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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代实行两都制，大都是首都，上都是陪都、夏都。
两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皇帝每年来往于两都之间。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对元代两都的建造、城市布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做了全面深入的考
述。
大都的建造为今天的北京奠定了基础，上都则是中国古代具有典型意义的草原城市。
《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对元史、蒙古史、中国都城史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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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高华，1938年生，浙江温岭人。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委员会中国史组成员，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
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元史研究论稿》、《元史研究新论》、《元代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隋
唐画家史料》等，另与史卫民合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
中国风俗通史·元代》。
　　史卫民，1952年生，北京人。
1982年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大学，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1985年1月至1996年5月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元史研究工作。
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副会长等。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及该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研究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元代军事史》、《元代社会生活史》、《都市中的游
牧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主持翻译）、《中华古文明大图集》（主编之一）、《中国少
数民族文化史图典》（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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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的中都　第二章  大都城的建造过程　  一、在断事官们统治下的燕京　  二、燕京一中都一大都　
 三、大都城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四、大都的人口　第三章  大都的布局　  一、城墙和城门　  二
、皇城和宫城　  三、城内的布局　  四、南城和城郊　  五、西湖和西山　第四章  大都的政治生活　  
一、元代的政治中心　  二、元朝政府对大都的严密控制　  三、发生在大都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　  四
、大都的阶级关系　第五章  大都的经济生活　  一、农业　  二、手工业　  三、商业　  四、河运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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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和牧民的游牧生涯　第七章  上都的宗教　  一、发生在开平的佛道辩论　  二、随从巡幸的宗
教人士　  三、上都的寺院道观　第八章  上都的没落附录一  元代皇帝世系表附录二  元上都大事年表
附录三  元中部简述征引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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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代前期，东北的奚族、契丹族等相继崛起，不断向南扩展势力。
唐朝政府为了抵御它们的进攻，在幽州（渔阳）一带屯驻重兵。
唐玄宗时，出身少数民族的安禄山一身兼三镇节度使，管辖相当于今天山西、河北和辽宁大部地区在
内的广大地面。
他利用掌握的权力，不断积聚力量，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发动了叛乱，一直打到唐朝的首都长安。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①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
后来，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安禄山父子相继死去，史思明父子继起。
唐朝政府借助于北方回纥族的骑兵，才把叛乱平定了下去。
但是，河北地区仍为安、史的余党盘踞，唐朝政府无力进讨，只好承认他们封建割据的既成事实，这
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河朔三镇（卢龙、魏博、成德）。
三镇之一卢龙节度使控制了幽州地区。
这些藩镇的统治是很不稳固的，兵变不断，头目经常更迭。
从广德元年（763年）李怀仙作卢龙节度使起，到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李存勖攻占幽州止，在一个
半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幽州地区先后更换了二十几个头目。
这些藩镇的头目，毫无例外都是残暴专横的土皇帝，他们任意生杀予夺，横征暴敛，对人民无所不用
其极。
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他们还千方百计阻碍幽州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这些倒行逆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当地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李存勖攻占幽州后不久，消灭后梁王朝，建立后唐王朝。
后唐的统治很不稳固。
10世纪30年代，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借助契丹的力量夺取政权，不惜向契丹统治者称儿称臣
。
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契丹军队帮助下，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灭后唐，建立后晋政权。
他为了表示忠诚，把今山西、河北沿长城一带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也在数内。
自此，幽州归于契丹政权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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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元大都》一书的确解答了我多年的疑问，而且为能够立体化地把握近世北京的定位提供了丰富
的线索。
　　——[日]佐竹靖彦，《元大都》日译本后记，1984　　陈高华的《元大都》一书，可谓有关元大
都研究的集大成者。
既是一部较好的地方史，又是一部人文地理志。
　　——李治安、王晓欣，《元史学概论》，1989　　元代都会史的研究，以陈高华的成就为最大。
他著有《元大都》一书。
又与史卫民合著《元上都》。
⋯⋯这两部专著对两都的肇建、布局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都有详尽的考述。
　　——萧启庆，《蒙元史新研》，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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