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善之区”：《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纂思想

钟一鸣

　　提　要：进入近代，方志与乡土志的修撰有了自己的新任务。民国８年 （１９１９），林传甲组织编修的分省地
理志 《大中华地理志》中的一卷———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发表。京兆是代表国家行政中心的京师所管辖的省

级地方行政区划，是当时的 “首善之区”。从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纂思想与体例中，可以看出时人将京

兆地方看作一个特别的省级行政区域，并将标榜其首善之区地位的思想寓于这部地理志的撰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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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重视地理与沿革的国家。自古以来，文献中对于地理知识与沿革的记载层出不穷。至

明清时期，撰修方志蔚然成风。但方志体例较为固定，并常伴有转抄前代方志、牵强附会、地理

沿革问题模糊等现象，其实用性有待商榷。

进入近代，方志与乡土志的编纂有了新的理念和目的。清末新政时期，曾推行乡土志教育，

意在启蒙教育。① 而清室退位以后，以乡土志为代表的新式地理志编纂热潮仍然不衰，这无疑是

受内外因素的刺激而产生的。

一方面，旧有的沿革地理与方志学不符合现代地理学的规范，陈陈相因，使得方志虽然具有

丰富的文字资料，但是对于地理问题往往不能明确表达，导致读者迷惑不解，缺少实用性，以至

于内政外交都受其掣肘。近人苏莘说：“清季英划江洪，当局茫不识何处；日人得东沙群岛，竟

罔知隶我版图。茫茫大地，羌无详册。学校所讲授，强半袭自译闻……路矿林产经外人指所而始

恍然……夫各国重视地理为专科学术，得以为谋国治民之根本。”② 而 “自宣统初载，（张相文）

倡组中国地学会，海内同志，感召同声，地学曙光，从斯一启”③。随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近

代有识之士试图将地理一门从史部中分离出来，并希望以编纂乡土志为起点，将方志学向科学化

与实用化方向进行转变。

另一方面，“一则见外患之亟，如汽机电流，速力骤增；二则见政局变幻，朝令夕改，昨日

之新，即今日之旧”④。近代动荡的时局中，外有洋人对中国的侵占瓜分浪潮，内有军阀争权夺

利，掀起一次次政变，唤起国人的忧患之心和民族意识。而与此同时，东邻日本又率先采取科学

手段编印出版两套地理志。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修地理志更显迫切。而 《大中华地理志》与其

总纂林传甲就是为修撰新地理志作出努力的代表。

林传甲 （１８７７—１９２２），字奎腾，福建侯官人，６岁丧父，其母刘氏独自抚养长大。１９０４
年，他经近代思想家严复的举荐，赴京师大学堂任教。１９０５年，林传甲赴日本考察，他 “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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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教授京师大学，见日本教员服部宇之志、坂本健一撰京师志，亦数月而成。今倭人著

支那省别地册十八册，满洲蒙古等志，遇事留心，彼知我而我不自知，国人日骛空谈游戏，放弃

良好光阴，是自亡也。救国之道无他，劝学好问而已。”① 翌年回国后，他在黑龙江办学务期间，

积累了编写乡土教材的经验。② １９０９年，林传甲加入张相文创立的中国地学会。１９１６年，凭借
早年的教学经验与自身的游历，对编写地理读物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林传甲向中国地学会倡议编

修并发行一套分省地理志。此举得到中国地学会的批准，并获得教育部次长傅治芗的支持。③ 经

过数月努力，在京师、江、浙、皖、赣、闽、鄂等地地理志撰修完成后，他集中精力，主持修撰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并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发行。④

一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撰修与 “京兆地方”新概念

按照林传甲的计划，《大中华地理志》是一套分省的地理志教材。而其中有一个地区的省级

政区划分状况却与别省不同，这就是原清朝的直隶地区 （即今河北省大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

计划中被分为京师、京兆、直隶省三部分，需要分别加以阐述。林传甲对此作了一番说明：“大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在曰京师。京师之名，上承隋唐两代。京，大也；师，众也。汉唐之盛，凡

首善之都会，皆曰京师。”⑤ 京师是中央政府所在的首都，类似于今日 “首都核心区”的概念。

其地理范围，是京师警察厅所划内外城区域及步兵司所统率的四郊地区。

“国家之行政在京师，地方之行政在京兆。”⑥ 京兆即是指民国初年以北京内外城、四郊之

地及其周边２０个县的地区划出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京师与京兆，实际上共同享有部分地理实体，
即京师内外城四郊地区。而京师主要负责内外城及四郊地区，其余地方则由京兆尹来管理。

至于京师与京兆以外的原直隶，则变为一省。“（直隶）地近于京师，通志及先哲祠者，皆

称畿辅，通商造币设大学，则号北洋。国体既变，舆论以隶字为专制之遗，省议会照各省因地名

意义，既有山东山西，宜对河南改称河北。中枢多故，未及正名焉。天津省会，省文曰津。京津

并称，足见其重要矣。”⑦

同时，《大中华地理志》还为各省地理志的体例定下了新的修撰理念。因 “旧时志书，类铺

张声华文物，不求实地之地利民生。宗旨既伪，更奚论体例”⑧，有 “贩钞故籍，陈陈相因”之

弊病，多载失考之古籍与名人佚文，至于叙述名人时，也常常将仕宦于此的外籍人士与成长在外

的本地人士列入，使得记录失实而无用，因而 “是编崇尚实用主义，凡无益于教育科学智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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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辨琐谈，概不揽入，总以关系国家利病地方治安者为最要”①，至于人物、风景等，则纳入

“京师百科全书”并单独出版发行。② 旧有的志书体例，对此则不甚重视，如 《畿辅通志》就在

凡例中说明：“正史不当以天文作志。”③ 而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选用最新的实地调查结果，

尤其强调科学成果。“天象则京师观象台观测，地质则亲赴地质研究所研究”④，这其中最为精

华者是当时的地质情况调查，采用章演群实地勘测的地层岩石与煤田的情况，并将其调查所得按

边界、下垫面 （山脉、河流、地形、地质）、政治、经济、教育状况与自治单位 （县治、镇、

村）的设置序列，每章前数行，提纲挈领，说明要旨，围绕 “首善之区”的主题思想，以乡土

志教材的形式进行编写，可供授课，又可作为工具书加以翻检，并为有需求者提供参考。 “总

之，得于古学者十之三，得于见闻好问者十之七”⑤。

短时间内修撰一部地方志绝非易事，单凭一人之力尤难。但林传甲对此很有办法。早在编纂

《大中华京师地理志》时，他就充分调动资源，汇集地方的力量，在 “由著者实地调查”之外，

“并有及门五千余人，调查全城，无微不至，博征约取，是为旅行指南，以备政界、军界、绅

界、商界参考”⑥。《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写同样动用了北京２０县 （区）半日制学校的学生

与教师５０００多人的力量，进行实地调查；随后又普遍采用实地调查所得结果，将其汇成于各章
之中。而诸如涿县上、中、下三坡等所谓实施 “共和制度”之地，经过中国地学会实地调查，

确认其地方自治较为先进后，采用登载于 《地学杂志》的既有成果进行编纂。实业教育部分则

采取中学调查所得结果，得以在短短３个月之中，以实用主义思想编成内容详略得当的 《大中

华京兆地理志》。⑦ 调查中所得的新成果则单行出版，如 《京师街巷记》等。

我们可以看出，是书将京兆作为一个省来看待，京兆地方与京师共享一部分地理实体，然而京

师在于法治，京兆省的核心则是弘扬其自治精神。《大中华京师地理志》早于 《大中华京兆地理

志》完成，其原则是以事实备载。察其体例，可见有女闾、外纪等负面内容。该书在介绍京师疆域

时也说：“京师疆域，依京师警察厅区划，以京师之内外城为界。若禁城之内，优待清室，虞宾在位，

若周封尧后于蓟，早启禅让之风。皇室警察，仍由清室为政。至于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庚子后界以铁

门，垒以炮台。如帝国对峙，警权亦属外人。城外四郊，步军统领京泛之地，亦仍旧制……”⑧

而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则从大到小，巨细无遗地描绘当时的京兆地方实行自治，发展实

业，欣欣向荣的景象，寄托了编者对于京兆地方 “模范作用”的无限期待。首先按惯例描述四

至八到。在此基础上，增添了具体县所在的经纬度实测结果，并说明京兆地方的四极：东在蓟县

马伸桥东南二百户，西为涿县上中下三坡，最南为霸县胡家屯、富花屯，北抵古北口边墙。随后

描绘了京兆地方的下垫面：西起大房山、西山，至居庸关、十三陵、汤山，直抵古北口的一系列

山脉间，横亘拒马河、琉璃河等河流水系，西高东低的平原上分布着城垣道路、园亭古迹。值得

一提的是，今天的蓟县、宝坻县、三河县等地在当时由于特殊的原因也属于京兆地方，这使得京

兆地方拥有整个 “北京湾”。在记述了下垫面的情况以后，对政治运作、衙署设置、人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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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种族、教育、实业与交通状况等均作一番介绍。这类描述在旧志中也是没有的。

根据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描述，京兆尹在地方自治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设有公署

总揽全局，运河所管理河防水利，警备司令部缉拿匪徒，而县署自治，负责审断地方事务。详述

国税、地税以及各县用度。各县均热心农工商业，试作新果蔬，栽种防护林抵抗风沙，并积极参

与乡村自治。而此时尤值得称道的是京兆地方发达的教育体系，蒙养学堂、中学、小学、专科院

校、男女师范学校与大学，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而 “县治” “巨镇” “模范

村”点缀其间，所反映的是当时统属于 “京兆文化圈”内乡镇的发展情况。①

凡此种种，皆为表现作者欲借京兆设省与编纂 《大中华地理志》之际倡导 “首善之区”的

理念。林传甲认为，京兆自然条件适宜，气候温和，是自然地之 “首善”；从旧时沿袭的文化传

统，如涿县三老自治、斋堂举人村，以及运河、长城之功，是旧时之 “首善”；而当时的北京作

为华北区域政治文化重心，铁路辐辏，交通发达，教育先进，自治之风大行，是当时之 “首

善”。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是将 “首善之区”第一次落实到行政区划上，明确了实实在在的范

围，才能将 “首善”落实，不失为当时的一种 “首都圈”规划。因而，林传甲总结说：

大中华行政区域，以京兆称首善，盖京师所在、元首所在也。观国者先观其都会，犹见

人必先识其面也。京兆列县在郊甸者，犹面之四旁也。……国家之行政在京师，地方之行政

在京兆，国家之新政，施自地方者必以京兆为始。京兆之人，近于中央，凡遇国家之义务，

莫不毅然为各省先。庶人在官者，亦唯京兆人有优先之权利。天时地利人和，皆足以为首

善，有固有之美德焉。②

二　先自知，乃能自治：《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创新
作为一部新的地理志，同时也是近代第一部以 “京兆”为名的乡土志， 《大中华京兆地理

志》提出 “京兆人当知京兆，先自知，乃能自治”的观点。③

京兆一词始于汉朝。其本义为 “大众所在”，此后渐渐成为对首都所在地方的特指。至明朝

时，整合出直接隶属于六部，有作藩屏之义的一级政区———直隶。明成祖迁都后，将北京改称为

京师，原京师改称为南直隶。清朝因之。顺天府虽为京师所在，但也是直隶省的一个府。时人或

许并未将其看作直隶省最重要的一府。这其中有着种种原因。

其一是直隶总督的权势显赫。明后期，顺天府和直隶地区施行总督巡抚制以后，顺天府尹的

行政空间仅仅局限于京城之内。④ 而清代，顺天府尹与直隶总督的行政空间关系时有调整。清

初，就曾在直隶设置三位巡抚；其后撤废，改由直隶总督管理。直隶总督曾驻跸河间府、大名府

等地，最后驻保定府。裁撤直隶巡抚后，始终没有在直隶总督的辖区内更置巡抚，这使得直隶总督

的权力较其他的督抚区高出一等。直隶总督地位的显赫，是京兆地方虽然地位重要但不被看重的原

因之一。尤其是嘉庆朝因天理教案颁布 《顺天府属州县官考察升降条例》，使得铨选与考课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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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府州县等地方官员仅仅拥有钱谷刑名之权。而总督、巡抚等官员除了钱、

谷、刑、名职权之外，还拥有对地方官的考核权和委署权。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顺天府府尹

只有对顺天府治中、通判、经历和大兴、宛平两京县官员进行京察的权力。顺天府其他各州县官员

的考核以及与直隶各属之间的官员相互升调，大多由直隶总督会同府尹题奏，也就是说此项权力主

要在总督手中。① 直隶总督实际上主管着顺天府属各州县官员的升迁，使得顺天府尹位高而权

轻，身兼京官与地方官的顺天府尹却身处 “秩不及布政司，而列衔于督抚之上”② 的尴尬处境。

今天的保定直隶总督府有一副楹联，上题：“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州称

雄，西岳东瀛一屏障；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意

即彪炳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之大与权势之盛。清代的直隶省范围远较今日河北省更大：北部西起

多伦诺尔直隶厅，东到赤峰直隶州之间的广大土地，是联结满蒙的地域。而在 《尚书·禹贡》

篇中，分天下九州，其中北方主要有青、豫、兖、冀、雍五州。而五州之中，直隶为京畿所在，

范围最为阔远，故称五州称雄。西有太行山，东有渤海作为屏障，而此前的直隶总督还要身兼天

津、牛庄与登州三口通商的大臣。③ 至太平天国以后，地方督抚的力量逐渐增强，其中以曾、李

师徒二人为最。加上古代没有建制市的概念，府实是一种负责统计 “丁”“口”等经济单位的部

门。在时人心中，辖有２４县的顺天府仅仅是直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反映了传统的地方观
念，也是晚清时督抚专权强势而朝廷转衰的体现。

清室退位后，北京政府意图将散落在民间由绅商所控制的权力收回，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

因而，也有意提高京兆地区的地位。１９１３年１月，北京政府颁布 《划一现行顺天府属地方行政

官厅组织令》，保留顺天府，以顺天府尹为长官，顺天府与直隶省的关系一如清代。次年５月，
又将距离北京较远的宁河、文安、新镇、大城４县划归直隶省，同时将原先受直隶行政长官节制
的司法、财政等权力全部划归顺天府尹；１０月，北京政府公布 《京兆尹官制》，将顺天府改为京

兆地方，下辖２０县，京兆地方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首都圈行政单位。具体可见下图。④

京兆地方区域图 （根据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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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华以大京兆为各省区之领袖，立行政区域之模范。地近中央则群才所萃，近接政府
则教令易施。所属不过二十县，则考察易周。

……

京兆无自立之议会，似省非省，似道非道，特别行政区域六字，文太长，未有用者。民

国三年明定京兆之地方，有模范省之说。京兆各县天产地质既富，十亿曰兆，十兆曰京。生

聚既盛，人才众多，唯民风淳朴，久在辇毂之下，倚赖政府之心盛，城镇乡自治，悉待官治

之指挥耳。①

但是由于沿革与权力分配的原因，京兆一地的认可度仍然有待提升。“京兆尹之名，仿于前

汉，历代名称不同，职权特重。然京师大城以内，地方权责，在京师警察厅；大城以外，四郊各

泛，又属步军统领。顺直省议会，设于天津，分省地图、邮区地图，皆以京兆全区，绘入直隶。

学人政客，尚误认为顺天为直隶之一府，则名义之不可不正也。”②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也发生巨大变化。大城市多沿海，形成以港带商、

以港带市的发展态势。北洋时期，虽然北京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但北京在华北经济体系中的地

位却仅仅是一个第四级的商贸中心，其地位远远低于处于北部海港中心线上的天津，甚至落后于

处在其西北部，联通内蒙、河套地区的张家口。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京兆地方权力虽大，但是同

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此情况下，林传甲结合广泛调查的情况，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注意到许

多现象：比如上海和天津虽然地位更高，但是繁华地带多是租界，而租界是不具有主权的。

经济重心虽然完全迁移到了上海，但是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尚未改变。北京的教

育仍然十分发达，同时地方官的权力得到了提升，使得京兆尹可以对北京及其辖境的教化做

出规范，成为 “首善之区”，为全国做出表率。同时，京师地区取消了旧有的行政管辖，而

将内外城划分为若干个警察区进行监督，而在地方县署实行自治。因而，《大中华京兆地理

志》就尤其强调教化与蒙养的发达及人心向善，是维持这种和谐局面的原因。《大中华京兆

地理志》曾多次将首善之区与当时华北地区炙手可热的天津作比较，以说明自己的独特：

“今天津政客，恃租界为护符，把持政幕，伟人眼光，视天津比京师重，直隶省长所有土地，

数倍于京兆……外重内轻，藩镇之祸烈矣！”④ 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忧心以及对北京地位

的重视。

相比于直隶省各处，“京兆无通商口岸，然京津之间，外人往来甚多，虽非通商口岸，而铁

路附近，洋货易于灌输，洋商利用华人包办。如美孚石油、亚细亚洋油，无一站不有华商为外商

推广销路，仍用其招牌，英美烟公司亦然”⑤。可见京兆虽然不如天津一类口岸，但由于拥有便

利的交通与腹地，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中心。

与此前已经编纂完成的 《大中华京师地理志》相比，《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是针对京兆地区

而作，二者存在明显不同。京兆与京师，或许可以理解为今天作为直辖市的 “北京市”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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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在地 “首都北京”这一对概念。两者共享同一地理单元，但其管理制度与辐射范围皆有

所区别。而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所描绘的京兆地方欣欣向荣之景，正是为解决京师洋商入侵，

烟毒尚未禁绝，满汉蒙藏杂居的局面所提建议。此书也寄托了林传甲及时人的殷切期望： “呜

呼，我中华其果能成大一统之局乎？视京师之力加于诸省何如也？我京师其果能统一诸省乎？”①

京师是否能统一诸省，京师统一诸省所要实行的理念，就蕴藏在京兆省之中。故京兆省实为一模

范省，所以林传甲编成京师部分后，立即主编京兆地理志；等到京兆部分编成后，才将京师、京

兆两部地理志置于卷首，与此前编成的各部一同出版。

以 “首善之区”的尝试推广到全国各省区，这反映了地方自治浪潮下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以及地方意识的觉醒。编纂者意图以教材、参考书的形式，让京兆与全国各省区的读者认识到，

京兆地方实为一模范省，在各方面起到模范作用。京兆人要 “自知”，而后才能更好地实行 “自

治”，为振兴国家、发扬实业、提倡教化而奋斗。

因而，时人对于这部志书的评价也很高。大兴县孙壮欣然题签 “弘我上京”４字，并书：
“孔子周游所至必闻其政，唯子贡氏出儒能传其学。奎腾先生既成江、浙、皖、闽、鄂各省

志……在振兴实业，实子贡学识。”②

三　余　论
近代北京不懈努力，使得它在一个时期内抵挡了外来浪潮的侵蚀，在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协作

下得以 “起死回生”，捍卫了属于自己的 “首善”地位。这是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得以顺利

编纂的原因之一。纂修者通过这部地理志教材，希望将京兆地方独特的文化氛围与发展模式推广

到全国，为众人所知并加以推行。

虽然８年之后，京兆地方变为 “北平特别市”，辖县多划归河北，不再是一个省级行政

区，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开辟京兆地方作为省级行政区的尝试，是一种设置建制市与特别行

政区划的尝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直辖市的举措类似。它将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

蕴的区域政治中心的辖区按教化所及、风俗所同的范围进行扩大，并刻意提升其在时人心目

中的位置，给予其模范地位，这在近代以来是第一次。无独有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根据实际的需要，北京市的市辖区亦逐渐划入了昌平、密云、顺义等地，基本恢复了当时京

兆地方的规模，以 “首都北京” “北京市”等认知形式存在，成为华北地区一个独特的认知

区域。

今日的北京正在做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扩大 “北京地区”的尝试。以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心和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双重身份协调南北、牵系东西，带动整个中国的发

展，继续着 《大中华京兆地理志》所反映的这一 “核心区”与 “非核心区”分工协作的侧面。

因而，这部地理志所反映的内容，与时人对 “京师”“京兆”的态度，与 “京师”“京兆”所扮

演的不同角色的看法，就尤其值得我们参考。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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