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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仁之和我相识在七十五年前的燕园。
我于1931年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仁之晚我一年入学。
在位于适楼（现名俄文楼）一层的西南角的那间课室里，我们听洪业（煨莲）教授讲授“史学方法”
。
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课余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
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从1932年作为新生踏进燕京大学校门起，仁之在学贯中西的洪业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在
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一步步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也深深影
响着仁之的学业探索。
1932年顾颉刚教授开设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程，探讨历代疆域和政区的演变，后又发起成立
以研究古代地理沿革为中心的“禹贡学会”，设在位于燕大东门外蒋家胡同3号寓所。
仁之在这里参加过学会的活动，聆听过顾先生的教诲。
学会的同名刊物《禹贡》半月刊也于1934年3月出版，成为交流学习心得和信息的学术园地。
仁之学生时期在《禹贡》上先后发表过十余篇文章。
1935年长江中下游大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深受震撼，写了《记本年湘、鄂、赣、皖四省水灾》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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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精选了作者在建国以后所撰写的55篇作品，深入论述了北京城的城址起源、河
水湖系、规划改造、景物溯源、地图与碑记等系列问题，其学术价值超越了地理科学的范畴，成为北
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的重要参考。
论述精辟，文笔生动，饱含着作者对北京城的深厚感情。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使用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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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仁之（1911～），山东恩县人。
历史地理学家。
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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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北京城的沿革北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从她的起源算到现在，至少也已经有三千多年。
今天她已经成为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政治生活的中心，在我们的宪法中庄严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是北京。
北京最初见于记载的名称叫做蓟，以蓟作为中心而最早兴起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就是燕。
根据古代传说，蓟或燕国是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所分封的。
但是分封的事实，传说不一，经过研究，我们知道北京最初居民点的发展，早在周初以前就已经开始
了，这是和燕的兴起分不开的。
燕乃是随着地方生产的发展而自然生长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并不是从周朝的分封所开始的，而城市的
诞生，正是奴隶社会发展的标志。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远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前，燕国已经存在，它是殷商北方的一个属国，这是三千
多年以前的事。
又过了几百年，到了周朝末叶的战国时代，燕国和一些邻国一样，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时期，而且也逐
渐强大起来，终于崛起北方，争霸中原，号称七雄之一。
这时史书上已经有明文记载说：燕国的都城叫做蓟。
蓟，就是现在北京城最初的前身。
从蓟城发展的初期来说，她的地理位置是相当优越的。
她建筑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平原上，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北京小平原。
北京小平原三面有重山环绕，只有正南一面开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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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中国文库·科技文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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