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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儿(胡同从这里出发)》

内容概要

从什刹海出发，享受京城水乡的古风古韵
　　从王府井出发，体味繁华街市的如烟往事
　　从琉璃厂出发，寻找旧时厂甸的浪漫风情
　　游走北京，人文和浪漫的城市抚摸，八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承载，沧桑的市井老街，注意与传说，
埋藏在寻常百姓的记忆，朴素温馨的坐标，从皇城根儿到胡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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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儿(胡同从这里出发)》

书籍目录

一 从什刹海出发 享受京城水乡的古风古韵
1 什锦花园胡同
2 前海北沿
3 后海北沿
4 白米斜街
5 大翔凤胡同
6 鸦儿胡同
7 三不老胡同
⋯⋯
二 从王府井出发 体味繁华街市的如烟往事
⋯⋯
三 从琉璃厂出发 寻找旧时厂甸的浪漫风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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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标的印象　　北总布胡同过去称为城隍庙胡同，由于胡同南端与东总布胡同相接，所以在民国
的时候，　　被称作了北总布胡同，一直延续到今天。北总布胡同里寻常的民居占了多数，大宅院很
是少见。　　在北总布胡同的中部，有两处著名的历史痕迹，西边是赵家楼，而东边是梁思成和林徽
　　因的故居。　　流年的风景　　前赵家楼胡同1号院是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1919年5月4日，愤怒
的北京学生为抗议签订《巴黎和约》，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集会以
后，学生们来到了赵家楼胡同，火烧曹宅，痛打章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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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皇城根儿，胡同从这里出发　　850多年的文化传承让北京这座城市有了无与伦比的辉煌与自豪，
即便经午沧桑的市井老街，也满载了时代赋予的历史印痕，和代代生息于此的老百姓共同造就了悠扬
淡雅的风味。北京的都城文化可以追溯到金王朝的中都，而城市文化则更加久远，即便今天，这座老
城里还有着唐代的坐标，虽然模糊，但毕竟是岁月的回眸。　　历史就是无数个巧合的堆叠，一条奚
西占道使金兵突破了重兵把守的居庸关，宋家江山的燕山府变成了金中部，从而开始了北京作为都城
的岁月。时值今日，古老的奚西古道的由来早巳无从寻觅，留得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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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首《登幽州台歌》让历史记住
了时代的片段，虽然唐幽州城在如今的宣南还有着地理的坐标，但古老的城垣早成了地层下面的泥土
。每一个时代的北京都有着自己的“城根儿”，后来成了都城便又有了“皇城根儿”，只是在今天，
历史最近的明清王朝的皇城墙也成了碎片，留下来皇城根儿遗址公园那一片地层。　　皇城墙里的生
活是遥远而神秘的，即便在紫禁城变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今天。皇城根儿下的生活则是平凡而充满活力
的，因为那里面蕴藏着一代代老百姓的情感，以及在他们之间传递着的风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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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西城好渺小...不过找到家了~嘿嘿嘿~
2、慢慢走，慢慢看，不必刻意。文字没有什么吸引力。
3、2小时看完，字很少。笔者文字平平，有用的是那些名人的故居坐标。设计很好，很有质感的一本
书。
4、老实说，很一般。还没有我写的好。
5、鸡肋
6、历史并不是一个城市和社会的全部。建筑本身并不因人的存在而更有价值。时代始终在发展，落
后的始终是阻碍
7、其实还好
8、2008.07.30－END 201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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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越看越想去北京。只是，几年过去了，这里的胡同还剩下多少？等我能够去北京的时候，又还剩
下多少？
2、大一的时候写的。北京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都，一座有种浓郁的文化气息的城市，且不说她
闻名于世的长城故宫，且不说她华美精致的京剧，单说北京的胡同就足以令人神往着迷，北京的胡同
也曾一度成为代表北京形象的标志性的建筑，胡同至今仍留有北京那最悠远，最厚重，最古朴的文化
之香，历史之气。仔细研究一下散落在北京的胡同，其实不难发现，住在胡同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不包含了北京最古老最质朴的传统习俗。从他们身上既折射出作为皇城根的子民悠闲生活的一面，
比如老北京喜欢的遛鸟，串巷子，下棋等；又着实反应了他们作为市井小市民艰难困苦的一面，冬天
靠烧煤取暖，夏天靠拉人力车养家等。一条小小的胡同，包罗万象，怪不得外国友人会从地球的另一
边来专门造访。胡同之所以称为“胡同”，其实这两个字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先后由“胡洞”演
变成了“衚衕”，直至清朝才变为如今的“胡同”二字，最早发现这个词的典籍是明朝张爵的《京师
五城坊巷衚衕集》。之后学界还曾流传“衚衕”二字的发音起源于蒙语水井的音译，后被证明为不符
合事实，便否定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胡同不在深，有名则灵。关于胡同的命名可谓囊括万千，
不一而足。从种类上细分的话，大致可分为动物类，比如较有名气的如羊肉胡同、牛街、龙须沟等，
据统计共有605条次。除此之外还有以植物命名的胡同，如松树胡同、榆树馆胡同、槐树胡同等，共
有251条次。从这些具有生活气息的名字中，我们不难得出，这体现了老百姓对自然界的柔情，以及对
动植物亲昵的 爱。除了这些带有人文色彩的名字之外，还有一些以军营、桥类、井类、碑类命名的，
而且这些胡同的名字在一些专业人士的力争下，也已被列为非文化保护遗产的行列。这些胡同文化必
将成为一笔宝贵的遗产。然而，随着城市改造的脚步在一步一步的前进，那些年代久远的胡同已不复
存在，甚至面目全无。幸存的几条胡同也已被改造的充满着赤裸裸的商业味，几天前偶遇一位卖剪纸
的老大爷还说，自从大栅栏整改之后，他就很少去了，他讨厌哪里不中不西的建筑，那座高高的城楼
让他觉得曾经熟悉的前门大街仿佛是一座阴森陌生的监狱。然而提起北京最老的胡同，仍会有热心肠
的人告诉你--砖塔胡同。名副其实的砖塔胡同，是元代留下的，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且有证可
考。相传一位名为万松的老人的尸骨葬在了西四路口西南的塔下，后来清朝乾隆年间原本七级的塔被
加到了九级。元人李好古写杂剧《张生煮海》中有一段小龙女的丫鬟和对张生的书童的对话，“你去
兀那羊角砖塔胡同总铺前门找我。”现在的人们只会听得一头雾水，而对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里的
人来说，便会会心一笑。砖塔胡同是唯一流传下来的元代胡同之称，也是一直没有改过名字的胡同，
可谓北京的文化之根。在1923.8.2的时候，鲁迅先生搬到了砖塔胡同的61号（今84号），居住了近十个
月，期间创作了《祝福》、《在酒楼》、《肥皂》、《幸福的家庭》、《中国小说史》。之后的1946
年2月份，又一位文学大师张恨水也搬到了这条胡同的43号，俩位文化名人曾在一条胡同居住过，非常
少见。前些天看到《北京晚报》 汪国真写的关于“胡同记忆”的专栏，原来他和王小波就曾同住在大
木仓胡同过，如今他可以凭着当初的记忆写一些关于胡同的支零破碎片段，而我们要想寻找王小波的
印记，却只能到那些所谓的“故居”，王小波仅仅大汪国真六岁，不禁令人唏嘘。你是否记得那声诱
人的“糖葫芦”声，你是否买过胡同口老大爷的泥人，你是否帮奶奶买过晚报，你是否爬到院子高高
的枣树上就为了那一叉红透了的蜜枣⋯⋯所有的这些都是极具特色的胡同生活，他们交织在一起，串
出了最美的记忆。在每个春夏秋冬的日子里，牵动着老北京人们的心，躁动，热情，安逸，又不乏情
趣。“枝上柳绵飞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漫天飘舞的柳絮证明北京的春天来了。到了春天，胡同人
家比做的俩件事，一是撤火，冬天烧了一冬的炉子，终于可以撤下了。二是更换窗纱，普通人家的窗
户一般窗户都采用上半部分是木制的窗棂，下半部分是大玻璃的结构。既采光又保暖。除此之外，他
们还会侍弄一些花花草草，老舍也曾写这过一段这样的文字: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
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工夫去作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
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即使不懂得园艺的平常人家也会种上几盆“死不了”，从这点喜好
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皇城根的子民，他们有一种独有的雅兴与情趣。北京的四季当属夏天最为纯粹。
伴随着知了优雅的歌声和蟋蟀醉人的笑声，女孩子跳皮筋的吵闹声以及卖菜大爷的吆喝声，胡同的夏
天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到来了。傍晚下班到家，趁身上的余热还没有散开，这个时候如果喝一口院子里
公用井台儿的水，那种透心凉的感觉不禁让人一哆嗦，真是欲罢不能啊。晚上院子里则是坐满了各家
各户，大人们聊聊家长里短，孩子们趁这没人管的空档去外边逮蛐蛐。白天的时候，街巷里种植的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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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槐树为那些纳凉人提供了去处，男人们光着膀子在树下下着棋，喝着茶，一边摇着蒲扇还一边擦
汗。这种景象恐怕只有在最原始的北京胡同里才能看到，因为随着城市文明程度的发展，光着膀子的
行为已经列为不雅的行列，就像上海已经明文禁止不许穿睡衣出门一样，不知道规划过之后的城市到
底是多了文明还是少了文化？“拍”的一声，院子里不知谁家种的大枣掉在了地上，同时预示着胡同
的秋天来了。曾听过一句胡同谚语：“立立秋，把扇丢，再摇扇子不怕羞。”也就说，到了秋天，胡
同逐渐褪去了酷暑，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肯定会被人笑话的。因为北京的“秋老虎”丝毫不逊色于
三伏天。所以，直到你看到头顶逐渐湛蓝深邃的天空才能说，秋天真的来了。不过，那样的情景好像
也是很久远的时候了吧。秋天毕竟是短暂的，只不过算是冬天的一个过渡。老北京人会更多的为冬天
做好准备，其中必不可少的便是囤积白菜了。每家至少要买三五百斤，赶上人口多的甚至要上千斤。
鲁迅就曾写过，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白菜在日本很走俏，后来也终于明白“物以稀为贵”这个道理
。冬天的冷是尽人皆知的。冬天吹着尖利的哨声儿，干树叶被风刮得在屋角墙根儿打着旋儿，无路可
逃。仔细想来，雪是胡同冬天必不可少的乐趣。大雪过后，白茫茫的一片，煞是震憾。大人们大清早
拿着扫把出开始扫雪，女孩们则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地堆着雪人，男孩子顾不得穿的多少便开始激烈
的打雪仗。让人不得不感慨，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生活在胡同的人们都可以过得有滋有味，妙
趣横生。入冬之后，最让人期待的便是过年那几天。头一周女人们便开始忙乎起来，打扫房子，置办
年货，准备除夕饭菜，忙得不可开交却又乐此不疲。年夜饭可是重头戏，主食一般都是饺子，主菜则
是红烧鱼、元宝肉等老几样，再配上精心制作的副菜，如豆儿酱、芥末墩儿、炸丸子等等，一顿及其
丰盛的晚餐让人们回味无穷。对于那个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吃几乎成了大家唯一的追求和渴望。孩
子们则是最高兴的，他们可以有新衣服穿，帮着大人贴窗花，几个小伙伴一起在胡同口放鞭炮。在他
们看来，最好每天都可以过年那该多好！也许这些胡同风俗还有所保留，也许早已消失殆尽，但这并
不妨碍我们去找寻它，去关注它。也许有些胡同变了样子，也许有些已被夷为平地，但是每条胡同都
有自身的历史典故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正是因为这些存在的和消失，才孕育和碰撞出胡同的历史。这
就是胡同的人文价值。人们通过踏访故居，遥感当年的精魂和魅力。北京的胡同甚美丽，胡同的美丽
甚于魅力，文化的魅力无与伦比。
3、感觉书的内容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单单这么多条胡同就够看了。书的设计的很棒，有味道。胡同
是北京的传统建筑中的基石。现在的北京胡同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北京胡同了。胡同早已变成大杂院
了。有多少张大民等待着过幸福生活呢？胡同的宁静幽深，越来越少。虽然有人为胡同的外面粉刷，
但谁会为胡同的老百姓想想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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