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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章永俊编写的《北京手工业史》一书旨在系统阐述北京手工业发展史的演变轨迹，探讨北京手工业的
政策、制度、管理体制、经营方式以及手工业者的身份与地位诸问题，揭示各历史时期的主要手工业
行业状况及其兴衰变化趋势，初步建立北京手工业史基本理论框架和手工业本身发展变化的动态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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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永俊，1970年生，安徽枞阳县人。
2003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完成博士后研究。
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北京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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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沿着柳阴匝地的大道入丰宜门，前面就是龙津桥。
桥下河水东流，水清而深。
桥以燕石构成，颜色洁白，上面镌镂着精巧的图画。
桥分3道，中间是御道。
循御道进入皇城的南门宣阳门，夹道有沟，沿沟植柳，道旁为东西干步廊。
文楼、来宾馆、太庙分布在廊之东；武楼、会同馆、尚书省在楼之西。
再往北便是宫城的正南门应天门，四角皆有垛楼，覆琉璃瓦，金钉朱户。
干步廊北端，在应天门横街南侧，又分别转向东西各百余间，直到应天门东西的左右掖门为止，中间
圈成了“丁”字形的宫庭广场。
皇城内的这种布局，明显地与北宋的汴京相近。
　　中都的宫殿也受到汴京宫殿的影响。
在建设前先遣画工“写京师（指汴京）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尽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
以修之”。
因此建筑制度大致亦如汴京而更为规整，宫前广场的形制几乎完全是汴京的翻版。
　　宫城内部亦仿自汴京，但纠正了汴宫前后两座宫院未能对中的不足，其大安殿院和仁政殿院都坐
落在中轴线上。
大安、仁政二院之间有一横长过院，四面皆门，东西门名左、右嘉会门。
按照汴宫做法，可能通过这两座门也会有连接宫城东、西华门的横街。
范成大《揽辔录》称大安殿为“前殿”，相当于大朝，为金朝皇帝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
大安殿以北的仁政殿日“常朝”，是皇帝临朝听政的地方，也是官城中的主要建筑。
仁政殿是在辽的旧殿基础上改建而成的。
又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金宫城“正中位日皇帝正位，后日皇后正位”，似乎仁政殿又相当于后寝
。
若果然，以后的元代皇宫就是对金宫的直接继承，并一直影响到明清。
　　金中都居民的坊区已经由辽南京时期的26坊扩展为甘泉、会仙、棠阴、时和、延庆、开源、显忠
、衣锦、仙露、嘉会、广源、开阳东、开阳西、常清、永乐、美俗等60坊。
辽南京封闭式的诸坊格局，是承唐代蓟城之制。
北宋建都开封时，废弃了汉唐以来城市划分为“坊”的封闭格局，实行开放式模式，诸坊之间不设坊
墙。
中都兴建时，大多参考汴京之制，故城市亦为开放式，无坊墙之设。
元明清三朝在城市的建设中皆袭中都之制。
　　金中都城内还建有社稷坛、太庙及大圣安寺等寺庙建筑。
大定七年（1167年），金在中都建社稷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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