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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平的故古典儿》

前言

人都希望知道明天的事情，股票涨落如何？军事政治的演变如何？⋯⋯太多了。于是古今中外的星相
巫卜一切俱兴，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知道明天。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虽然大致推想得到，但是突发的
意外也极多。我经过了二万八千多个“明天”之后，得了一个结论，就是明日之事决不能料。既不知
环境怎么变，也不知自己怎么变。我一生和动物为伍，万想不到暮年之际会成了作家。年轻时也算过
几次的命，谁也没算出来临老博得“老盖仙”的清誉啊，没准儿兴许是天上文曲星君下界呢！世上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老朋友白铁铮教授在成功大学建筑系任教多年，退休后，迁来台北。他原是有名
的国画家，我劝他写写稿，一则可以排遣闲暇，二则可把若干年的人生见解，和行将湮灭的旧调逸事
全可告诉下一代。于是他放下了作画的毛笔，拿起了原子笔，按照他日常所说的北平话，开始写了出
来，源源不断地在“华副”、“时副”、“联副”，还有别的大小杂志内一篇篇地登了出来。副刊主
编全很精明，一双慧眼，知道哪路文章有哪路的读者，于是决定哪篇文稿可用，哪篇不可用，白先生
的稿子有许多是我经手寄的，所以能肯定地说：从没见被报社退回来过。诸位读者，您别以为由我寄
了，报社也许讲点人情面子可以不退。那是休想，人家是买卖生意，只要货好，毫无情面可讲。没被
人退过，就可见这三家大报的副刊主编都认为白先生写得不错，可读可登。时光快得很，赛过披毛鬼
骑着摩托车，不觉一年有余。算算登过的稿子不少了，足有十万字以上，印出来够一厚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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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Page 3



《老北平的故古典儿》

作者简介

“老北平”白铁铮（中铮），先生系出名门，幼承庭训，学诗学礼，博学多文。弱冠而后入北平国立
艺专习国画，曾先后受教于国画大师溥心畲、陈师曾、凌直支诸先生门下，得其薪传。艺专毕业后即
从事美术教育，并潜修数十年，绘事造诣之深，为海内外鉴赏家所公认。后执教于台南成功大学，课
余亦操觚为文，记述老北京风土，被文艺界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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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子用花布手巾包头，衣裳的纽扣不扣，掩着怀，腰间系条褡包（布带子），右手系着护膊，架着大
鹰在前边走。来子同样装束，拉着狗，狗往前蹿。他往后拽，以示威武。小九儿扛着钩竿子，我舅舅
骑着蹶马，徐掌柜坐在轿车里，我和熊儿坐在车沿上，煞有介事地出了阜成门。外祖父的祖茔在西山
山根儿底下门头村附近，除了一块坟地之外，还有几十亩旱田，雇了小九儿他们前辈看坟，每年收成
的庄稼，归小九儿他们一家食用。一直到小九儿爸爸这一代，都由他们贾姓看管，这次打猎就以这儿
当营地。老贾前几天已经得到通知，特地在离场院不远一个小山坡底下，填平了一块收成完了的高粱
地，作为扎营的地点。行围的人马，在差不多上午十点到了。老贾的全家，以及附近邻居，都在门前
树下相迎。树下摆着茶壶茶碗，井台儿上放着脸盆毛巾。大家彼此说说道道，洗脸喝茶，来子、广子
去忙着搭帐篷，布置营地，熊儿的爸爸和王四忙着卸车喂牲口，九儿把狗拴好，老鹰放在-个树权上。
不到十二点，坟少爷老贾和家人请大家去吃早饭，早饭在场院边上树底下吃。石头台儿上摆了两大盆
芝麻酱凉面，一碗老腌萝卜丝，-碗黄瓜腌葱，旁边十多双筷子，十几个大粗碗。老贾在一边喊道：“
诸位随便捞着吃，吃多少，捞多少，千万吃饱了。”于是大家吃了起来，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
稀里呼噜，每人都吃得很饱。饭后小睡，四点多钟醒来，老贾来到帐篷里，对大家说明附近地形：东
南是平壤一片，有獾窝、兔子洞；北边有条小河，清晨傍晚，有野鸭子之类；西边近山，有时发现山
鸡、獾、野猪，不过野猪力大，性情残暴，不容易打。他请大家要注意几样事：在人家坟头上找到獾
窝兔洞，千万别给人家挖，挖人家的坟，咱们担待不起。咱们要看看獾窝兔洞的情形，如果洞口小草
树枝等向里倾倒，那就证明獾或兔子在洞里；向外倒，就是出去了，不在窝里。其次，别人家的秋麦
，麦苗生出不久，不要给人家乱踩，人家虽不好意思说什么，咱们心里也过意不去。最后，大家若进
山，请别走太远，以免迷了路。我看晚饭前大家可以四下里走走，熟悉熟悉道路。晚饭是炖肉烙饼，
四瓶门头沟“二锅头”（烧酒），一大盆绿豆稀饭，两盘凉拌素菜。柴锅炖的肉，其烂如泥；柴锅烙
的饼，外焦里嫩。大家仍是席地而坐。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痛快淋漓。最得意的要算广子和来子，
数年以来，并没有过喝像这一次的痛快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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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北平的故古典儿》编辑推荐：一笔一画，描北平的风俗；一典一故，谈中国的文化；一事一物，
皆古老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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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缺少底蕴，与老舍先生相去甚远。
2、猪市故事可谑
3、这本书写的北京还有点新鲜的，比那帮只会复制粘贴的孙子出的书强多了。。。
4、遗老话当年北平
5、老爷子记性很好，但跟台湾这半拉掌儿大的地方一晃三十年有些东西不可避免的还是被消磨了。
有机会还是回故土吧，北京作为家乡不是个容易离开容易忘记的地界儿，尽管眼下好些东西已经不是
以前的内个味儿了，但也总比委屈在台湾吃内又酸又咸又粘的“炸酱面”强万倍。
6、风俗之外的意外是，写了当年艺专的读书经历。齐白石带侍妾上课堂，黄宾虹讲用墨，典故用笔
传神。
7、民国六十六年慧龙出版社
8、这几天从京东畅读,ipad上读完了,还不错
9、如题，看这本书内容很喜欢看，非常喜欢看。娓娓道来，文字舒服，很好！非常好！看这本书是
顶级享受（我个人而言）！书印刷质量还可以（天津午阳印刷的），以后买正版书养成习惯，看哪里
印刷的。注：不是吹捧。因同时买了两本其他印刷厂印刷的其他书，质量不好，影响阅读心情。当然
，目前最好还是中信的，其次机械（如果以上不是假冒的话）。强烈推荐该书。消闲享受的好书。
10、作者就是 各种伐开心，，什么都没有老北京的好
11、书内容非常不错，还原了真实的北平
12、很朴实也很有趣儿的一老头儿
13、写得很可爱，那些熟悉的地名，已经远去却又依稀可见的历史痕迹，还有隐隐约约的黍离之悲
14、跟FWL在中国书店里，略翻了翻；跳井；憋死牛；
15、[008]
16、语言生动活泼，掌故类书，可以一看！
17、写得非常好 语言也很朴实 搞得我也很向往那个时代
18、生活的细节，越是琐碎越让人感兴趣。老行当的规矩最有趣，跟吃相关的一些（书中占比还不少
）鲜为人知的事实可以记下来之后显摆。书名儿里面的儿话音大赞。
19、书内容不错，挺有趣，但纸张太差了，恨不得要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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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老北平的故古典儿》的笔记-第22页

        捆猪的工人，不知道谁定下的规矩，是东文西武，东城捆猪工人捆猪，是用一个活套儿绳子圈儿
，就像美国西部牧童套马的绳圈儿，在猪圈门外等着，另外一个人把猪圈的小木门往上一提，一头猪
跑了出来，正好猪脑袋钻进绳套里，捆工放松了绳套，跟着猪后头跑，沿小巷刚刚跑到大街，捆工猛
把绳子一提一抖，猪便来了一个毛儿斛斗，捆工就势提右腿跪在猪肚子上，从腰里抽出七八寸长的麻
绳来，很快的把猪四马攒蹄的捆上了。这是东城捆猪工捆猪的方法，据说是文的；西城则不然，捆猪
工人不用绳套儿，他在小木门外等着，等猪从小门跑出来，他在后面儿追，追出小巷口，他一个箭步
蹿了上去，照猪的腰杆儿上飞起一脚，把猪踢一个滚儿，很快跑上前去，跪在猪肚上，把猪捆上，这
是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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