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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胡同留真》

前言

笔者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约算得上是个地道的“老北京”。北京城里最使人
难以忘怀是什么呢?就是那大大小小的、在南方被叫做街巷的胡同。每当我从外地特别是从外国出差归
来的时候，最急于想见到的便是那一条条古朴的、幽雅的、熟悉的、亲切的胡同。或者说，只有见到
了这些胡同才能算是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家。胡同与家分不开，北京与胡同分不开。一定意义上说，
胡同就是北京的魂。据说，“胡同”一词出现在金、元时代，来源于蒙古语系，是女真人和蒙古人进
入中原以后，按照自己的习惯把城市的街巷称为“胡同”的。那么，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呢?听老人们
说：“大胡同三百六，小胡同如牛毛。”意思是，多得数也数不清。为此，文人们也有“庶五城胡同
，浩繁几千条之间”一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北京全城到1949年为止，已经有胡同6000多条，城区
里的胡同有4550多条。自然，现在又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了。到底有多少，似乎谁也说不清。我以为
，所谓“文化”，大约就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时代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有着不
同的文化。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人正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胡同文化”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城的胡同越来越少，代之为一栋栋高楼大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沈延太、王长青两位摄影家把这本《京城胡同留真》画册奉献给广大读者。正如他们在“后记”中所
言：“我们深为胡同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的不辞而别而感到措手不及，胡同文化的面貌急待
用摄影纪实的手法‘留真’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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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胡同留真》

内容概要

《京城胡同留真》主要内容：京城的胡同格局于十三世纪初步形成。从十三世纪至本世纪初，胡同曾
是除帝王之家以外各阶层的居住地：时至今日，北京的大部分市民仍居于其中。人们世世代代在此生
息、繁衍、劳作、抗争，北京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也以此为依托而发展、演化。
通过对胡同的了解不仅可以追寻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体味北京特有的民俗民情，还可以感触到
民众的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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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胡同留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沈延太，1939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
术学院，同年任《人民中国》杂志社美术编辑、摄影记者。
现任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摄影家
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摄影学会副主席，世界华人摄影学会
执行委员、会员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1976年曾参加长江源头首次探险考察，只身完成了
长江全程摄影报道，成为“长江全程摄影第一人”。1980
年以来多次担任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及各类全国性摄影比
赛评委。其摄影作品在国家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和名家
联展中，多次荣获国内、国际大奖。作品题材广泛，尤以风
光、风情、人物见长。
曾往英、美、日、原苏联等国及香港、澳门地区进行学
术交流。其摄影理论著述时见于报刊，曾出版专集《大江
影踪》等。
王长青，女，1945年生于山西省太原市，1968年毕业
于山西大学。现任《中国妇女》杂志社记者、编辑，为中国
摄影家协会、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北京市女新闻工作者协
会、北京市摄影家协会会员。1987年被载入《中国摄影家
大辞典》。
擅长拍摄妇女儿童生活题材，常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
行专题报导。作品多次参与国内外展出，曾在全国性影
展、影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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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胡同留真》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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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京城胡同留真》

章节摘录

插图：紫禁城下的胡同半个世纪以前，紫禁城和胡同是北京城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前者是旧时帝王
居住的宫城；后者是平民百姓住宅的集中地，间或也有昔日王侯贵胄的府第。紫禁城位居北京城中央
，是一座城中之城。它自公元1420年建成，至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逊位，一直是皇宫禁地，今称
故宫。它的四周建有高而坚固的城垣，外环深而阔的护城河，构成所谓的“金城汤池”，用以防卫。
除此之外，还在它的外围自内至外环筑皇城、内城，内城南垣之外又加筑外城，层层防守。明代（公
元1368-1644年），非但紫禁城周围严禁民众靠近，就连紫禁城外，皇城之内，也不能擅入。那时的皇
城内建有供帝后游乐的御苑、祭祖的太庙、祭社神和谷神的社稷坛及宫前广场，掌管全国政治、军事
、刑律、财政的府、部衙门，以及为皇室服务的作坊，库局也设于其内。民居只能建在内城和外城，
也只有那里才有胡同。清代（公元1644-1911年）中期，朝廷允准满族居民在皇城的东安门、地安门、
西安门内居住，这些地带才出现胡同。1911年中国废除了帝制，禁锢近五个世纪的重重城门终于向寻
常百姓敞开。为了便利交通，皇城东、西、北三面城墙陆续被拆除，打通了纵横交贯的干道。街道通
达了，与之相连通的胡同也随之不断扩展、伸延，以至直趋紫禁城下。紫禁城下的胡同或隔护城河与
宫城相望，或紧傍宫墙。阡陌街巷环拥着崔巍宏丽的宫城，四合院灰色的墙垣、黑色的屋顶映衬着红
的宫墙、黄的殿顶，构成了最富有古都特色的景观。1995年，北京市政府已制定规划，要在近几年内
整治护城河两岸的环境，搬迁宫城与护城河之间的住户，使这里恢复十七世纪时的历史风貌。到时这
一带的胡同势必要经历一次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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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胡同留真》

后记

我是江南人，并非京城胡同里的土著。但前前后后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年，与胡同和四合院结下了难解
之缘。说来话长，记得1957年的夏天，我在东城盔甲厂胡同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当统计员，业余迷恋绘
画，每日午间休息时间差不多都要到临近的东受禄街16号的徐悲鸿纪念馆去看画。绘画大师的作品，
尽管反复欣赏兴致亦未见稍减。纪念馆是个典型的四合院，方方正正，典雅宁静，院落里植着紫藤、
柿树、蜀葵和玉兰，欣赏了作品再在院中走走，静坐在大椿树的绿荫里真是难得的从容、安详和惬意
。以后的日子我又去过京城的鲁迅、梅兰芳、齐白石、老舍、茅盾故居，都是一座座四合院，文化巨
匠和泰斗们喜爱居住在胡同四合院的空间环境里，由此留下了京城名人故居的宅邸文化。有位作家说
：“没有胡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塌了半边天。”此话不算过分。1959年以后，我连续五年在东城校
尉营胡同的中央美术学院求学。走熟了附近的大大小小胡同。老师们大部分居住在帅府胡同、煤渣胡
同、大雅宝胡同的四合院里，所以拜访老师出入四合院更是常事。七十年代不寻常，两地分居了十二
年的内人王长青与两个孩子迁来京城，宿舍在西城百万庄，工作单位在东城灯市口，我俩常骑自行车
上下班，十有八九喜欢躲开大街正道，从胡同里曲曲弯弯地赶路，一天工作的忙碌疲惫在穿行胡同中
彷徘消融了许多。后来家又搬到了灯市东口的柏树胡同，虽然住的是楼房，但阳台下就是一条规规矩
矩的胡同和一片四合院，对胡同里春夏秋冬、阴晴雨雪的景观和周围百姓的平凡生活，常有“相看两
不厌”的感觉，兴致一来就拍摄一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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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胡同留真》

编辑推荐

《京城胡同留真》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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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胡同留真》

精彩短评

1、首博里看的
2、值得留念，虽然质量差点。
3、至今最爱的摄影书，让我想回到那时的北京
4、因年代而有资料性
5、曾经速写作业的不断源泉。
6、恐怕将会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一本影集。北京胡同拆的拆修的修，再也没有90年代的味道，人和人之
间的缘分也是，总有失散的那一天⋯
7、触拨身体每一簇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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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胡同留真》

精彩书评

1、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发现 开始以为就是忽悠外国人的玩意打开一看 哎呀呀 精品精品全本的黑白胡
同 老百姓自己的生活 介绍精辟 没有废话哪孙子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摄影家？纯粹放P 这2位不就是么当
时一问 有新的120 全本的铜板确实值这个价格 不过我是抠门的人 还得盘算一阵子 好在已经在现场翻
了一遍 很过瘾更新下：过了几日 最终还是喜欢这本书 到图书大厦问了半天 找到了一本弄回了家 每天
翻一翻 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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