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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起于牧猎民族，虽然建京大都后，十分重视

农业生产，但元代帝王在大都的统治体现了多元性，

使得牧业、渔猎业、农业文化并存于大都。明朝的建

立者，原本就是农耕文化的传袭者，这使得农耕文化

在整个明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并获得了长足的

发展。农耕文化的鼎盛，表现为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

商品化，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而这些首先需要一

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惠农政策。明初，由于多年战

乱，北平地区出现了大量荒田，人口稀少。明王朝为

了鼓励外地农民到北京屯田，颁布了一系列的优惠政

策。洪武时：“凡官给牛耕者，请十税五；自备者，

十税三。”而永乐时，成祖迁都北京，需要解决的一

个问题，就是北京的农业生产，恢复幽燕的经济。成

祖朱棣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一是移民充实劳动力；二

是减租赈灾，尽量给予北平地区以比较宽松的经济政

策。明初北京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和江浙。山西

向北京移民规模最大的就有三次之多，都是在成祖即

位之初，成祖宽北京迁谪军民赋役。

明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地域特征。

明朝建国之初，政治文化中心在江南一带，大约主要

包括江浙和江西地区，这是自唐宋以来形成的一种经

济文化布局。明初太祖建都应天以及北方与北元的战

争，更决定了这样一个文化布局。随着明朝统一的完

成，这种南重北轻的布局有所改变。但是北方连年的

征战，使得经济文化上的恢复困难重重。太祖晚年曾

经发生“南北榜”案件，给了北方士子们更多的入仕

机会，但南北方文化差异未能因此得到改善。这种情

况直到成祖迁都北京后，才开始有所变化。政治中心

的北移，带来了大批的江南官僚士大夫来京，这对于

北京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永乐迁都后，

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永乐元

年七月，“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

京。”可以说，明代北京的人口，大约有三分之一来

自会稽。江南人口在明代的北迁，对南北文化交流和

北京地区文化风俗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南

北大迁徙，不仅大大充实了北京的经济能力，而且必

然带来南北文化的大交流和大发展，为此后北京明清

两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漕运的疏通和发展，

对于明代北京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

京城的粮食及各种物资有赖漕河的运输，而且人口的

流动也多是在这些线上完成。随着北京逐渐成为政治

和科举考试的中心，除常居北京的人之外，外省来京

朝觐、接受考核以及进京应试的士子日益增多。明代

会馆的建立，对明北京文化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

进作用。京师会馆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明初期

的发轫期、正德嘉靖至清前期的扩充期、清中后期的

繁荣期。明清两代的会馆，对于京师来说，是极其重

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来自全国各地的

人士汇集于此，彼此交融，成为明清北京史特有的文

化现象，“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

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来自全国各地的流

动人口都汇聚于此，而主要以南方人口居多。江南各

地的民风民俗，饮食、服饰、方言、禁忌等等共同涌

入京师，和北京原有的文化相互融合，使得京师之地

的文化融入了更多南方文化因子。

在文学艺术方面，南方文化的入京给北京的文

学创作也带来了新的文学形式和创作内容。明初的杂

剧，继承了元杂剧的基本形式，但由于受到当时明政

府的限制，明初的杂剧几乎只能是以正统的忠孝节义

的教化戏、历史戏以及神仙戏为主。明代中叶以后，

南戏传入北京，出现了兴盛的局面。万历年间，昆腔

传入北京，迅速取代了继北曲之后盛行于北京的弋阳

腔，博得士大夫和市民的喜爱。于是传奇和杂剧的创

作分为两类，一是称为“雅音”的昆山腔；二是称为

“俗唱”的弋阳腔。二者在北京共存。万历后期便形

成了以昆腔为正统戏曲和以弋阳腔为民间戏曲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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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而以昆山腔演唱的传奇戏的创作逐渐进入高

峰。

在手工业方面，北京的雕漆业源于浙江嘉兴。据

《嘉兴府志》记载：嘉兴府张成善于制作雕漆制品，

当时闻名乡里。明永乐年间，一日本人将他从海外购

得的一件嘉兴张成的雕漆作品进献成祖，深受成祖喜

爱。遂后，由张成之子张德刚代父进京传授技艺，从

此，雕漆业兴盛于京师。北京果园厂就是明廷的雕漆

作坊，这里制作的精美器皿，专供宫廷享用。明代，

雕漆业与景泰蓝一样闻名于全国。西方传教士的来

京，使明朝人，也使京师之地的人们开始了对西方文

化的接触和吸收。这其中利玛窦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

个。

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被允许“儒服入

京”，获准常驻北京传教。当时利玛窦赐第在北京城

西南的宣武门内之东。天主教堂建在他的住宅左边，

即今天北京宣武门内南堂的起源。他在北京的传教，

采取联合儒教，反对佛道的策略。他的传教，对于明

代北京城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利玛窦在京主要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来传播

天主教，涉及的领域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欧

洲天文学输入中国，也始自利玛窦。他来华后，先后

撰写了《乾坤体义》和《经天该》，又和李之藻合译

了《浑盖通宪图说》，这也是中国人介绍西洋天文学

的开始。这些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西洋

科学输入中国的重心，得到了当时学者的广泛关注。

《崇祯历法》137卷就是传教士和徐光启、李之藻、

李天经等人共同完成的。该历法奠定了我国后三百多

年历法的基础。利玛窦同时也是将西方新地理学知识

传入中国的第一人，集中体现在他绘制的各种世界地

图中。他在地理学专名厘定方面的一个贡献就是证明

了《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谓的“契丹”就是中国，

“汗八里”就是北京。除此之外，利玛窦还将西洋的

绘画、音乐、语言传入中国，他是全面介绍西洋文化

的第一人。与此同时，利玛窦还将中国的典籍翻译传

播到欧洲，为中西文化交流史构筑了一座桥梁。除利

玛窦之外，明代来华传教具有一定影响的还有熊三

拔、阳玛诺、汤若望、邓玉函等人，他们还给明代的

北京带来了物理学、枪炮铸造等技术。西学的输入恰

逢王阳明心学盛行之时，客观上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

一种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为士大夫取道西学

提供一定的思想准备。因而，明中叶以后，诸如早期

启蒙学说、东林学派和科学思潮等各种进步的社会思

潮，都可以找到它们同西学契合的地方，使得西学成

为明清之际思想文化领域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

明成祖迁都北京，使之成为明代的政治文化中

心，北京城市性质的转变，奠定了明北京文化的权威

性和正统性，皇家文化一直为清代所继承。明代北京

营建的大量建筑，宫廷坛庙直接为清廷袭用，同时，

皇城在修建过程中融入的中轴布局、左祖右社、天人

合一的思想也为清代承袭下来。祭祀礼制上，清代延

续了明代的祭祀制度，将诸祀分为大、中、小三等。

明代兴起的会馆，作为都城的公共空间，一直为清代

沿袭，并在清前期得到扩充，于清后期发展繁荣。明

代漕运的疏通，也为明清两代人员的往来提供了便利

条件，使得北京的文化融合荟萃了全国各地的人文信

息，饮食、风俗、方言、禁忌、服饰、艺术等等同时

集汇于京城。

明代确立的科举取士制度，不仅确立了明代北京

的文官文化，也直接为清廷提供了选拔官吏的机制。

明清两代文化的普及也有赖于此。明代设立的文庙和

国子监，也为清代继承下来，自世祖顺治帝始，历代

清帝都要到文庙祭奠孔子，至国子监临雍讲学。明代

顺天府学编制、旧址及建筑一直为清廷所沿用，所不

同之处在于清代顺天府学还招收八旗生员。明清文人

在名谓方面追求训雅好古之风相以为继。明清两代在

实际生活和文人文集中，往往不直接称某人的正式官

位，代之以古称。

在学术思想方面，明代是“心学”集大成的一

个时代，也使得明代的学术在中国的学术史上与众不

同。万历之后，随着利玛窦入京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

学，给京师的学界带来了一股新的学风。至明末，开

始对王学（即王阳明心学）末流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

的反思，实学就此兴起。这一学风，延续至清，引导

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明代宫廷文化下移至民间，促进了民间文化的

繁荣，与此同时也引导了清代民间文化的繁荣。可以

说，明代北京文化，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一个

缩影，也奠定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封建文化的基础，

明清两代在皇家的祭祀礼仪、科教文化、商贸生产、

手工制作诸多方面一直沿袭下来，共同构成了明清北

京文化的主要内容，也促成了明清两代北京文化的繁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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