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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都北京》由王南著。
我们的初衷，是想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做一点事情。
通过专家给大众写书的方式，使中国古建筑知识得以普及和传承。
当我们开始行动时，由我们自己的无知产生了两个惊奇：一是在这片天地里，有这么多的前辈和新秀
在努力和富有成果地工作着；二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经费是如此的窘迫，令我们瞠目结舌。

希望《古都北京》的出版，能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贡献一点力量；能让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前
辈、新秀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多的宣扬；能为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古建筑提供一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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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南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外聘教师，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顾问。
2001年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后，师从吴良镛院士，从事北京城市规划设计与中国古代建
筑研究，对老北京的古建筑怀有深厚感情。
曾撰写博士论文《北京城市美学研究》，发表多篇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学术论文如《(康熙南巡图)中
的清代北京中轴线意象》、《传统北京规划设计的整体性原则》、《明十三陵规划设计的象征意义和
意境追求》等，此外还参与编写《巍巍古都》一书的北京一章，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测绘大量北
京胡同、四合院，抢救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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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神道门 田义墓的神道门为一座砖石小门楼，硬山卷棚顶，门框、门槛、门枕、门
楣及门簪皆为青石制成。
门垛下半部为石制须弥座，束腰上雕如意连纹，精细流畅。
四个八角形门簪簪心上刻成莲花的四种不同造型，分别为“莲苞欲放”、“莲蕊初绽”、 “绿荷怒放
”、 “子实成熟”，寓意“冬蕴、春长、夏绽、秋结”，同时象征人生的不同阶段及因果境遇一一可
谓构思精巧、寓意深刻。
 华表 神道门内为神道，神道两旁分立华表、石象生各一对。
华表通高7米余，为八棱柱，直径85厘米，下雕江涯，上刻祥云。
柱顶承露盘上蹲坐两只神兽面朝南方，昂首挺胸、神采飞扬。
华表底部的须弥座雕有雄狮、麒麟、獬豸、貔貅、天禄、辟邪、海马、宝象、神驼、玉兔等十余种不
同的神兽以及狮舞绣球、双龙戏珠等图案，雕刻丰富而华美。
 石象生 神道华表北侧为石象生一对，东为文官、西为武将，高约3米，比明十三陵神道文武官石象生
略小，但却比清西陵的还大。
 文官头戴七梁冠，身穿朝服，手捧笏板，面容谦和。
在其朝服的垂带上雕有仙鹤一对，为文官一品的标识，雕刻线条流畅精美。
武将头戴金盔，身着铠甲，手杵钢鞭，神态威严。
武将周身雕琢细膩， 甲胄上的甲页、鞭柄上的宝石、战靴上的神兽乃至绳结均刻画入微。
武将身后的护腰大带上刻有一组“胡人驯狮。
 棂星门 神道的北端为棂星门，通体为汉白玉雕成，中央为二柱牌坊式门，左右为影壁两座，面阔7.7
米，高5.7米，比例匀称、造型厚重、雕饰精美。
两个方形门柱柱头上蹲坐两只对望的石狮，双狮共同守卫着门中央象征灵魂不熄的火焰宝珠（图4.31
）。
 门左右的石影壁南北两面四组雕刻为棂星门的精华所在。
南面两幅雕刻主题均为狮子，东壁为一只雄狮休闲地卧在祥花瑞草之间；西壁则描绘一只大狮与一只
幼狮于山林间嬉戏。
北面的雕刻则以鹿为主题，东、西壁均为双鹿图，背景衬以松树、蝙蝠，以象征“福”（蝠）、“禄
”（鹿）、“寿”（松）。
四幅雕刻皆采用高浮雕技法，雕工精湛，且画面经营十分细膩生动，观者可由画面背景的林间花草之
中不经意发现栩栩如生的昆虫如蝈蝈、蜜蜂等藏匿其间。
 碑亭 棂星门內为一字排开的三座碑亭，是整个墓园保存最完整的三座砖石建筑。
 位于中轴线上的中亭平面呈八角形，首层檐为八角形，上为圆形攒尖顶，形制颇奇特。
东西南北四面各辟券门一道。
东、西两碑亭为造型一致的方形碑亭，屋顶为重檐歇山顶，南北两面各辟券门，东西两面雕出券形假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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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1996年到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上大学算起，我在古都北京己生活了将近十六个年头。
而真正开始热爱这座古城、热爱中国古建筑，则是从大学三年级读到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开
始的。
在梁思成的精神感召之下，我与同班的三位好友组成了“新营造学社”，沿着过去中国营造学社考察
古建筑的路线，走访了祖国大好河山许多美丽的古建筑，度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正式对古都北京及其古建筑展开系统学习和研究，要从2001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算起，至今也己超过
十年。
十年间考察了数不尽的北京古建筑，并且带领学生们测绘了北京许多胡同与四合院，也亲眼目睹了北
京这一梁思成笔下“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正一天天丧失其无与伦比的整体美⋯⋯在醉心于北京古建
筑之美和痛心于北京旧城所遭受的破坏这两种心境的矛盾纠缠之中，我于2008年6月完成了博士论文《
北京城市美学研究——重申城市设计的整体性原则》。
此后，我有幸参加了“北京五书”中的《北京古建筑地图》一书的编写，结果一写就是三年，这三年
间我和其他4位作者一次次徜徉于浩如烟海的北京古建筑群中，齐心协力，陆续完成了上、中、下三
册的编写，对五百余处北京古建筑进行了扼要地介绍。
从此我对北京古建筑的感情愈加深厚，与古都北京也结下了更多不解之缘——于是，“古都五书”中
《古都北京》一书的写作任务也继续落在了我的肩头。
与《北京古建筑地图》依照地区划分篇章不同，在《古都北京》一书中，我力图使全书的结构和逻辑
更加清晰可辨，希望从空间鸟瞰、历史沿革、各类型古建筑以及城市整体美的塑造等多个方面来介绍
古都北京在城市规划设计与古建筑营造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此外，出于个人爱好，我还在书中加入了“画里京城”一章，希望为古都北京的介绍文字增加几分诗
情画意。
    这本《古都北京》可以看作是我十年来研究的一点心得，虽仍有诸多遗憾和不足之处，但颇能聊以
自慰的是：这本书总算是饱含了我对古都北京的深情！
瑞典美术史家喜仁龙曾经为了“北京城墙的美”而写下《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那样的巨著；而深爱着
古都北京的梁思成则为她写下《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这样的名篇。
我对古都北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古都北京的美，为此，希望能够通过不懈地努力，把梁思
成先生以及众多先辈学者们对古都北京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我特别希望在书中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古都北京曾经是一件具有无与伦比的整体美的艺术杰作——而
今天这件杰出的艺术品依然在不断地遭受破坏。
前不久，台湾美学家蒋勋先生的一次演讲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讲到了一个关于东施
和西施的比喻：和我们一般理解的“东施效颦”的含义不同，在蒋勋的这个比喻中，东施和西施同样
都是美丽的女子，东施并非丑女，只是因为西施的存在而得不到吴王的欢心而己，但东施因此失去了
自信心，并努力效仿西施的美态，结果适得其反；其实东施应该看到自己的美的独特性，“回来做自
己”——在蒋勋先生看来，美，就是回来做自己。
这个比喻让我陷入了长久的悲伤与感慨之中：其实我们中国的城市与建筑，中国的众多历史文化名城
，不正是那个失去自信心的东施吗？
她所效颦的西施不就是西方的城市和建筑吗？
中国的城市和建筑其实已经长久地陷于“东施效颦”的困境中了吧！
没想到把古老的东施、西施的故事稍加改变作个比喻，竟然惊人地暗合了今天东方和西方在文化上的
处境⋯⋯我于是由衷地希望，通过《古都北京》以及《北京古建筑地图》这类书籍的编写，能够向广
大读者，包括北京的城市建设者们呈现北京昔日最美的容颜——为此我也特别在本书开篇的“北京鸟
瞰”一章中尽情想象和勾画那个尚未受到西方建筑观念影响、保持着自身雍容气度的美丽的北京城—
—如果这本书能够使当代读者多少感受到古都北京的美(哪怕只是冰山一角)，就像忽然在镜子中惊奇
地发现自身的美一样，然后在某一瞬间忽然觉得像北京这样一座伟大的古都应该回来做自己，并且坚
持做自己，那我就了无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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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本书的写作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在此需要一一表示感谢。
首先是古都北京研究的先行者们，没有他们富于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是不会有眼前这本书的诞生的—
—他们的名字和著作都尽可能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了。
其次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吴良镛先生，他不仅指导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并且带领我参与了
北京旧城保护与城市设计方面的许多课题，给予我十分难得的实践机会。
此外特别要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的诸位老师和同事们，特别是王贵祥教授对
我的信任与鼓励，楼庆西先生的指导，林洙老师提供的中国营造学社的老照片，贾珺、刘畅、贺从容
、李路珂、段智钧、胡介中、袁琳、李菁对我的启发和帮助，还要感谢廖慧农老师、袁增梅编辑对全
书写作的协助。
还应该特别感谢的是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从策划全部丛书的王群总经理，到负
责具体工作的工作人员。
感谢格锐设计机构的王华先生、孙世魁对全书版式设计付出的辛勤劳动。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徐颖、段传极、职延明等各位编审对全书所做的细致的校对和审阅工作。
    还有一些我在长年来考察北京古城、参与旧城保护过程中认识的朋友，也在此一并感谢，他们是王
军先生、华新民女士、姚远先生和刘阳先生。
华新民女士、刘阳先生大方地提供给我许多照片，为全书增色不少。
特别要感谢王军先生，他不但始终如一坚定地投身北京旧城保护的事业，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参加
我们的北京古建筑考察与测绘，并且长期同我交换对于北京的学习与研究心得，共同分享古都北京之
美。
    感谢我多年的好友赵大海先生，书中许多精美的照片出自他精心的创作。
还要感谢我的学生唐恒鲁、王斐和孙广懿，书中动人的胡同测绘长卷出自他们的手笔。
此外，唐恒鲁还与我一起完成了书中许多北京古建筑巨幅鸟瞰图的绘制。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父母、岳父岳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当然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曾佳莉，她不但陪我走遍古都北京的每座沧桑美丽的古建筑，并且和我
一起测绘、记录、写生，她是我每一幅画作和每一首新诗的第一个鉴赏者，也是我每一篇论文和每一
部书稿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这本书的一半功劳应该是属于她的。
    王南    2012年5月于古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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