛

书系列，是图志领域的扩大，也是读者的要求。

志书是代代相续的资料性著述，时移势易，随着时代的

演进，北京风物也在不断变化，有的由亮变暗，有的增光添

彩，也有消失和新生的。志书编篡者都应如实记载下来，把

消失的纳入历史文化的宝库中，用以为子孙后代积累精神财

富;把新生的展示出来，以便为后来者接续编篡开创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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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文化名城和中国古都之

一。长安街如同一条壮美的彩带横贯城市中心区，

见证着北京历史的风云变幻，记录着北京古往今来

的步伐。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中心城市都会有一两条著名

的街道，比如巴黎的香甜丽舍大街、柏林的菩提树

大街、东京的银座、伦敦的白厅大街和牛津街、华

盛顿的宪法大道和纽约的第五大道、圣彼得堡的涅

瓦大街和真斯科的新问尔巴特大街……这些著名街

道是一个国家政治、金融、商业、历史、文化、艺

术、宗教集中展示的窗口，也常常是地标建筑最集

中的国家名片。相比而言，长安街是这些著名街道

中历史最悠久、功能最多元、长度和宽度均首屈一

指的大街。

长安街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在兴建元

大都时，其南城墙内的顺城街就在现在长安街的位

置。明永乐年间，为了扩建京城，在原城墙以南 l

千米(今正阳门附近)新建了南城墙，将原来的顺

城街改建成最初的长安街，天安门以东到东单是东

长安街，天安门以西到西单是西长安街，统称长安

街，长约3.8千米，被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分隔为

东、西两段。民国时期， 1912年拆除了长安左门和

←-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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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右门边的红墙，长安街始得贯通。 1 939年，在

长安街东、西两端开辟了启明(今建国门)和长安

(今复兴门)两个城门，并形成延长线。新中国成

立后，经过多次拓宽、改造，长安街成为从东到西

的通街大道，分别延伸至通州和首钢东门，特别

是作为城市轴线的地位日益显著。 2010年6月，长

安街西延道路工程规划方案获得批准，长安街再向

西延长到门头沟的三石路与规划中的石龙西路相接

处，整个长安街共长5 1.4千米，成为真正的"百里

长街"。

长安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的政治中

心和文化中心，在这条街上集中了许多中央机关和

文化机构，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形象代表，因而又

被誉为"神州第一街"。如今，民安街正以开阔、

包容的气度展现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

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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