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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
样也带了巨大的消费能
力和需求，促进了商业
发展。

6.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同样选
择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
都 。 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年
来，北京日益成为国际
化的大都市。2019年1月
11日，北京市级行政中
心正式迁入北京城市副
中心通州，北京城又迎
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明代北京    

人口伴随物资的流动
而迁移

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
都通过大运河进入北京，
甚至远达广州的商品也能
通过运河被运送到北京的
市场之上。伴随着物资往
北京的运送，同样重要的
是人口也由南往北迁徙。
北京城内的外来人口，或
是从事私营手工业，或是
外地商人，极大地带动了
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正
统十三年（1448年），北
京城市人已达到96万，算
上顺天府所辖各县，人口
已突破219万。

北京是文化中心，城
内有大量官员、文人和参
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对书
籍等文化商品有很大的需
求，书籍成为北京市场上
的重要商品。

“ 今 海 内 书 ， 凡 聚
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
也，阊阖（西安）也，临
安（杭州）也……燕中刻
本 自 稀 ， 然 海 内 舟 车 辐
辏 ， 筐 篚 走 趋 ， 巨 贾 所
携 ， 故 家 之 蓄 ， 错 出 其
间，故特盛于他处耳。”

 （明）顾应麟：《少
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
汇通四》

北 京 书 市 分 布 根 据
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变
化。平日里多在“大明门
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辰
门之西”，因为该地区是
朝廷衙门集中所在；每逢
会试时，则“列于场前”
，供来京考生购买。在特
定日期的集市开张时，书
市就会在集市中开张“每
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
每朔望并下瀚五日则徙于
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
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
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
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
书其一也”。

（明）胡应麟：《少

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
会通四》

1、花卉成为特色商
品：

随 着 北 京 市 民 生 活
水平的提高，养花之风开
始盛行，花卉成为明代北
京的特色商品。全年任何
季节，商场上都有鲜花出
售。当时北京市民普遍喜
欢的丁香花、茉莉花，就
常被用来来点缀生活。

2、行业高度分化：
行业的高度分化影响

到城市的市场。北京城内
的市场也按专业分布，有
米市、羊市、猪市、果子
市、粮市、煤市、花市、
油市等等。

3、市场的形成：
由 于 北 京 盛 行 “ 前

店后坊”的经营模式，因
此还有许多同行业的作坊
集中于一个地点，从而形
成了诸多市场，如帽儿胡
同 、 当 铺 胡 同 、 棺 材 胡
同、钱市胡同、煤铺胡同
等 等 ， 面 门 外 的 廊 房 头
条、二条、三条的地名，
也是源自明代永乐年间设
置于此的廊房。

下期我们接着为您报
道‘清代的北京’

注：
①史:快递员。有迎疫而上的快递员勇当义工，在

最困难时期为医务人员提供了生活保障，被邮政部评
为最美快递员。

②火凤。楚人崇凤。
    2020年3月9日于三亚

(作者: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黄鹤楼空，
龟蛇静，
萋萋芳草。 
通衢地，
舟车潜影，
户成笼鸟。
忍看瘟神侵日夜，
同胞泪若春江搅。
多少家，
欲哭已无人，
堪悲悼。
 

白虹起，
天使蹈，
干戚舞，
神形耗。
有沙场驿史，
执英雄鞘。①
举国援兵驰武汉，
满城壮气冲云表。
烽烟尽，
火凤必高飞，②
歌相报。

满江红
庚子年武汉封城抗疫

方礼刚

“春风讲堂”第九讲成功举办
倪玉平教授带你走进大运河与北京的前世今生 下 

“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其物值既
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利玛窦中国札记》

经由运河进入皇城，
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
量木材、梁柱和平板…这
样的木排来自遥远的四川
省，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
到首都。其中有一根梁就
价值三千金币之多，有些
木排长达两英里。

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
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
能是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
里之外运来的。仅是为此
就使用了许多船只，日夜
不断运行。沿途可以看到
大量的建筑材料，不仅足
以建筑一座皇宫而且还能
建成整个的村镇。

为将湖南一带的木材运至北京，“十万众入山，辟道路，召商贾，军役得贸
易，事以办。”修建皇宫所需的砖瓦，“在外临清砖厂，京师琉璃、黑窑厂，皆造
砖瓦，以供营缮”。各地的材料都通过大运河运至北京，永乐六年（1408年）时，
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自南京抵北京，缘河巡视军民运木造砖”，监督运输和工
程进度。

（清）谈迁：《国榷》卷一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