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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30年来，在全所科
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
史》为代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而《北京通史》的问世，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200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加大扶持力度，提出把《北京专史集成
》列入院科研重大课题，使得我院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之前，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对北京专史进行研究，如王玲女士撰写有《北京与周围城
市关系史》，尹钧科先生撰写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于德源先生撰写有《北京农业经济史》，
吴建雍等人合写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城市发展史》，等等，这些专史的问世把北京历史文
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但是，要想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专史研究系列，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研究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组成一
支力量相对强大的科研队伍，才能够完成系列专史研究的繁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组织历史研究所的全体科研人员对《北京专史集成》课题
进行了认真的论证。
特别是课题总顾问刘牧雨院长和课题总策划戚本超副院长对课题中研究项目的编写原则和立项次序都
给予了精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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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风俗史》是所有关心和爱好北京历史文化的人都十分重视的一个题目。
早在中国几千年前的先秦时期，统治者们就把了解广大百姓的风俗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于是有了岁
时“采风”的制度。
最早的“采风”是统治者亲自巡幸，周游名山大川，体察各地风俗。
通过对百姓风俗的了解，可以知道政绩得失。
大概“采风”比较辛苦，于是那些贪图安逸的统治者们不再亲自巡幸，而是派遣官员们四出巡访，其
巡访重点也从体察民情转到了考校吏治。
虽然后来把“采风”活动废止了，但那些出任地方长官的有识之士却仍然把调查百姓风俗作为一项重
要的工作，通过了解百姓风俗，作为执行政务的参考数据。
从这个角度讲，风俗史乃是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现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许多西方的学术思想传入中国，给传统学术界带来了新活
力，国外学者对风俗史的研究成果，就是很好的范例。
于是，国人知道除了传统的政治学之外，又有人类学、社会学的名目，可以用来研究历史。
许多原来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的重要内容，可以通过对民众现存习俗的研究得到更加全面的了解和
更加深刻的认识。
于是，风俗史又成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而大量历史文献的保存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巨大的文化宝藏，从而为我
们在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我们可以参照历史文献来解读以往人们的风
俗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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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旋入本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明清史研究工作。
研究内容侧重明清政治制度史、礼制制度史、北京史以及京师文化。
主要著作有：《北京城市生活史》（明代部分）、《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礼不远人——走近
明清京师礼制文化》。
主要论文有：《大顺用兵北
试论》、《西学东渐与明代社会特征》、（《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制度比皇帝更重要》等30余
篇。
译著有《颜惠庆自传》（第7—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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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的岁时节令风俗北京岁时节令风俗的形成特征三、城市文化特征历史上的北京是一个相当繁荣发
达的城市，直接服务于封建官僚们的需要客观上刺激了北京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元、明、清
三朝，北京成了中国最大的费城市。
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昌盛以及人民生活的相对稳定，使得北京岁时节令风俗逐渐从浓郁的禁忌、
迷信、祭祀、禳除的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而更多转变为娱乐型和礼仪型，甚至向奢侈、享乐方向发
展。
如元宵节放花灯烟火在明代就历时十日之久，所谓“王孙贵客士女儿童，倾城出游⋯⋯车马塞途，几
无寸隙”。
描述的就是元宵节市民观灯的景象。
此外，龙舟竞渡之风有增无减，车船秧歌、杂技百戏、庙会集市，大都以享乐、游玩、娱乐、休息为
主。
有些风俗虽然来源于农事，如填仓、打春牛、祭财喜神、走百病、扭秧歌等农事习俗，经过多年的发
展演变，在进入京城之后，都明显地染上了城市文化的色彩。
一方面，因为北京脱离开单纯的农业社会而进入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城市社会是比较早的，以后又发展
成为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都市社会，农事节日在进入北京城之后也不得不打上城市文化的烙印，方能
继续传承下去。
另一方面，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的都会，却又与周围的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长期延续下来
的农村节令又很难消失，不得不溶入城市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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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撰写工作，系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
其中，王岗负责撰写“概述”及第五篇“北京风俗的变迁及其影响”；李宝臣负责撰写“生活风俗”
中的饮食、出行交往和婚丧风俗，以及“行业风俗”中的官场风俗；郑永华负责撰写“宗教风俗”中
的道教风俗；赵雅丽负责撰写“宗教风俗”中的民间宗教风俗和“行业风俗”中的商业风俗；袁熹负
责撰写“生活风俗”中的服饰风俗；章永俊负责撰写“岁时节令风俗”中的春季和夏季节令，以及“
行业风俗”中的手工业和农业风俗；董焱负责撰写“生活风俗”中的居处风俗。
何岩巍负责撰写“岁时节令风俗”中的秋季和冬季节令，以及“宗教风俗”中的佛教风俗；王岗修改
了部分书稿内容。
全书最后由李宝臣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加以改定。
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关宏女士的帮助，在此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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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风俗史》为“北京专史集成”丛书之一，分为北京的岁时节令风俗、北京的宗教风俗、北京的
生活风俗、北京的行业风俗、北京风俗的变迁及其影响五部分。
简要介绍了北京市的风俗习惯，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作用。
对研究北京风俗史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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