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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韩朴本书的作者，是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者。
他们写作本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将北京的地方文献整理和开发出来，让学者们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而是更希望把地方文献中蕴含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的语言表述出
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进而达到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目的。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标识——共同的族源、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民族英雄、
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以及共同的习惯与风俗。
通过世代传承，这种民族文化植根于族人心中，并透过悠远的历史长河，积累成为丰厚的文化遗产。
族人会为此而感到自豪，并在这一基础上取得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若是有人不能取得这种认同，便会被族人视为非我族类。
这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正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根。
随着民族间的交往，民族的文化会通过多种渠道向族群以外传播，而各民族也会根据本民族发展的需
要，主动而适度地汲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进而融入并丰富本民族的文化。
对于所有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而言，这本是一件好事。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主动与适度两个元素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自主生存的权利，若文化的交流或交融是在违背民族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或
文化交流或交融的结果达到了喧宾夺主的局面，那就成为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行为了。
作为上层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形态的制约，各族文化在族内的传承效果和
对外的传播影响能力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强势与弱势之分。
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本已使得
很多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危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某些强势国
家更凭借着经济与军事实力，以商品和技术开路，并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使其文化向世界各国倾泻
。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很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在内，都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安全出现了隐患，
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一样，都是最大的国家利
益之所在，而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前提与条件。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有特点的文化之一，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惟一未曾中断而传承至今的文明体系
，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与现实中自身选择的结果。
捍卫、传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安全措施，同时
也是每一个中国文化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以历史文献的完整和系统著称于世。
在浩瀚的中华文献中，地方文献历来是传承民族文化的绝好材料。
它从特定地域的角度出发，对区域内的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全面、客观的记录和研究，反映了一个区
域内的特有文化及其产生的背景，因而是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重要文献基础。
对于特定区域、国家和民族说来，其文献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一个国家各地地方文献的总合，构成了国家文献的基础。
从更广大的背景上来看，国家文献也是一种地方文献。
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的开创者杜定友先生说“良以地方文献，非特为掌故史料之宝藏，抑且读之
发人深省，使祖述先贤，爱护乡邦之念，油然而生。
其影响于一国之文化，至深且巨也”。
三皇五帝、汉唐明清、五岳四渎、翰墨雅乐固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针对于每一个具体的
华夏子孙而言，故乡的沿革变化、乡贤故老、坊巷村镇、俚曲民谣，由于近在身边，耳濡目染，也就
更加直观，更加深切地引发人们对于乡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自豪之情。
溯我国数千年以来的文明史，地方文献的撰写、整理和积累从未中断过。
在20世纪中叶以前，地方文献的流通主要在私人之间进行，史料的整理、积累也大都由学者们分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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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使文献史料的流通以及积累与整理的状况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专门针对地方
史料的系统积累和整理仍不多见。
自20世纪40年代起，杜定友先生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首创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大力收集、整理和
传播广东地方文献，开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之先河。
40年代中期，刘国钧先生掌国立西北图书馆时，建立了西北地方文献专藏。
1958年，首都图书馆成立了专门的北京地方文献机构和北京地方文献专藏。
时至今日，国内几乎所有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众多的地市级、区县级图书馆，以及越来越多的大学图
书馆、科研图书馆，都建立了有关本地的地方文献专藏，并围绕地方与民族文化，开展了有声有色的
文化推广工作。
作为方国或国家的都城，古城北京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往今来的北京人培育出了灿烂而深邃的北
京文化，成为华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大部分文化信息已经转化成为文献的形式。
自首都图书馆创立了专业的北京地方文献机构，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组建起相对完整、系统的北京地
方文献专藏。
文献类型包含了古今中外图书、报刊、学术论文、舆图、会议录、文件汇编、统计图表、谱录、文契
、戏剧说明书、乐谱、音视频资料、金石拓片、历史图片以及北京地方文献的专用工具书等。
同时也培育出一支热爱地方文献事业，学有专长，富于创造精神的文化工作队伍。
除了创建独具特色的文献专藏，提供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借阅服务以外，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始终坚持向
社会各界提供多种形式的经过信息处理而完成增值过程的信息产品。
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先后编制了关于北京地方文献的联合书目、报刊资料索引和
各类专题书目、索引，引导读者进入地方文化的大千世界；开展了针对信息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专题信
息服务，逐步形成了“量身定做”式的服务模式，为党政机关、科研教学机构、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
读者个人提供了数千万字的专题信息资料汇编，受到了学术界和专业性信息用户的充分肯定。
然而此类产品所针对的服务对象大都是专业界和学术界，产品的基本形式也都是经过筛选和整理的原
始文献，虽然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但就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角度而言，却并不适合大众
的阅读需求。
为了向更多的民众普及北京地方文献中丰富的文化遗产，自2001年以后，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先后创建
了“乡土课堂”系列讲座、地方文化系列展览等文化服务品牌，以面向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普及为目标
，采用主动选题的方式，深入挖掘北京地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
由于此类产品整合、调动了首都地区丰厚的智力资源，兼顾科学性、通俗性和趣味性，并采用公众喜
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或是通过互动方式吸引广大公众的主动参与，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也有不少热心的听众和观众提出，限于讲座和展览的即时l生传播特征，一些优秀的信息产品很
快就成为过眼烟云，因而非常希望首都图书馆能够将一些深受欢迎的文化选题以传统平面媒体或是音
视频的形式整理出版，使热爱北京传统文化的读者得以手持一帙，卧游历史文化长河。
实际上，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在组织与创作讲座和展览产品的过程中，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
为此，在首都图书馆领导的全力支持下，他们除了将上述产品中的精华部分以音视频的形式在“北京
记忆”网站上及时推出以外，进而陆续整理出一系列选题，与学苑出版社共同策划、推出这一系列图
书。
在这些选题中，有些是基于对北京地方文献中某种载体类型的系统整理，有些则是针对某一历史现象
或历史事件调用多种形式文献类型的精心编排。
但总而言之，都是将象牙之塔中的尘封文献梳理出来，揭掉那层神秘的面纱，推荐给公众，使更多的
华夏子孙进一步了解我们的由来所自，为弘扬和推广我们的民族文化尽一份心。
由图书馆的文献工作者自己动手来撰写文化与科学普及作品，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祝愿他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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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作者，是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者。
他们写作本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将北京的地方文献整理和开发出来，让学者们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而是更希望把地方文献中蕴含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的语言表述出
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进而达到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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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炜，1975年生，河北玉田人。
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中心副主任，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主要从事北京文史和地方文献研究。
曾主持编写《旧京戏报》、《北京历史舆图集》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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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　钦天监第一洋监正之汤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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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悯忠怀古之法源寺法源寺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内南横街北，寺坐北朝南，院内古木参天，是北京
最古老的名刹之一。
法源寺不仅以历史悠久而著称，而且寺内石刻碑记和藏经甚多。
“高楼曲榭望峻增，赏菊西园秋兴增。
佛号罢闻刚午后，又来东院看斋僧。
”法源寺，又名悯忠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是唐太宗李世民为悼念远征高丽的阵亡将士而建
的。
唐太宗不顾长孙无忌等朝廷大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高丽。
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高丽在汉朝已是中国的领土，隋朝多次出兵，均未取胜，我今天尚未年老，想
借士大夫之余力攻下它，替死亡在那里的中国隋朝子弟报仇，也为被杀的高丽君父雪耻。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派水路五百船四万兵从莱州渡海攻打平壤，陆路则发兵六万从东北趋辽东，
自己亲率六军到前线督战。
陆路上，唐军攻下了一直顶住了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重镇——辽阳城，但唐军没有直捣平壤，而是在进
攻辽阳城西南重镇——安市城时被阻，两个月未能破坡。
考虑寒冬将至，太宗下令撤军，在归途中还是遭遇大风雪，死亡数千人，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
为了悼念远征高丽而死去的将士们，安抚民心，唐太宗建立了悯忠寺。
后来唐高宗李治又下诏修建，直到武则天通天元年(696)，才告竣工，并赐名“悯忠寺”。
这正是“白骨累累古战场，忠魂耀耀日含芒。
巍然一塔天人悯，时有缁流布道场。
”悯忠寺还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唐玄宗后期，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悯忠寺东南角建造了一座十丈高的塔。
安禄山的皇帝美梦没做多久，两年之后，刚攻陷长安的他就死在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
至德二年(757)，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在悯忠寺的西南角建造“天垢净光宝塔”，据说史思明建塔的目
的是向安禄山祈福献媚的，不料安禄山突然被杀，他只好降唐，并赶紧把刻好的碑文磨平重刻，声称
此塔是为唐肃宗李亨继位而建造的。
不久，史思明降而复叛，后也被儿子史朝义杀死，落了一个和安禄山同样的下场。
如今二塔皆毁，只剩《无垢净光宝塔颂》残碑，是目前寺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石刻遗存。
清人王鸿绪有诗日：“悯忠古刹读唐碑，将士征辽实可悲。
纵有番据《春明梦余录》记载：“唐悯忠寺，建于贞观十九年，太宗悯东征士卒战亡者，收其遗骸，
葬幽州城西十余里许，为哀忠墓。
又于幽州城内建悯忠寺，作佛事以超度之。
中有高阁，故但以阁名。
唐谚：'悯忠高阁，去天一握'。
”可见悯忠寺在唐朝已初具规模。
悯忠寺毁于唐末的一场大火，但是遗存下来的两方石碑不仅记载有中闵忠寺的方位，而且记录了幽州
城址和街衢状况，对研究北京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是唐武宗会昌六年(846)采师伦所书的《悯忠寺重藏舍利记》，此碑已佚据(光绪)顺天府志中此碑碑
文记载，北魏时建的智泉寺毗邻悯忠寺，寺内藏有舍利，因寺遭火灾，“智泉寺已毁，遂以舍利归悯
忠寺焉！
”。
智泉寺位置“即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
“子城东门”是4世纪时前燕慕容俊建都时的宫城东门。
“东百余步”也就是说“子城东门”往东百余步就是智泉寺和悯忠寺。
“大街之北面”，也就是今南横街的北面，与法源寺的位置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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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沙门南叙所撰、僧知常所书的《重藏舍利记》。
碑文日：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
“燕城”即北京城，“康衢”就是今北京的南横街。
辽道宗耶律洪基是辽代诸皇帝中奉佛最为热忱的一位，《辽史·道宗本纪》称他“一岁而饭僧三十六
万，一日而祝发三千。
”他为北京地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咸雍六年(1070)，辽道宗对悯忠寺进行了修缮，并赐名“大悯忠寺”，大安十年(1094)，再次对悯忠寺
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把观音阁由两层改成了三层，寺中现存的《辽合利石函题名》和《燕京大悯忠寺
菩萨地宫合利函记》碑刻反映了这次重修的情况。
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重新修建。
金灭辽后，又大举入侵北宋，并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获，连同后宫妃嫔押解北上，途经中都时便
将宋钦宗及其嫔妃拘押于法源寺内。
法源寺经金元战乱之后，遭地震、火灾而倾覆。
蒙古人人主金中都后，最早住持悯忠寺的是金末著名高僧隆安善选。
《大元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国师传戒碑》对他住持并修复悯忠寺有明确
记载：“我师伐金，师转徙平滦，军中月无足食，将士或馈荤馔，终却不受，人知其清洁，不复縻系
。
得还燕，悯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毁，丞相厦里等奉朝命，徙各寺人匠，中书令耶律楚材署疏请主悯
忠寺。
寻主崇国寺，则丞相厦里之请也。
师告施者，经营缔构，悉复旧观。
”从碑文可见，当时隆安善选住持悯忠寺是由中书令耶律楚材奉朝命邀请的，原因是悯忠寺在蒙古伐
金的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朝廷希望通过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重修悯忠寺和崇国寺。
结果他没有辜负朝廷，发动信徒，“经营缔构”，恢复了悯忠、崇国二寺“旧观”。
明正统三年(1438)由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巨阉牵头募资重建了寺院。
据现存寺内的碑文记载，这次重建工程浩大：“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
、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两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栖禅之所，次第缮完，以间计者凡一百四
十⋯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形成今天寺院的格局，明英宗题名“崇福寺”。
正统十年(1445)，宋文毅又建大藏经阁，明英宗传旨把一部新刊印的《大藏经》赐给寺院，放在藏经
阁中“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口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阐福寺，永充供口，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
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
”如今这部珍贵的明刊《大藏经》还保存在法源寺的藏经阁中。
万历二十九年(1601)，崇福寺住持明玉发愿重修，京城的善男信女们纷纷响应，捐钱助修，于万历三
十年(1602)完工。
“先是住持明玉发愿重修，募诸善信，京师窥左足应者若干人，檀越聂君捐数百金，具插畚，往督厥
事，经始于万历辛丑，越岁而工告成。
塑像、殿庑、周垣、方丈、悉鼎新焉。
鼓钟楼则增修其久废者，规制完美，岿然一方巨丽。
”把悯忠寺改为崇福寺是明朝的英宗皇帝，而把崇福寺称为法源寺的是清朝的雍正皇帝。
清初顺治皇帝崇尚佛教，他说自己的前世就是个出家的和尚。
他曾在崇福寺内设戒坛。
康熙帝赐御书匾额：“觉路津梁”和“存诫”。
雍正皇帝不仅敬佛而且深识佛法，雍正十二年(1734)他发帑重修寺庙，赐名“法源寺”，定为律宗寺
庙。
雍正的儿子乾隆更是崇佛有加。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亲临寺院，赐御书匾额“法海真源”，至今依然挂在正殿大雄宝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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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御制法源寺碑文》中说：“朕惟如来演说经、律、论三藏，而'律'居其一；又说戒、定、慧三
学，而'戒'居其先，亦如宗门有衣钵之传焉。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还题诗一首：“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
沧桑已阅久，因革率难穷。
名见'法源称'，实看象教崇。
甲寅创雍正，戊戌葺乾隆。
是日落成庆，初春瞻礼躬。
所期资福力，寰宇屡绥丰。
”从此，在京城众多的寺庙中，法源寺成为少有的专司传戒授法的皇家古刹。
有清一代，在法源寺吟诗赏花盛极一时。
清军入关后，实行满汉分居，颁布了满人居内城，汉人据外城的政令，因此汉官及文人墨客大都寓居
城南，地处宣南的法源寺便成为这些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游览聚会的地方。
纪晓岚、姚鼐、洪亮吉、顾炎武、黄景仁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法源寺自古以来就以花木繁盛著称京师，有“香刹”之美誉。
法源寺的花木以丁香、牡丹和海棠著称，每当花开之时京城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到法源寺看花、赏花
、咏花，留下许多美好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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