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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展示北京地域文化的千姿百态志书是地域文化的如实记录，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性产品
，也是文化产业灵感和原材料的源泉。
我国的修志事业萌发于上古，几乎和文字的形成同步；孕育于春秋战国，和史书、地书同胎而生；成
形于宋代，逐步从史书、地书中独立出来；明代以后被制度化，成为“官修”的“官书”。
目前保存下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志有8000多种，10万多卷，约占现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编地方志受到空前重视。
截止到2011年，已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志书6500余部，还有更多的规划外的部门志、行业志、山水
名胜志和乡镇村志以及地情资料书等。
北京市现存旧志百余种、千余卷，包括府志、市志、州志、县志、风俗志、山水志、地名志、关志、
寺庙志等。
当代新修第一轮规划172部市区县志大体完成，规划外特色志、部门志、乡镇村志以及大量的地情资料
书，总量远远超过规划志书。
这些志书和资料汇集书，是传承中华文明的最完整、最有权威的地域文化基础性资料，是五千年中华
文化积累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历史上，它曾作为资政、教化、传史的载体，使中华文明传承不断、生生不息，为中华民族不
断增强凝聚力作出了无可估量的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当前，对于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这些珍贵而丰富的文化宝藏，如何挖掘利用，较长时期未被重视，大量古旧志书因散落于中小
图书馆或民间，保存条件很差，处于亟待抢救状态。
即便是保存完好的，多数也被长期封锁在馆库之中，很少有人问津。
新修志书虽然采取多种措施，提出“修用”并举方针，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大力发掘使用渠道，开拓
使用范围，但从整体上说，多数群众仍不知志书为何物。
加之志书本身的特点，强调存真求实原则，有真实性、权威性，但大多缺少趣味性。
采取述而不论的写法，有客观性、公证性，但缺乏思辨性。
加之古旧志书多数未加整理、注释，读起来比较困难，很难走向大众。
新修志书也极少走向市场，很难引人注意。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使志书充分发挥其效用，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和有关部门采取了多种办法，比如
让志书上网，把志书编成不同体裁的专业书、教科书、故事书和百科全书，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志说北京》采取的是地方志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合作，在《北京日报》开辟专栏的办法，把地方志
记载的、当前社会需要、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用讲故事、说历史、写观感等方式，一事一章，短小
易读，分门别类地把志书中的有关内容解剖、改写而后刊载出来，历时三年，成就了深受读者欢迎的
百篇短文，汇集而成第一本文集。
《志说北京——修志人眼中的北京》对于志书宝库来说，像一把钥匙，引领读者去打开大门，进行北
京地域文化之旅，去领略北京这块风水宝地的风采；像打开一扇窗口，给你展示北京地域文化的鲜活
场景，吸引人们从不同角度，领略其千姿百态；它又是一桌美味快餐，把不同味道的文化佳肴，集于
一桌，任你从中挑选、摄取营养。
它有各种历史事件的有趣记述，有建筑、寺庙、陵寝等文物古迹的深入解析，有饮食、衣着、风土人
情等生动描述，也有对历史名人指指点点的写照。
这些文章不是志体，这部文集也不是志书，但它却以志书记载的事实为依据，为蓝本，联系有关史实
，加上作者合理的描绘、符合逻辑的评点、生动形象的语言，使这一篇篇短文，像诗性散文，既深深
扎根于志书，对志书的某部分内容进行挖掘，再加工，又大大超越志书，变成了更有吸引力的形象化
、通俗化了的“志书”，开创了“读志”、“用志”的一种新方法，新形式。
这一切，对于宣传北京地域文化、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提高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推进文化事业
和产业的发展，必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志说北京——修志人眼中的北京》的出版发行，对于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志书这个知识宝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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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我们对读志用志新形式的开发创新也仅仅是开始，殷切期
望这个“栏目”，这本文集，成为开春的第一个芽，第一支花朵，会引来绿色满地，万紫千红的春天
，使志书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发挥应有的更大的作用。
段柄仁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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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次收录的文章均为本市地方志工作者，或者曾经做过地方志工作的同志所写，这些文章有的浓墨重
彩，有的寻幽探微，有的直说其事，北京因此而变得具象化，所以我们把这本书取名为《志说北京—
—修志人眼中的北京》算是比较贴切，同时也是告诉老朋友们，这是《志说北京》栏目文章的合集。

《志说北京——修志人眼中的北京》由侯宏兴主编，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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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八里桥之战李延珂/曹晓春八里桥，位于通州之西的通惠河上，因距通州城西门八里，俗称八里桥
。
明正统十一年（1446）建，英宗赐名永通桥，为石砌三券拱桥。
桥体为花岗岩石料，两侧有护栏，在33对望柱上雕刻有神态各异的石狮。
其地扼京城出入东北和南方的咽喉要道，与卢沟桥、马驹桥、朝宗桥并称为“拱卫京师四大桥梁”。
清咸丰十年（1860），清军在此英勇抗击英法联军，进行了八里桥之战，从而使八里桥举世闻名。
据《北京志·军事卷·军事志》记载，咸丰十年（1860）六月至七月（阳历8月，后同），英法联
军1.7万人，分乘百余艘舰船抵大沽口外，清军疏于戒备，北塘、新河、塘沽、天津先后陷落，清军撤
往通州一带。
清政府与英法联军重新谈判，因侵略者所提条件过于苛刻，天津和通州谈判破裂。
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英法联军近4000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进犯。
时部署于通州地区的清军有3万余人。
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马步队1.7万人，驻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
八月四日（9月18日），联军先头部队推进到张家湾，向清军阵地发动进攻，清军步队千人奋起抗击。
但当僧格林沁派马队抄袭敌军时，突遭联军火箭袭击，马匹受惊回奔，冲击步队，马步兵自相践踏，
阵势顿时混乱，一同向八里桥溃退。
联军攻占张家湾，并乘胜占领通州城。
八月七日（9月21日）上午7时，英法联军稍事整顿后，向八里桥发起进攻。
其兵力部署分东、西、南三路：东路为法军第1旅，西路为英军，南路为法军第2旅，担任主攻八里桥
的任务。
孟托班为总指挥，总兵力约五六千人。
时八里桥一带清军约3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
僧格林沁令胜保部迎战南路，瑞麟部迎击东路，自带部队抗击西路之敌，令马队实施正面反冲击。
马队出击后，毙伤敌军千余人。
后遭据壕联军炮火轰击和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伤亡甚众，被迫退却。
三路联军乘胜发起强大攻势，胜保部与冲到八里桥的南路之敌肉搏拼杀，后因胜保受伤，遂向北京退
却。
僧格林沁督率本部马队穿插冲杀于敌南路与西路之间，指挥步队顶住西路之敌的攻击，双方伤亡甚众
，旋因联军西路一部抄袭僧格林沁军后路，僧格林沁遂撤队而逃，瑞麟部亦退往北京。
中午，英法联军占领八里桥及附近村庄。
因伤亡消耗过重，英法联军在通州休整半月，待援补给，通州百余村庄遭洗劫。
八里桥之战，清军惨败而退，使北京城完全暴露在联军面前，战争局势急转直下。
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英法联军不费一兵一弹，通过安定门顺利进入北京城；抢劫并焚烧圆明园及西
郊诸园，园内珍宝、文物、典籍等被劫掠一空，所有庙宇、宫殿、建筑和历代收藏的珍品都化为灰烬
；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
八里桥也成为中华民族这一段惨痛历史的见证。
（本文资料主要引自《北京志·军事卷·军事志》）2010年11月1日古都遇袭纪实林瑜/任虹晶1949年2
月，国民党空军战斗机l架窜人北平市南苑、朝阳门外上空进行轰炸，这是北平解放以来第一次遭受空
袭，北平市人民政府开始布置人民防空工作，责成公安系统实施人防宣传与准备。
4月23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召开防空会议，根据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形式，敌机可能来北平袭扰的情况
，会议决定全市做好必要的防空准备。
会后全市各机关单位迅速组成防空委员会或防空小组，成立了消防队、纠察队、救护队，并利用各种
形式组织防空宣传，引导群众进行防空准备。
4月24日，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成立并发布《防空布告》，规定了防空办法、空袭期间灯火管制、交
通管制的要求，明确了防空警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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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上午8时10分，国民党6架B一24轰炸机由天津方向飞抵南苑机场上空，投弹30枚。
8时35分，市公安局3个消防中队赶到现场，因自来水管被炸坏，9时20分觅得水井，下午1时许扑灭。
炸死炸伤23人，房屋150余间。
此为北平解放后遭轰炸损失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
5月25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和市公安局制发《灯火管制办法》。
市公安局检查内城手摇警报器装设情况和警报红绿灯球台悬挂有无损坏及移动情形。
对全市73处警报设备检查中有12处损坏，其余良好或稍加修理即可使用。
警报器虽有专人负责，但有的人员缺乏施放技术和防空知识。
6月25日，叶剑英市长、张友渔副市长签发训令，转发平津卫戍区司令部敌情通报，要求切实注意防空
，严密防范，万勿疏忽。
7月22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扩大联合办公会议决定，防空工作归市公安局办理，市公安局通知各公安分
局，今后全市市民防空由市公安局领导，各区市民防空由公安分局负责。
8月13日，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指示即日起接办，市公安局决定防空工作交由市公安总队负责，由
市公安总队成立市防空指挥部，各区以公安分局为主组成区防空指挥部，各派出所成立防空小组，各
机关、学校、工厂亦成立防空小组。
国民党空军飞机空袭南苑机场，造成较大物资损失和人员伤亡，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加
强北平防空，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组建空军飞行中队开始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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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志说北京：修志人眼中的北京》对于志书宝库来说，本书像一把钥匙，引领读者去打开大门，
进行北京地域文化之旅，去领略北京这块风水宝地的风采；像打开一扇窗口，给你展示北京地域文化
的鲜活场景，吸引人们从不同角度，领略其千姿百态；它又是一桌美味快餐，把不同味道的文化佳肴
，集于一桌，任你从中挑选、摄取营养。
它有各种历史事件的有趣记述，有建筑、寺庙、陵寝等文物古迹的深入解析，有饮食、衣着、风土人
情等生动描述，也有对历史名人指指点点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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