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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人回忆旧北京》

前言

　　北京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是历史名城。地上遗存和地下文物埋藏都很丰富，商业昌盛，社会民
风淳厚。因之，北京被世人颂为“文化古城”。　　现在我们见到的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
和东南角楼，它们原只是明清北京城的四个遗存。明清北京城分内城和外城，内城九座城门，外城七
座城门。布局规整，建筑雄伟，是世界上少有的十分壮观的城池。可惜，已于20世纪60年代初被拆除
。　　北京的街巷胡同内城整齐，外城北部还算规整，南部凌乱、荒僻。内城从东西长安街以北，除
砖塔胡同尚保留着元大都时地名外，其余多数街巷胡同虽不是元时的地名，但从其南北垂直的大街，
大街两侧东西是平直的小胡同等形状看，依然是元大都时的布局。北京街巷胡同的地名是约定俗成，
百姓叫出来的。如这里有口井，就叫“井儿胡同”，这条胡同有座关羽庙，就叫“关帝庙街”，这条
胡同平直又短像条扁担，就叫“扁担胡同”，这条胡同有座石桥，就叫“大石桥”，等等。由于街巷
胡同的地名是当地百姓叫出来的，所以，重名很多，据调查全市光扁担胡同就有10余个，叫豆腐巷的
也很多。虽然北京的街巷胡同是百姓随便叫出来的，但都有讲究，文化历史内涵深厚。如过去崇文门
外有条胡同叫“抽分厂”。很多人误认为这里原有个大臭粪厂子，所以人们呼其为“臭粪厂”。经查
，原来在明代，商人从江南往北京运来的竹子、木材以及柴薪，课税不缴钱币，而抽竹子、木材等实
物，也就是抽分。抽分厂就是课税机关所在地。1965年，北京市整顿全市地名时，因当地有所北京市
第四医院，故改名叫“健康里”和“健康西里”。　　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和土地庙等这些寺庙
，既是香客烧香拜佛之处，也是北京居民选购日常用品和观看艺人打把势卖艺，取乐之地。所以这些
大庙开庙之时，游人很多，是当年北京重要的游乐景点。　　五月节、八月节、旧历年（春节）和婚
丧嫁娶等都有一些规矩、讲究，这些规矩、讲究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加以丰富传下来的文化遗产。
而其中一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要给予批判。　　现代北京的历史，我们不应忘掉的是1937年“
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强占北京八年。在这八年中，侵略者一面实行法西斯统治，一面进行物资
掠夺。爱国的北京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从未间断。　　笔者民国十三年（1924）生于北京，在这几十年
中，除1946年有几个月工作在天津外，全是在北京度过的。当年北京发生的事，我可能比年轻的朋友
们多知道一点。这本《耄耋老人回忆旧北京》除少数历史事件是查阅文献档案或前人传说外，多数是
我亲见、亲闻和亲历的记录。

Page 2



《耄耋老人回忆旧北京》

内容概要

《耄耋老人回忆旧北京》主要内容：北京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是历史名城。地上遗存和地下文物埋
藏都很丰富，商业昌盛，社会民风淳厚。因之，北京被世人颂为“文化古城” 。笔者民国十三
年(1924)生于北京，在这几十年中，除1946年有几个月工作在天津外，全是在北京度过的。当年北京
发生的事，他可能比年轻的朋友们多知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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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内城和外城　　一、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　　明清北京城是三重，从里往外
说，第一重是紫禁城，就是现在的故宫，有四门，南面是午门，北面是神武门，东面是东华门，西面
是西华门。第二重是皇城，南面是天安门，北面是地安门（俗称后门），东面是东安门，西面是西安
门。在南面凸出个帽子城，就是天安门前还有个大清门，正东是长安左门，正西是长安右门。此外，
天安门还有个端门。第三重是京城，南面有三个门，正中是正阳门（俗称前门），左边是崇文门（俗
称哈德门），右边是宣武门（俗称顺治门），北面有两个门，东边是安定门，西边是德胜门，东面有
两个门，北边是东直门，南边是朝阳门（俗称齐化门），西面有两个门，南边是阜成门（俗称平则门
），北边是西直门。　　1368年明军统帅徐达攻占元大都城。为了防御元军侵扰和削弱元的王气，遂
将北城墙向南迁约5里，即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今德胜门以北的“土墙”即当年元大都城北城墙
。并改元大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还改崇仁门为东直门，和义门为西直门。　　明成
祖称帝后，定都北京。在北京大兴土木，永乐十七年（1419）将南城墙南移，从今天东西长安街一线
移至今崇文、前门、宣武一线约2里。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明正统元年（1436）“命太监阮安、都
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京城九门城楼”等。工程从正统二年（1437）正月
开工，正统四年（1439）四月竣工。并改元大都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
，齐化门为朝阳门，平则门为阜成门。明北京城周长40里。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在京城
南边建外城，有七个门，南面正中是永定门，左是左安门（俗称江擦门），右是右安门（俗称南西门
），东面是广渠门（俗称沙锅门），西面是广安门（俗称彰仪门），另外在外城与内城东西衔接处附
近各有座向北的城门，东是东便门，西是西便门。全长28里。　　北京里九外七皇城四见上页示意图
。　　如上页示意图，北京里城九个门，外城七个门，皇城四个门（南面的天安门为主门，其他门不
算）。　　过去，不管是紫禁城、皇城，还是京城都是早上天明开启，晚上关闭。里城九个门，除崇
文门外，其余八个门早开门晚关门都是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
形似朵云，因之称“云牌”，俗名“点”。　　二、前门　　前门的城楼、箭楼、瓮城、关帝庙、观
音庙、正阳桥及五牌楼，这是北京城最雄伟壮观的一组建筑群。现在虽然瓮城、关帝庙、观音庙、正
阳桥和五牌楼都不见了，但这一北一南、饱经沧桑、屹立在北京中轴线上的城楼和箭楼，却显得既古
老而又神采奕奕。说它古老，因为它的实际年龄已五百多岁了；说它年轻，因为现在它又被打扮得金
碧辉煌，焕然一新了。　　城楼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高42米，面宽七间，进深24米。重檐三
滴水的歇山顶，上铺灰筒瓦，绿瓦剪边。朱红楼阁，上下两层，上层前后檐都是菱花格的隔扇门窗，
下层是涂朱的砖墙。南北两面明间和东西山面各有一座供人出入的大门。　　箭楼和瓮城建于明正统
四年（1439）。箭楼高36米，楼顶也是灰筒瓦，绿瓦剪边，重檐两滴水的歇山顶。东、西、南三面墙
上及两檐间开有射孔94个。北边建抱厦五间，并有三个门可通至城的台顶。在城楼的东西两侧各有一
堵似半月形的城墙和箭楼相连，这就是瓮城。瓮城里是个东西宽108米，南北深85米的小广场。箭楼和
瓮城是前门正门的重要屏障，是保卫内城的重要堡垒。守城的士兵在箭楼上通过各个射孔，向下放射
弩、箭；在瓮城的城楼和女墙处，向攻城者放箭和投掷灰瓶滚木。此外，还有前门城楼悬灯示警的说
法。因为前门距皇宫很近，一旦前门失守就危及皇宫。古代通讯落后，悬灯示警，可以迅速报告城外
的战斗情况。城楼上悬一盏灯，它是说敌人已接近城下；悬两盏灯，它是说战斗激烈；悬三盏灯，它
是说城防将要失守。1644年3月，李白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进了广安门，崇祯帝听说前门城楼上已悬
上了三盏灯，知道大势已去，便带领太监王承恩出了神武门，登上煤山，在山的东麓一棵大槐树上自
尽。　　前门战时是这样，平时戒备也很严紧。据《宸垣识略》记载：“正阳外门设而不开，惟大驾
由之。月墙东西设二洞子门，为官民出入。”正阳外门就是箭楼下的门洞，它平日闭而不开，只有皇
帝出入时，开启城门，供皇帝出入。平日，众多的士官客商、市民行人出入前门，要绕东、西二洞子
门，通过正阳里门（就是城楼下之门）出入。而且，这三个门，日落关门，日晓开门，夜间不能通行
。　　瓮城里的关帝庙和观世音菩萨庙。在瓮城里，除前门城楼下门洞外的两个石狮子外，最重要的
建筑就是门洞东边的观音庙和西边的关帝庙。据《宸垣识略》记载：“观音大士庙在月城内之东边，
有明万历壬辰修筑都城碑记”，“关帝庙在月城内之西边，有明万历间焦竑碑记”。这说明二庙都是
明万历年间修建的。两个庙都是只有一层殿的小庙，庙虽然不大，但明清时，香火很盛。每月初一、
十五日开庙，尤其旧历年三十夜，到关帝庙拜佛求签的人拥挤不堪。如《都门杂咏》记载：“来往人
皆动拜瞻，香逢朔望倍多添。京中几万关夫子，难道前门许问签？”　　明末清初，前门瓮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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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墙外，店铺林立，行人众多，是当时商业繁盛地区之一。东月墙外卖帽子的多，称为帽巷。西月墙
外卖荷包的多，称为荷包巷。在《都门杂咏》上对帽巷和荷包巷的热闹也有描述：“五色迷离眼欲盲
，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　　在箭楼前，有三座跨越护城河的石拱
桥，叫正阳桥。过了桥就是北京最高大、雄伟的油漆彩画、木结构的五牌楼。牌楼上有“正阳桥”三
个大字。　　前门城楼、箭楼、瓮城、正阳桥及五牌楼这一组建筑群，造型庄严，气势凝重，布局合
理，设计者颇具匠心。它显示着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是我们的骄傲。　　就是这组建筑群
，几百年来，不知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它有过欢笑，也有过悲哀，它就是近代北京历史的见证。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困难，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横征暴敛，人民无法谋生。特别是陕北连年大
旱，因此，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李自成率领的队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崇祯中七年（1644）二
月，李自成亲率百万大军，从西安出发，渡黄河，占太原。后分两路，一路由刘宗敏率领，向东经固
关、真定、保定北上。一路由李白成率领，占宁武、大同、宣化、人居庸关。三月十七日，两路大军
在北京城下会合。十八日天刚黑，农民军首先攻破彰仪门，并很快控制了外城，开始猛攻内城。十九
日晨，德胜、齐化、平则、宣武、正阳诸门被攻破。同时，明朝最末的一个皇帝崇祯吊死在万岁山（
现景山）东山坡的寿皇亭旁一棵槐树下。北京城内的老百姓在前门大街迎接农民大军进城。　　李自
成农民军占领北京后，原明朝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投降清军。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的一片石战败，
四月三十日，撤出北京。清军占领北京，十月，清顺治帝福临从沈阳来到北京，即皇帝位，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束发包巾是汉族几千年来的风俗习惯。清朝
统治者进关后，为使汉族人民屈服，成为它的顺民，强迫人民剃头。清政府于顺治二年（1645）六月
发布命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并派人带武器，担着挑子，首先在人流如潮的前门瓮城东
西洞子门处强迫汉人剃头，如有反抗，立即砍下头来，挂在挑子上。所以，旧北京剃头挑子的前头除
了一个洗头的铜盆和一个小火炉外，还竖着一个小小的刁斗旗杆，后头是个放工具抽屉的长方高凳。
剃头的，走在街上，不吆喝，打着一个像大黑镊子的东西，它的名字叫“换头”，其意是丢了头发换
个脑袋的意思。当时，人们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不愿意剃头，为了保持民族尊严，宁丢头也不剃头；
因而，强迫汉人剃头的事，在清军攻占北京后逐渐推行。　　清朝康熙、雍正时，政治较稳定，经济
得到恢复和发展。乾嘉时，是清封建统治在中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道光二十年（1840）清政府在中
英鸦片战争中失败。最后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咸丰六年
（1856）英法侵略者为了侵略中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英法侵略军打到
北京，前门城门关闭，店铺关门，英法联军在前门一带骚扰，居民惊恐，直到《北京条约》签订后，
前门一带才恢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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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往今来，北京都是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和眼球。想对
旧北京有个清楚的了解，那就看看《耄耋老人回忆旧北京》。《耄耋老人回忆旧北京》由名副其实的
“老北京”所写，除少数历史事件是查阅文献档案或前人传说外，多数是他自己亲见、亲闻和亲历的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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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对北京民俗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看
2、此书涉及面广，但内容较肤浅。也存在不准确的地方，如：光陆电影院不是现在的大华影院，光
陆在路西金鱼胡同口，而大华在路东靠近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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