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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由郭超所著，他对现有关于北京中轴线及其变迁的论点进行了辨析和质疑，
并在探索中轴线缘起的基础上，对元朝的上都、大都、中都以及明朝的中都、南京、北京进行了比较
研究，从而对北京城，特别是它的中轴线变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确实有其超越前人的独到之处。
他对明北京城沿袭元大都城规划尺度的研究，有比较深入的分析。
他敏锐地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元、明两朝规划的考证，结合文献与实地踏查，得出明北京宫
城就是沿袭元大都宫城的可信结论。
他关于元、明宫城位置的考证之所以取得突破性成就，首先在于方法论的改进。
他不是简单地以文献对照实地考察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仅就文献证据而言，他是就同一问题尽量
使用多种文献和相关材料，进行多方面的校核论证，所以他的论证全面而深入，具有科学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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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出版有《曾国藩全书》、《白话》、《白话二十四史》等多种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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