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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

内容概要

《北京胡同》讲述了：弯弯曲曲的小胡胃，有很多弯弯曲曲的故事；弯弯曲曲的小故事告诉我和你，
每一座四合院都有一幅看不够的画。每一扇大门，都关着一个猜不出的谜。走出高楼大厦到小胡胃去
，走进爷爷奶奶的故事里，听一听老北京的冒忆，悠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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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

作者简介

马玲，北京人，时事评论员。原为香港《大公报》高级记者、专栏作家，现为香港《广角镜》杂志主
笔。马玲已出版的书籍有：《红墙内外的独家报道》、《亮点》、《马玲专栏》、《新闻第三只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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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胡同知识  胡同曾经多如牛毛  东四当年是富人区  内城九门之功用  胡同之最  四合院门的等
级  砖雕寓意丰富  门当户对由来  门环设置严格  门墩建造讲究  影壁保护私隐  胡同里的叫卖  老屋顶一
岁一枯荣  老北京儿谣  老北京图片  四合院别有洞天  旧京殷实人家  大清门遗址建毛泽东纪念堂  北京
北平变来变去  残存的王府  僧王府现状  慈禧弟弟的府宅第二部分  胡同味道  凄凉的屋顶陈列着胡同的
世态炎凉  凸凹的台阶展示着胡同的起伏跌宕  大杂院特色  老胡同孩子回忆入厕往事  住胡同的弊端  胡
同垃圾处理  电线杆成胡同记忆  胡同里的滑稽乱搭  论“光膀子”  胡同侦缉队  北京“爷文化”  胡同
人爱好  胡同串子  自行车王国残影  八旗养鸟遗风仍盛胡同  胡同猫狗十分忠诚  惬意地享受季节变化  
皇史成也成了大杂院  胡同里的“京城四老”第三部分  凄凉拆迁  二环内的胡同还在大片拆  老会馆消
失在拆迁中  大杂院人的无奈  废墟顽强地生活  如此韵味十足的胡同已不复存在  老建筑遗像  高楼大厦
为四合院吟唱最后的挽歌第四部分  人文视角  抱残守缺的辜鸿铭  梅兰芳住过的胡同  鲁迅故居的风雨
历程  邵飘萍与《京报》  北京会馆与京剧  段祺瑞执政府  国民党三位抗日将领路名  二十九军小史  《
大刀进行曲》  寻访北京名人故居  民国的新市区  东交民巷简史  老北京金融街  民国时期的教育  梁思
成为北京城流泪  白塔寺传奇  兔爷儿传说第五部分  胡同别韵  八大胡同  名妓赛金花的传奇人生  蔡锷
与小凤仙  形似“妓院”的老西单饭店  三寸金莲  北京当铺小史  北京的穆斯林  前门今昔对照  古色古
香大栅栏  旧京大款穿戴的名牌  大栅栏老字号  前门煤市街改造  修缮胡同全靠民工  宛平城回首第六部
分  文革遗痕  胡同里的文革残迹  文革期间家庭装饰  灭资兴无  胡同红标语大行其道  被征用的四合院
第七部分  老外进驻  胡同对老外的诱惑  老外对四合院情有独钟  “祥子”们拉着老外逛胡同  南锣鼓巷
群落  龙潭湖的园林  明代皇家粮仓  萧瑟的明城墙  紫禁城辉映孤独第八部分  胡同风情  胡同里的浪漫  
胡同里的餐馆  胡同里的旅店  胡同里的雅集  胡同里的田园生活  胡同里的生动景象  胡同里的晾晒  穷
出富进  新式大宅院  胡同四季  帝王庙下马石  花窗花梦  胡同里的喜事  苍劲冷峭的树木第九部分  威风
八面  北京的中轴线  天安门的雄起  警察与军犬第十部分  怀旧  一个胡同老太的命运(小说)  怀旧——老
北京之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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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是呀，他发现北京的清真寺建筑基本上看不出穆斯林风格（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清真寺
有很大不同），以北京拥有千年历史的牛街清真寺为例，建造的也是比较典型的北京庭院风格。这很
有意思，穆斯林的执拗世人皆知。而穆斯林在北京这种入乡随俗的建筑融合，到底是主动行为还是被
动行为？纵观中国历史，汉民族对异民族的融合力相当惊人，即使在世界各地“顽固不化”的犹太人
在中国也被同化了。历史上的开封犹太人与汉人通婚，并参加科举入仕，渐入中国主流，还是明朝的
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发现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后代现在也基本上都是汉族了。老太太喝过茶，吐过痰
，接着说。“告诉您，我不是说过出嫁那年赶上北平沦陷小日本打进北平吗？日本兵进城走的前门大
街，解放军进城也走的前门大街，离我们家不远，我这人就喜欢看热闹，所以他们进城我都去看了。
”老太太把“日本兵进城”与“解放军进城”顺溜地相提并论，没有丝毫政治的、民族的顾忌，自然
流畅到让小伙子再一次感觉意外。他问老太太日本占领时期的生活如何。“北京沦陷时期呀，咳，爱
谁谁，咱小老百姓，反正都是过日子呗。军阀来了也好，小日本来了也好，解放军来了也好，甭管谁
管着，咱总不能饿死吧。我那老头子说过，只要能活着，有奶就是娘，饿死不值。他祖上一千多年前
从阿拉伯来，我祖上三百多年前从东北来，不都是打外面来的吗？北京人见多了，活得明白着哪！胡
同里该干嘛干嘛，让挂膏药旗就挂呗，跟他们玩儿什么命呀，不值。”听罢此言，小伙子想起日本人
写北京的一本书，其中叙述的北平居民手持太阳旗夹道欢迎日本兵的场面在他眼前掠过。老舍（也是
旗人）写的《四世同堂》小说，通过小羊圈胡同一班人的各种表现，可谓立体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百姓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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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

后记

我没住过胡同，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    但胡同里那斑驳而又斑斓的色彩，令我着迷。    我没事儿爱
往胡同里钻，看陋巷，看破院，看老北京的点点滴滴。结果，我成了胡同串子。    我父亲住过胡同和
大杂院。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大扫荡之后，10岁的父亲和家人从河北深州来北京卖香烟，住
北京南城磁器口一带的大杂院。上世纪90年代，已是中将司令员的父亲突然心血来潮，带着我们母女
去寻那个大杂院。那院变化不大，还是大杂院，院中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竟然认出了父亲，亲切地叫
出“马老四”，并畅叙当年的围炉之乐。    那是我对胡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探访。    20多岁时，我写过
一篇名为《镶金的白发》的短篇小说，载于《解放军丈艺》。小说描述生活在胡同里的一个老太太和
一个小女孩因孤独相遇，彼此成了忘年交。老太太不幸去世后，小女孩满怀感伤地捡起一根老太太的
白发珍藏留念。    30多岁时，宣武区政府的一位“老北京通”，领着我骑自行车遍寻南城老北京的残
迹。我曾写一整版文章刊登于香港《大公报》和《北京青年报》。    40多岁的时候，在北京保护胡同
的一片热潮中，我发现奥运会之后，菜市口附近又有大片胡同在拆，于是拍了一组图片在香港《广角
镜》杂志图文并茂地刊登。    可惜呀，我镜头里的一些胡同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我把这些年拍摄的
图片成册推出，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为胡同穿起一串缀着历史与文化标识的珍珠，供胡同爱好者凭吊
与欣赏。    为使自己感受到的胡同意境不走样，所以我亲自披挂上阵，从摄影、撰文、编辑、设计，
一路操作下来。在此，还要特别感谢一下王伟，他充当我的键盘操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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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胡同》：一书在手，你就成了胡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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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

精彩短评

1、图文并茂的，图片拍的很好，内容也平实
2、对于我这种对北京胡同没什么记忆或者感情的人而言，权当科普或是历史读物了；要是有感情，
就拿来忆忆旧吧。PS.有些照片是真不怎么样= =
3、真本书作者下了功夫了，还是很不错的。
4、很不错的一本书，搭配着胡同游一起看很好！
5、一部摄影好书，胜过一个良师益友，不可不读的宝典！
6、北京胡同  我爷爷小弟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7、书到手之后发现和想像的很不一样，本以为是本文字为主的书，结果是本一半照片的书。粗略的
全翻了一遍，照片是不少，不过水平还真有待提高，您怎么着也得选点构图工整的片吧？再加上有点
诡异的排版，哎哟。。。而且片子拍摄时间多是咱21世纪，也没什么看头，基本您出门转转还都能看
见。配的文字也马马虎虎，内容的覆盖面倒真不小，就是全都点到为止。开头几篇我还认真读了一下
，结果有一篇我感兴趣的竟然连看三遍没看懂，伤心难过之后，剩下的内容也没心情仔细看了。噢，
书最后还有一部胡同小说，可能全书文字部分的精华就是它了。
8、就是扫了眼，没我认识的人出现在照片里，因此得出的鉴定结果是这书写的不认真← ←精神病患
的思维乃们是无法理解的有木有！
9、我最近对北京胡同很感兴趣，这本书能带给你最基本的胡同知识。
10、来北京之后非常喜欢在北京胡同逛，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书，今天买了这本书，感觉挺值得一读的
。
11、小时的记忆，悠远温馨
12、要求不高的话，就当是一篇网文来看。要是作为一个严谨的出版物，该书还欠点火候。
13、在王府井图书大厦第一次遇到这本书，今天下午在西单图书大厦翻完了。很厚实的一本书，图片
非常之多，以主题分类，比如“光膀子”、“北京的爷”、“修车摊”、四季的植物、不同的门。很
用心，看着很感慨。
14、可以看看，但别期望太高。
15、比较烂，图片拍得还不如我
16、买了先囤着，回头慢慢看。
17、每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应该读
18、一本不错的书值得一看
19、作者自己并没有住过胡同，却以老胡同人的口吻写胡同，怪怪的。
20、老公一直喜欢关于北京胡同的书，我感觉也是不错，希望他读完后能有时间全家一起去北京胡同
看看
21、太糙了，垃圾⋯⋯
22、我就是北京人。一直住在胡同里。对胡同和八十年代有着特殊的感情。突发奇想，想买一本关于
北京胡同的书，在卓越上一查，这个题材的书还真不少！最后选定了这一本。因为从每一本书的目录
看，这本涉及的方面最多，最全。还是带彩色图片的。今天书到手了。翻开一看，纸质印刷都很不错
。选的照片特别丰富，典型，看着仿佛回到了我的八十年代美妙的童年！特别兴奋，高兴！
23、感觉有点杂乱 也就算本摄影集吧
24、照片还是不够哦~
25、文笔一般，但是涵盖胡同的常识，作为游览之前查阅的工具书还是大有裨益的。
26、每个北京人都应该一读的书
27、比较准确地描写了北京胡同的历史和文化。
28、用非专业人士的眼光来归纳了胡同，容易理解 但还不够系统
29、通过阅读，进一步理解了什么是北京精神，什么是北京的沧桑，北京的胡同就是我们成长的历程
，北京的胡同就是我们今后要为之努力的方向，拯救胡同、拯救我们自己。
30、 没什么实质性内容 图片拍的好烂
31、北京胡同图文并茂，看后学了很多知识，受益颇深。
32、同事很满意，发货速度没的说，更赞的是书也比较厚，对于面临毕业设计的她很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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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

33、书的内容知识性几乎没有，作者是很用心，拍了大量照片，都是街头小景，人物百态。实用性没
有，买了十分后悔。望大家考虑好在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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