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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消失的村庄：北京60年的城乡变迁》内容为：三环周边消失的村庄，四环周边消失的村庄，五
环周边消失的村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是一个破落的古城，城区面积只有62．5平方千米（今二环内区域），
市区人口不到21万。
2009年，新中国60年华诞之际，北京已经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区面积达到1085平方千
米（涵盖五环内外）。
人口达到1600万。
60年间，近郊区变成了城区，远郊区变成了近郊，“望京”变成了京内，三里坟变成了三里屯，亦庄
在庄稼地上建成了开发区，洼里在荒地上盖起了鸟巢和水立方。
60年间，北京的道路从二环、三环发展到四环、五环、六环。
五环路串起了10个边缘集团，六环路串起了7个卫星城。
“两轴一两带一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初步形成。
北京未来的定位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历史名城、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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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宁文忠，生于20世纪40年代，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60年变迁。
曾任职于国家发改委，业余爱好摄影与写作，喜欢用镜头和钢笔记录北京的点点滴滴，写过多篇介绍
老北京故事的文章，参与编写过《北京生活实用指南》《活色生香：北京美食圈地图》《老北京的传
说》等书。
　　新中国成立60年间，北京从只有旧城区（今二环内区域的62．5平方千米）的传统古城，发展到现
在拥有一个中心城和十个边缘集团（今涵盖五环内外的1085平方千米）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北京
从21万人口（1949年底）发展到1600万（2008年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乡村
发展成为市区。
本书收录了北京三环、四环、五环周边60个曾经的乡村。
书中通过新老照片以及文字的对比，对已经消失的这60个乡村村庄作了最后的记录，也深度展现出了
北京城的变迁图景。
谨以此书记录共和国的前进脚步，记录北京城的巨大发展，记录北京那些逝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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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鸭子桥金中都太液池的演变02 公主坟从墓地发展成商业区03 魏公村小村落上形成的大学区04 潘家
园烧砖窑上建起了旧货市场05 劲松肃亲王的坟地换新颜06 二闸几经起伏，见证cBD的成长07 大北窑从
窑场酒厂到北京地标08 呼家楼呼姓财主的楼房已经过时09 亮马河曾经只是一条晾马河10 三里屯不复存
在的三里坟11 马甸昔日交易马匹的“马店”12 六铺炕缘于小酒馆内的六个台子13 双榆树村口榆树化为
社区公园14 北京师范大学建在铁狮子坟上的名牌学府15 索家坟清朝重臣索尼的家族基地16 明光村蓟门
烟树今犹在17 百万庄当年城郊有个“百庄子”18 车公庄车轱辘庄的利马窦墓19 六里桥曾经的菜地，今
日的枢纽20 羊坊店会城门旁的羊村21 草桥村从花乡到花卉城22 木樨园木樨飘香怎比服装远销23 刘家
窑窑坑变成现代化住宅区24 方庄方家庄上建起超大住宅区25 中关村昔日“中官”的聚居地26 奥林匹克
公园消失在地图上的洼里乡27 六郎庄曾是水草丰美的“牛栏庄”28 蓝靛厂世纪城为“靛园厂”开辟新
纪29 五道口曾是个因铁路口形成的村落30 黄庄皇室成员经营的“皇庄”31 保福寺因寺成村，因中科院
成科技园32 巴沟村从村庄变别墅，从水沟变花园33 恩济庄从太监墓地到现代社区34 五棵松村口的五棵
松树分享奥运喜悦35 马家堡从马家堡站到北京南站36 垡头自然村落成为大型住宅区37 八王坟清朝英亲
王阿济格的墓地38 南磨房磨坊村的华丽转变39 朝阳公园水碓村变成了超大公园40 东八里庄朝阳门外八
里“庄”变“城”41 酒仙桥昔日偏僻的酒仙桥村42 花家地曾经是片“花椒地”43 太阳宫宫庙成小区，
菜园变花园44 芍药居小区建在众多村子上的居民区45 牡丹园元大都土城墙上的豁口46 高碑店村从小村
庄发展成民俗街47 亦庄从荒废的皇苑到一流的开发区48 马驹桥小村镇定位为卫星城49 南苑建在皇家苑
囿上的机场50 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的变迁51 八角社区从逃荒八家村到京西时尚地52 北坞村城乡一体化
改革进行时53 大有庄逝去的“穷八家”54 上地昔日永顺庄，今日科技园55 回龙观小区大社区源于回龙
观村56 小汤山疗养地因“非典”而扬名世界57 来广营清朝正蓝旗的兵营所在地58 马泉营养马场上建起
的漂亮住宅小区59 798艺术区荒废工厂成为中国SOHO60 望京从“望京村”到望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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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1　鸭子桥　　金中都太液池的演变　　Past　过去，只是鸭子桥旁的一座小村子　　清末，在
现今宣武区白纸坊桥西，广安门南滨河路南，曾有一条莲花河由此经过。
河上跨一座石桥，其宽度可行两辆马车，因桥周围很多养鸭户，桥下水中常有鸭子成群游动，人们习
惯地把桥称为鸭子桥。
桥旁村子，因桥而得名鸭子桥村。
　　1906年，由张之洞主持建设的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建成通车，为了缓解地处繁华地区的前门火车站
的压力，于是修建了广安门火车站。
1909年，京张铁路竣工后，广安门站是从丰台发车途经的第一站。
广安门火车站的修建，为带动鸭子桥村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鸭子桥村以北曾有一片墓地，20世纪20年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购置了这片土地，他的伯父、
伯母都曾安葬于此。
1958年后，这块墓地被工厂征用，连同周围地区被建成了一座铁工厂，后来发展成为首钢的带钢厂，
梅兰芳亲属的坟墓被迁往万花山。
　　20世纪50年代后期，广安门城楼及北京外城西城墙被逐渐拆除，护城河东岸形成一条较宽的马路
，使这里的交通变得较为方便。
但鸭子桥地区仍然是一片片的菜地、水田，凌乱的农舍点缀其间，莲花河旁有一片大水塘叫“南河泡
子”，岸边长满杂草和芦苇。
附近还有一个公社的养鸭场。
　　1963年发大水，把护城河上的木桥和鸭子桥都冲走了，于是在护城河上修了一座混凝土桥，这就
是今天白纸坊桥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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