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古城已有3 。。 0多年历史
,

作为封建帝都也有 8 00 多

年历史
,

历经金
、

元
、

明
、

清四个封建王朝
,

是继汉唐长安

之后
,

全国最重要的封建都城
.

19 4 9 年 新 中 国成立
,

北京

作为首都
,

又掀开历史上新的一页
。

因此
,

从古至今
,

北京

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

同时也是文化中心
。

这是首都规划

建设的重要依据和指导思想
。

本文拟就这一城市性质及其特

点的演变谈点粗浅看法
。

一
、

北京历史上就是政治中心
、

文化中心并有

其特色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下
,

曾作为都城的城市不下几十

座
,

其 中最著名的当数汉
、

唐的长安
、

汉
、

唐
、

北魏的洛阳
、

北宋的东京沐梁
、

南宋的临安
、

六朝及明初的南京以 及北京

即所谓六大古都 (最近又加上殷商古都安阳
,

被称为七大古

都 )
。

其中规模最大
,

影响最深远的是长安和北京
。

长安代

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的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

特别是唐长安
,

城市规模宏大
,

有 84 平方公里
,

人口 百万
,

经济繁荣
,

文化昌盛
,

同时也是国际交往中心
,

是丝绸之路的

起点
,

东面影响到 日本
、

朝鲜半岛
.

日本古都平城京 (今奈

良 ) 平安京 (今京都 ) 就是摹仿唐长安城规划建设起来的
。

至今西安市的文化遗址和古建筑依然是举世闻名
。

由于复杂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
,

公元十世纪开始
,

政治中心北移
,

北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

心
。

在元大都基础上改造建成的明北京城
,

是集中国封建都

城之大成的最后一个帝都
,

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无

比杰作
。

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灿烂文化
,

并保 存 得 最 完

整
,

也是世界有名的古城
,

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与城市建设

艺术价值
。

作为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有那些特点

试论北京

朱自煊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变迁

呢 ?

1
.

“ l ,心地理位置北移
.

从辽代陪都南

京
、

金中都开始
,

全国政治中心逐渐北移
,

但那时还是半壁山河
,

至元大都
,

成为统一

大帝国的首都以后
,

又历经明
、

清两代
,

均

定都北京
,

这对巩 固北方疆土
,

促进多民族

合作均起了很大作用
,

而名震中外的万里长

城与京杭大运河也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

这两

项伟大工程又以北京为重要结合点
,

也不是

偶然的
。

到今天仍然作为重要的文化古迹和

)jj 史见证闻名于 世
。

2
.

少数 民族统治和多民 族 的 融 合
。

辽
、

金
、

元
、

明
、

清五个朝代中
,

除明代为

汉族外
,

其余四个朝代均为少数民族统治
,

这在中国历代都城中也是罕见的
.

他们在各

自民族基础上
,

又大量吸取汉民族政治文化

的精华
,

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多民族融合的文

化
,

反映在政治体制
、

政权机 构
、

礼 仪 典

章
、

城市布局
,

一直到风俗习惯上
,

这种多

民族文化是满蒙等少数民族勃海文化和汉文

化的结合并富有浓厚宗教色彩
,

很有特色
.

3
.

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文化由成熟走

向腐朽
。

中国封建统治以濡家思想为枝心
,



君臣父子
,

伦理纲常
,

经过程朱理学
,

到明代

已十分成熟牢固
,

金
、

元少数民族统治者除

照搬儒家这套封建礼教以巩固其统治外
,

还

增加了其 民族统治的腐朽寄生性
.

明清两代

也同样继承了这些并反映在严格的封建等级

制
、

世袭制上
。

这套封建上层建筑在北京表

现的最为突出
,

无论是有形的城市格局
、

建

筑型制
,

还是无形的礼节风俗
、

思想意识
,

无不打上它的阶级烙 印
。

4
.

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底层中又蕴藏着

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
,

由此而产生的

北京市民 文 化 也 是十分浓郁
、

强烈的
。

从元

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笔下人物
,

到老舍先生的

《四世同堂 ))
、

《龙须沟 ) 中的北京市民就

很典型
,

这种人民性再和北方特有地方性相

结合
,

所产生的
“

京味儿
”

至今 仍 很 有 魅

力
.

以上四个方面体现了旧北京作为政治中

心和文化中心的基本特点
,

有些随着时代变

化早 已消失
,

有些被作为遗产还 需 加 以 保

存
,

一些民主性的精华还应加以继承并加以

发展
.

例如保护古都风貌就是在城市建设上

的继承与发展
。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 这方

面问题需认真研究
,

否则真正的优秀遗产不

被继承
,

某些封建糟粕反倒沉渣泛起
,

破坏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
.

因此认真分析古都北京

作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性质特点
,

是一

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

二
、

建国后对首都是政治中心与

文化中心的再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
,

北京作为首都
,

是全国

的政治中心
,

本来是十分清楚 的
.

但 解 放

后
,

由于要发展生产
,

建设工业
,

变消费城

市为生产城市
,

对首都性质反而不那么明确

了
.

5 0年代中叶对首都性质的提法虽然也指

出是政治中心
、

文化中心
,

科学 和 艺 术 中

心
,

但却又强调
“

同时还应当也必须是一个

大工业的城市
” 、 “

我们在进行首都的规划

时
,

首先就是从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

城市的前提出发的
” 。

这个提法的理由是
1

.

不这样做首都只是一个消费水平极

高的消费城市

2
.

缺乏雄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群众基

础
,

这与首都地位极不相称

3
.

不便于中央各部门直接吸取生产经

验以指导全国
,

不利于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

4
.

北京附近有资源和建设大工业的便

利条件
。

建国三十年 (从 19 5 0一 1 9 8 0 ) 根据

以上指导思想北京已建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

工业体系
,

一些大型耗水
、

耗能
、

运输量大

的钢铁
、

石油
、

化工等重工业占了 很 大 比

重
,

城市人 口也急剧膨胀
,

实际上北京已成

为仅次于上海的大工业城市和全 国 经 济 中

心
.

在这同时
,

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
,

尤

其是对外开放以来
,

又成为国际交流中心
,

城市负担急剧增加
。

而过多的工业建设
,

使水

源 危 急
,

能 源 和 城 市 用地 短缺
,

人 口膨

胀难以控制
,

以及住房
、

交通等基础设施紧

张等难题
,

日益困扰着首都的 发 展
.

为 此

1 98 0年 4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

针的指示明确指出
“

首都建设要解决一个方

针问题
,

就是建设一 个 什 么 样 首 都 的 问

题
” . “

首都有什么特点呢 ? 至少有两条
:

首都第一是全国的政治中心
,

是神经中枢
,

是维系党心
、

民心的中心
,

不一定要成为经

济中心
; 第二是中国对国外的橱窗

,

全世界

就通过北京看中国
” .

接着就提出著 名的四

条指导思想
,

即把北京建成全中 国 社 会 秩

序
、

社会活安
、

社会风气和道德风 尚最好的

城市
;
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

、

最卫生
、

最优

美的第一流城市
;
建成全国科学

、

文化
、

技

术最发达
,

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 流的城市
;

并要使北京 经 济 上 不断繁荣
,

人民生活方

便
,

安定
。

要发展旅游业
、

服务行业
、

食品

工业
、

高精尖工业和 电子工业
;
下决心基本

上不发展重工业
.

接着 19 8 3年 7 月
,

中共中

央
、

国务院关于对 《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方案》 的批复中
,

更明确指出
: “

北京是我

们伟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
,

是全国的政



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

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各项

牢业的发展
,

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这一城

市性质的要求
。

要为党中央
、

国务院领导全

国工作和开展国际交往
,

为全市人 民的工作

和生活
,

创造 日益 良好的条件
。

要在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
,

为全国城市

作出榜样
” 。

改革开放十年来
,

首都性质和特

点
,

日益证明了中央和国务院指示精神的正

确
.

这是对北京建设指导方针上一个大的转

变
,

是对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首都城

市性质的再认识
,

是十分重要和及时的
。

现

在北京人口规模已超过 10 0 0万人
,

市区用地

规模已突破原来的框框
,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与空间发展矛盾 日益尖锐
,

人口
、

水源
、

交

通
、

环境等问题依然很严峻
.

而 到 本 世 纪

末
,

要达到小康水平
,

展望 21 世纪
,

要达到

中央指示那样高的标准
,

任务是 十 分 艰 巨

的
,

因此探讨一下作为会主义新中国的首都

的性质
,

有什么新的特点是很必要的
.

从政治中心看
,

它不仅是超越历代封建

帝都
,

也应该超越资本主义首都
,

达到中央

四项指示和 《批复》 精神所要求的那样
。

另

外
,

它还应是一个面向 21 世纪的现代化特大

城市
.

从文化中心上看
.

1
.

北京是全国62 座历史文 化 名城 之

首
,

六大古都中保护得最完整的一个
。

如何

保护好古城风貌
,

继承发展北京城市建设优

秀传统使其真正成为世界名城
。

2
.

北京不仅有传统上多民族文化的融

合
,

五四以来
,

又是新文化发 源 地
。

无 论

新
、

旧文化都有其深厚基础
,

如何发扬这一

优势和特色
。

3 今天的北京作为全国对外窗口
,

国

际交往中心
,

世界文化在这里汇合
,

其广度

和深度
,

大大超过盛唐时的长安
。

如何发扬

这一优势
,

使其真正成为一个融合中外
、

贯

通古今
,

而又保持北京特色的全 国 文 化 中

心
.

在这里
,

我们再横向比较一下 巴黎
、

华

盛顿
、

东京
、

莫斯科
、

伦敦等大国首都兼古

都
,

他们在充分发挥首都职能
;

在高度现代

化基础上如何保护古都风貌
:
在城市设计上

的精雕细刻
;
在城市经营与管理上

,

都有不少

可借鉴的地方
。

当然他们也有不少教训应该

吸取
.

总之
,

我感到当前北京修改总体规划

方案时
,

如何吃透中央指示精神
,

在如何体

现首都城市性质特点上
,

还大有文章可做
。

三
、

政治中心
、

文化中心在城市

规划和城市设计上的体现

梁思成先生曾称
“

北京是中国都市规划

的无比杰作
” ,

这并不过誉
。

旧北京城在城

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上是充分体现了封建帝都

这一主题思想
.

例如它的
“

前朝后市
,

左祖

右社
”

的城市格局
,

满足了皇 家 政 治 (前

朝 )
、

生活 (后寝 )
、

游憩 (御苑 ) 以及礼

制 (坛庙 )等方面物质上的需要
。

在精神上
,

又通过高度概括的城市艺术布 局
,

运 用 轴

线
、

对称
、

色彩
、

体量
,

充分烘托出皇权至

高无上的气氛
,

另外
,

它既有壮严雄伟的中

轴线与故宫建筑群
,

又有风景秀丽的六海水

系园林与之映衬
; 既有内外城严整的城 市 格

局
,

又有西山广阔的 园 林风 景 区 作 为 依

托
。

另外
,

由于森严的封建 等 级 制 度
,

保

证 了 全 城 在 空 间 体 型上的秩序
,

决不许
“

逾 制
”

新建
.

所 有 这些都使北京成为一

个规模宏大
,

气势非凡
,

严整中有变化
,

丰

富多彩
,

井然有序的封建帝都
,

历史名城
。

从

1 9 11 年清王朝复灭到 19 49 年新中国建立前
,

北京城虽然有一些改变
,

但基 本上 保 持 了

传统格局
,

政治中心作用 由于迁都南京消失

了
,

但文化古都作用依然存在
。

新 中 国 成

立后
,

北京作为首都
,

40 多年来的建设给首都

带来极大变化
.

天安门扩建
,

东西长安街打

通
、

拓宽
,

完全改变了旧中心的 性 质 和 外

貌
.

将这一 旧皇宫的宫前广场
,

变成了名符

其实的人民广场
。

无论从形式到内容
,

都有

了很大变化
,

也是有目共睹的
。

但 四 十 年

来
,

特别是十年动乱中拆除了城墙和大部分



城楼
,

破坏了原有城市格局
,

城 内 高楼 林

立
,

不 少胡同改成了通街
。

如再 不 加 以 控

制
,

千年古城将面目全非
。

为此中央
、

国务

院 《批复》 中明确指出
: “

北京 是 我 国 首

都
,

又是历史文化名城
.

北京的 规 划 和 建

设
,

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

革命传

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
” .

市领

导也强调要保护古都风貌
,

这在旧城区范围

内更为突出
。

今天 62 平方公里的 旧城已成为

北京的中心
,

这是名 符 其 实 的 政 治 中 心

与 文 化 中心所在地
.

这 里 有 全 国 人民的

政 治 活 动 中心— 夫安门广场广 有中央国

务院办公地方— 中南海
,

有以故宫博物院

为代表的大批文化古迹
,

全 市 最 重 要三大

商业中心也都聚集在其周围
。

为 使 中轴 线

基 本 上得 到 保护与继承
,

开辟了北中轴
,

建成了体育中心— 亚运会场馆
。

这些为首

都中心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但 目前旧

城范围内依然是矛盾的焦点
。

作为全国政治

中心和文化中心
,

应该安排一些什么公共设

施
,

如何在继承传统格局的基 础上 进 行 创

新
。

!日北京是
“

前朝后市
,

左祖右社
” ,

资

本主义大城市中心是
“

中心商贸区
”

( C B D )

及其高楼群
.

新中国的首都中心区应是一个

什么样的格局
,

原有中轴线如何保护继承与

发展 ? 旧城内城市功能
、

土地使用如何调整

等等
。

这些北京城市规划院同志都作过大量

调查研究和方案设想
.

但我感到 有 一 个 前

提
,

即首都 中心区新主题
、

新 格 局
、

新 风

貌
,

如何体现出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一

性质特点
; 如何在继承传统格局 上 有 所 创

新
,

还是需要很好研究
.

这里既 要 以 虚 带

实
,

从宏观着眼
,

又要 脚 踏 实 地
,

微观着

手
,

结合现状
,

进行细致调整
、

整 治 和 改

造
。

这里既有物质空间环境上的认真处理
,

又有社会历史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
.

既要考

虑景观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要考虑中心区土地

使用价值上的经济效益
.

问题是 十 分 复 杂

的
。

此文目的是引起更多同志关心
,

从各方

面来论证
,

大家献计献策
。

使首都规划建设

能真正体现中央的要求
。

(作者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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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现成的答案
.

但是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

事实胜于雄辩
, “

首钢式
”

的承

包制及其一整套经验
,

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

个大门的
“

钥匙
” ,

使我们看到了国营大中

型企业中的一个别开生面的
、

生机勃勃的发

展的新天地
.

尤其是在 目前国家财政困难的

情况下
,

我们就越发感到这个经验的可贵
,

它不仅引起人们多方面的思考
,

给我们以多

方面的启示
,

而且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攻击

公有制和鼓吹私有化也是个有力的回击
。

所

以应该认真地学习和推广首钢 的经 验
,

当

然
,

首钢的经验还处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
,

目前还不很完善
.

有些同志建议
,

应进一步

给首钢更大的自主权
,

特别是投资权和外贸

权
,

允许和支持首钢不受地域限制
,

即使不

在齐鲁上项 目
,

也应参加国家在其它地方的

项 目
; 允许和支持首钢进行国际化经营

,

参

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

应让首钢成为我国社会

主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先头部队
,

以便

取得更多更好的试点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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