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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统治中国，以八旗制度统领旗人（主体是满洲人），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主体是汉人），形成
旗民分治的两元结构。
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都北京（京师），以内城安置旗人，以外城居住民人，是旗民分治两元结构
在空间关系上的集中体现。
此后二百七十余年中，旗人始终是内城的基本居民，并形成与外城民人社会并存的旗人社会。
这是清代北京城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它由以发展的重要前提。
辛亥革命（1911）后，清朝覆灭，旗人社会瓦解，但作为其主体部分的满族始终生活在北京，而旗人
文化留给古都北京的鲜明印迹更是经久不衰。
    本书在综合利用满汉文档案、契书、碑文、家谱、笔记、曲词、小说、舆图、绘画、口述史料的基
础上，对北京旗人社会的面貌、特征、变化，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对旗民关系（核心是满汉关
系）的发展，也作了多角度分析。
本书对开展北京史研究，把握北京的城市特色，挖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均有价值。
对清朝史研究、满族史研究、八旗史研究，也是一个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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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旗人社会的形成　　在清代，旗人与民人是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
民人就是隶属省府州县之人，以人数众多的汉人为主体；旗人则是被编入八旗组织之人。
八旗虽依满、蒙、汉不同民族成分编组，但起核心作用的始终是满洲人，所以，旗、民差别在很大程
度上又是与满、汉差别相对应的。
　　旗人又称“旗下人”、“在旗的”，他们在行政隶属、权利义务、经济来源、政治地位、文化习
俗等方面均有别于民人，甚至所居地域，最初也是与民人泾渭分明的。
这样一来，旗人便成为清代社会中人员最庞杂、特点最鲜明、影响最强大的一个区域人群。
了解北京旗人社会，应从它的形成谈起。
　　第一节　从辽沈到北京　　有清一代，旗人被统治者视作“国家根本所系”而恩养有加，绝不是
偶然的。
清统治者一再标榜“本朝以弧矢戡定天下”，从清王朝的奠基到统治的稳固，主要凭借的就是八旗的
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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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旗人社会丰富的文化历史底蕴，旗人与北京史既有如此密切的联系，然而，旗人群体迅速消失于
民间，犹如水银泻地一般，而他们在失去自身属性的同时，也就失去了话语权，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鲜有人们去关注他们的命运。
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他们的专著。
 本书把握了北京古都发展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这一特点，把握了满族历史的基本脉络
通过对清史、满族史，特别是八旗问题的研究，以居旗人群体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为关注的重点，重点
对旗人社会生活的形态、特点与演变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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