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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光荏苒，老北京昔日的旧影已离我们非常遥远了。
在我们的记忆中，老北京是异彩纷呈的，瑰丽、纷繁且复杂，或许那些片段会和我们渐行渐远，所幸
，还有“典藏老北京”为我们保留这些关于北京的记忆，还有这些珍贵的照片呈现着曾有过的市井繁
华、皇家气派、名人风流、历史风貌，为我们还原一个口耳相传之外的老北京。
　　《古城旧影》　主要讲述古都风貌、街市旧影、故都名宅、燕京名胜、著名学府等。
　　《皇家气派》　主要讲述与皇室有关的建筑、花园、人物、事件等。
　　《市井生活》　主要讲述市井百业、老铺字号、梨园春秋、民俗风情等。
　　《燕京旧闻》　主要讲述名人政要、历史写真等。
　　编著者经过两年筹备，精心收集了数千幅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弥足珍贵的老照片，涉及领域广泛，
包罗万象，视觉冲击力强。
通过图文互动，本书深度展现出了一百多年来北京城人、事、物的沧桑变化，再现了原汁原味的京味
文化。
　　“典藏老北京”是一套具有极强收藏性的老北京全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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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末掠影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
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众多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必须通过改变来自强。
咸丰、同治年问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
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才。
在军事上也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
　　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的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维新运动始于1895年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运动。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
治改革。
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9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维
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
历时仅103天的变法终归失败，因此，又称“百日维新”。
　　晚清政府在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不久，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珍贵的老照片为我们讲
述了历史的沧桑，也让我们领略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慈禧太后执政40多年，其间发生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大事，她给人留下了一个狠毒而冰冷的形象。
为维护其统治，与列强签订了众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终成千古罪人。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系叶赫那拉氏，满洲正
黄旗人。
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
同治当上皇帝后，她即与恭亲王等密谋杀害肃顺等辅政大臣，垂帘听政。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逝，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
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辅政大臣，又称“赞襄政务王大臣”。
载淳年号“祺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同年11月，慈禧与恭亲王奕诉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慈
禧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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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燕京旧闻》作者郭豫斌，北京第一好在大。
从宫殿到住宅的院子，到槐树柳树下的道路⋯⋯至于树木，不但大得好，而且也多得好；有人从飞机
上看，说北京只是一片绿。
一个人到北京来住，不知不觉中眼光会宽起来，心胸就会广起来：我常想小孩子最宜在北京养大，便
是为此。
北京之所以大，因为它做了几百年的首都：它的怀抱里拥有各地各国的人，各色各样的人，更因为这
些人合力创造或输入的文化⋯⋯我们都知道北京书多。
但是书以外，好东西还多着。
如书画、铜器、石刻、拓片，乃至瓷器、玉器等，公家收藏固已很丰富，私人搜集，也各有专长；而
内阁大库档案，是极珍贵的近代史料，也是尽人皆知的。
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美术的文物荟萃于北京：这几项的人才也大部分集中在这里。
北京的深，在最近的将来，是还不可测的⋯⋯北京第三好在闲。
假如上海可说是代表近代的，北京便是代表中古的。
北京的一切总有一种悠然不迫的味儿⋯⋯北京真正的闲人其实也很少，但大家骨子里总有些闲味儿。
我也喜欢近代的忙，对于中古的闲却似乎更亲近些。
但这也许是因为待在北京太久的缘故吧。
　　　　　——朱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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