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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内容概要

《八大胡同捌章》简介：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名词，位于今天的前门外大栅栏附近，清末
民初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并因其曾是赛金花和小凤仙一系列传奇故事的发生地，至今仍常被
人提及。八大胡同在当时并非简单的风月场所，在某种程度上也近似于公共空间，同时也是那段政局
动荡、暗中酝酿着变革力量的时代的小小缩影。清末民初，政客、文人、商贾以及妓女，各色人频繁
出入于八大胡同，上演过一幕幕悲欣交集的剧情。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八大胡同，不仅仅是销金
窟，风流地，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一面凹凸镜。要想了解老北京的历史，哪里能够
迈过它？”随着近年日渐加快的城市改建步伐，这片独具特色的历史区域将会逐渐消失。正因此，肖
复兴一次次前往实地，访问健在的老妓女及见证过八大胡同兴衰的老人，去档案馆查阅当时的档案资
料，拍摄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在作者极具个性的文字和影像描绘中，强大的政治变革力与无名妓
女寒微的生命力时时纠结在一起，八大胡同的几次历史浮沉、以及曾行走其间的人物命运，读来颇令
人感慨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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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作者简介

肖复兴，北京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
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
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80余部。曾有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
”《早恋》、《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青春回旋曲》，报告文学《和当代中学生对话》、《和当
代中学生通信》。近著有《音乐笔记》、《音乐的隔膜》、《聆听与吟唱》、《浪漫的丧失》、《纸
的生命》、《遥远的含蓄》等。曾经获得过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音乐笔记》获首届
冰心散文奖。《那片绿绿的爬山虎》、《向往奥运》、《荔枝》、《银色的心愿》、《寻找贝多芬》
等篇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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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书籍目录

第壹章　八大胡同的前生今世
一　游走在八大胡同的前生之中
二　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
三　销金窟、风流地、时代的凹凸镜
第贰章　八大胡同鼎盛时期的流金溢彩
一　北地胭脂难敌南朝金粉的入侵
二　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
第参章　清末的八大胡同：还原赛金花
一　八大胡同四大名妓的头牌是谁
二　吃状元饭的赛金花和状元郎洪钧的关系始末
三　赛金花和瓦德西的风流传奇是这样诞生的
四　莲花舌尖上建起的克林德碑
五　攥着破棉被角死在寒风里的赛金花
第肆章　民国初年的八大胡同：传奇小凤仙
一 红颜祸水是怎样变成巾帼英雄的
二 国家大事和青楼艳史搅和在了一起
三 晚境中红颜未老的小凤仙
第伍章　民国时期八大胡同的命运沧桑
一 黄花苑：八大胡同衰败的象征
二 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
三 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
第陆章　解放前后八大胡同里交错的光影
一 1948年八大胡同的光摇影动
二 只剩下一家妓院的陕西巷
三 准提庵和大北照相馆陪伴的石头胡同
四 那么多人家有孩子做妓女的韩家潭
五 拥有最多一等妓院的百顺胡同
六 雾暗烟浓的朱茅、朱家和小李纱帽
七 1949年八大胡同成为历史名词
第柒章　八大胡同的惯性和余波荡漾
一 一个挥金如土的女人的卖血记
二 想看的热闹暂时没有看到
三 夏雨中年轻红卫兵嘴里吐出显灵的八大胡同
四 孤零零死在异乡偏僻的农村里
第捌章　八大胡同的最新地图
一 陕西巷里怡香院
二 流莺比邻韩家潭
三 潇湘馆前话百顺
四 石头胡同觅温柔
五 朱家胡同临春楼
六 聚宝茶室说朱茅
七 小李纱帽光影间
八 王皮蔡家两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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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今，提起旧北京的红灯区，人们都知道有个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是一种泛指。北京人对数
字崇拜，讲究个“八”字，特别愿意用一个“八”字，雅的有燕京八景，俗的有天桥八大怪。这个“
八”字只是一个虚数，就像李白诗中说的“疑是银河落九天”里“九”字一样。八大胡同泛指大栅栏
一带的烟花柳巷而已，用当时《顺天时报丛谈》中的话说是“红楼碧户，舞扇歌衫”，和西洋人的红
灯区一个意思。　　不过，八大胡同的地理范围是有特指的，它们的方向在大栅栏西南，但到了南面
的珠市口西大街为止，珠市口西大街是一道明显的界限。在老北京，这条街有无形的分水岭的地理标
志作用，它以南属于低等档次，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八大胡同里的妓院虽然也有三四等甚至暗娼，
但与一街之隔的铺陈市、四圣庙、花枝胡同里的老妈堂、暗门子下等妓院，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当
时，逛八大胡同，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其意义有时并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寻花问柳，而是有
一种娱乐圈乃至社交圈的更为宽泛的意思在，超越情色之上，称之为泛娱乐化或泛情色化，是有一定
的道理的。所以，当年军阀曹锟贿选，袁世凯宴请，都是选择到八大胡同。　　如今，在前门一带转
悠，你常常会碰见如老舍先生小说《骆驼祥子》里那些拉三轮的车夫祥子们，拦住你的去路，拉着你
的胳膊，指着他们的三轮车车身上贴着的花花绿绿的照片，热情地对你说拉你到八大胡同转转吧。　
　八大胡同，在北京名气不小，特别是这几年，前门地区面临着拆迁，推土机日益轰鸣，位于前门地
区的八大胡同命运未卜，从前朝阴影里苟延残喘到了今天，不容易，可是，说没，没准儿就没了，也
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北京的，外地的，甚至外国的，拿着地图，特意到八大胡同来转悠的人增多，败
落而凄清的八大胡同，比以前还要透着热闹。　　娼妓制度，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一座城市，在
过去的年代里，有妓院，就会有红灯区，妓院作为一种生意存在，便和任何生意一样，都是喜欢扎堆
儿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做规模化发展，生意才能够红火。在老北京的历史里，前门地区的八大胡
同，只能够算做红灯区的后起之秀。最早出现的妓院在元朝，不过，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花
胡同”和“锦胡同”，倒是已经在元杂剧之中出现，但不知具体指的哪些条胡同，即便有特指，那些
胡同早已不复存在了。那时也有“勾栏”字眼的出现，不过，那时的勾栏指的是民间唱戏说书演杂耍
的地方，类似现在我们的庙会，并不是后来的妓院的别称。因此，“花胡同”、“锦胡同”到底是妓
院丛生的地方，还是勾栏集中的地方，应该存疑。不过，元代红灯区在北京肯定是存在的，据学者推
测，那时的红灯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内城的西城和北城，也就是现在的西四附近。学者张清常教授就持
这一说。　　当然，这一说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因为北京城在元朝开始出现了街巷，北京现存的最老
的胡同砖塔胡同，就是元朝的老街巷，在西四以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民国时期，鲁迅先生和
张恨水先生都曾经住过那里。在元朝时，砖塔胡同是一条非常繁华热闹的胡同，那一带，勾栏瓦舍，
歌舞升平，常常是关汉卿出没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他的戏剧演出的好场所，来这里的人常常可以看到
他。那附近出现红灯区，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情。现在还存在的粉子胡同和花枝巷（都在砖塔胡同
南，很近），估计就是那时候的遗存。而砖塔胡同肯定是当时最热闹的红灯区中心地带。　　据马可?
波罗在他的笔记中记载，元大都当时有妓女两万五千名，和今天相比，这个数字肯定不算多，但在当
时，确实不算少，那时京城里的人才有多少呀！这两万五千名妓女，可不是暗娼，或站街女，或发廊
妹，那时的妓女，大多是艺伎。当时，每百名妓女，各设一名官吏管理；每千名妓女，再设一名更高
层的官吏管理，如此有序的管理，为的是迎送外国使节，挑选上等妓女作为款待。这说明元代国家强
盛的气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说明元代的风尚；也说明元代对妓女的管理真是舍得花气力，远远胜
过后代，尤其是清代后期的放任和泛滥。　　妓院和红灯区在北京真正出现，是在明朝，主要集中在
内城的东城，已经从元朝的西边转移到东边了。这样区域性的整体移动，和东边的商业发达相关，当
时就有“东富西贵”一说，即东城商人多而富庶，西城官员多而高贵。妓院移至东城，并非西城的官
员就不狎妓玩乐，而是他们和任何政治制度之下的官员一样，都要拘着点儿面子，虽是一肚子男盗女
娼，却也要正襟危坐，所谓君子远庖厨一般，便让那些妓院都开在离自己稍远的东城，商人近水楼台
，更让娱乐业促进自己的商业，两相发展，彼此得益而如鱼得水。可以说，这是自有妓院和红灯区的
历史以来，一种普遍的经济规律。 　　张清常先生曾在《胡同及其他》一书中专门考证：“明朝街巷
名称中的红灯区有：勾栏胡同、本司（教坊司，清代笔记把它视同勾栏）胡同、粉子胡同、东院、西
院、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勾栏胡同于民国改为内务部街，今沿用。东院、马姑娘胡同早已消
失。西院全名为西院勾栏胡同，今大院胡同、小院胡同、小院西巷。宋姑娘胡同，今东西颂平胡同。
本司胡同、粉子胡同仍在。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它们是妓院所在。”　　这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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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要作一点解释，某些北京胡同，确实如张清常先生所说，是“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它们是妓院所
在”，在清朝有所变化和发展。老北京的胡同名字，特别和妓院关系密切的，有这样几种：　　一是
勾栏：这是由唱戏的专有名词延伸出来的，自古以来，戏子是和妓女一样地位低下的，即使到了清朝
，四大徽班进京之后，那些曾经名扬一世的名角，当时都是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和妓女为邻。勾栏和
妓院，便一直关系暧昧，如勾栏胡同、西院勾栏胡同，一直延续到清代。　　二是粉子：张清常先生
解释粉子同本司，是教坊司，和勾栏一个意思。民间的解释，更为通俗，有好几个老大爷告诉我，粉
子，就是脂粉的意思。清东城有分司厅胡同，是粉子的音的传讹，因为过去的朝代里，有教坊司一说
，并没有分司厅这样的衙门口。　　三是院：也是妓院的别称，比如当时著名的西院东院。当然，现
在中国社科院的旧址贡院，另当别说，那是过去朝代礼部的遗迹，虽也叫院，和我们这里所说的院不
一样。　　四是姑娘：那时候叫姑娘，就和如今称呼小姐一样暧昧，凡带姑娘字眼的胡同，一般都和
妓院有关，比如宋姑娘胡同、马姑娘胡同、马香儿胡同、乔英家桥等。而且这些带姓氏的胡同，据说
当年都曾经有这个姓氏的名妓居住过。不过，张清常先生说的宋姑娘胡同，指的是现在的东西颂平胡
同，在老北京，还有另一条宋姑娘胡同，在我小时候的住家附近，位于东打磨厂和巾帽胡同之间，离
崇文门不远。那是一条有些弯曲的小胡同，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那条胡同里，我常常到他家玩。那时
的老街坊还常常鬼鬼祟祟地议论，那里曾经是娼寮之地，似乎还有她们的后代在那里住着一样。大概
为了和东西颂平胡同的宋姑娘胡同区别，这里改叫过送姑娘胡同，一为“宋”氏的名词，一为“送”
的动词，北京人的智慧大着呢，不尽的含义都在那里面了。有意思的是，为了对称，它的北段改成叫
接姑娘胡同。文化大革命前夕，觉得这“宋”呀“送”呀“接”的都不好听，索性改成了莲子西巷。
过去岁月里那些沧桑与故事，便这样被阉割了，如今，因为修新世界商厦和祈年大道，它已经彻底地
消失了，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五是堂子：堂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和四大徽班进京有关，那时
名伶的私寓，称之为“堂子”，名伶除台上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私寓教授弟子，接待客人，以及从
事侍宴侑酒等有偿服务，便有了“相公”之说。“相公”一词的前身，便是“歌郎”。梅兰芳年幼时
随朱小芬学戏，便当过这样的“歌郎”，号称“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朱小芬的私寓，便叫“云和堂”
；而梅兰芳位于李铁拐斜街的祖居，即祖父梅巧玲的私寓，叫做“景和堂”，都曾是当时京城有名的
堂子。一直到光绪末年，堂子在八大胡同越发地畸形兴旺，成为了妓院一种暧昧的别称。另一种说法
，堂子是南方对妓院的叫法，明初皇都移至京城之后，南方人大量移居北京，就和金陵便宜坊烤鸭移
到了米市胡同开张一样，不少妓院也移到北京，在胡同里扎下根，便将那里的胡同改叫成了堂子。据
说，明朝时京城一共有六条叫堂子的胡同，如赵堂子胡同，解放以后还在。崇文区花市一带的上堂子
胡同，我读中学的时候天天从它身旁路过，一直挺立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不知算不算在这样的南
方堂子之列。在崇文门内东单以南，建国以后一直还在的镇江胡同、苏州胡同，是明显带有明朝南方
移民的痕迹的，而明朝就有的那六条堂子胡同，有四条就在苏州胡同以北。那时这一带是北京城的城
边了，出了崇文门，就是荒郊野外。我猜想，这大概和最初南方妓女刚刚来京时人生地不熟，一要扎
堆儿居住地界便宜，二为南方人服务和照料方便相关，就和现在北京城边的“浙江村”道理相似。

Page 6



《八大胡同捌章》

编辑推荐

　　勾栏之地自古就上演着一出出历史大戏。风花雪月里，分明有政治演变起伏跌宕；低吟柔歌中，
又可听一声声金戈铁马。作家肖复兴的这本新著，为读者描写的正是清末民初北京的这样一个特殊舞
台——八大胡同。　　作者的笔严谨而生动，他对历史陈迹八大胡同的叙述，是一次最具个人性的人
文地理探索。读者携书而行，随着他的笔触和路标走进阅尽沧桑的大小胡同，星星点点的陈迹串连起
来，也就成了风风雨雨的历史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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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精彩短评

1、八大胡同拆除之前我曾去游览过，看这本书的时候，有很深刻的感触，从侧面了解了历史发展的
轨迹。
2、太过琐碎
3、找不到李金龙的看肖复兴的来解解闷
4、这本书写得很实在  一二章写了八大胡同的来龙去脉 包括一些特殊的规矩（妓院的规矩确实很有意
思 所以把它列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一点也不过分 撇开其中的辛酸血泪 可以激动地说简直就是一枝独
秀）  让人惊奇的很多 比如你很难想到八大胡同是男妓起家 经过伶人 后来才被女妓取代 。后面说了赛
金花和小凤仙这些传奇故事  对于故事的真实性作者有着自己的解读 不是一味地用那些粉色的字眼去
唱和。  第五章和第七章写了妓女的故事 如何为生活所迫 如何被折磨——包括老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
命  没有煽情的成分 很质朴 让人很唏嘘。第六章分胡同列出妓院的情况和转变 也许有人会觉得啰嗦 看
得眼花花 不过正是说明作者只是单纯地从个人的喜好出发 不是一味地说一些大家喜欢听的东西~  现
在能看到这样的书，真心觉得很难得~    
5、有趣
6、不猎奇不香艳 推荐给真正想了解往事的人
7、原来那么的乱阿~~
8、邂逅历史香艳
9、有点意思。
10、作者阶级意识强烈，立场特别恶心。这种人真不应该写这题材。绕来绕去凑字数的文字1/4，责编
校对都拿钱不干事儿。
11、@专业嫁妆 小凤仙啊，你看不看，看不看？等我看完我们再讨论当年的青楼是多么风光无限吧。
12、1个月前看的吧，到现在讲啥的都想不起来了...- - 
13、一旦关乎花柳风月，即便是严正考据也难逃艳色波澜。对娼妓的溢恶或溢美都体现着随历史变迁
的人心与风物，作为瞧热闹的旁观者，总还是希冀在这一主题下剥离肉欲看见些超脱或深邃的内质。
值得一阅的科普读物，年后入京，若有机会定将探访。
14、看过这本书，我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八大胡同，它不只是老北京人嘴里的灯红酒绿处，而是一个
旧中国荒乱浮华的缩影。总之想了解八大胡同，大栅栏的历史，买它绝对没错。另作者的文字也很真
诚。
15、很有意思的书。无数八卦跃然纸上。甚至还配了那些老院子，牌坊的照片。甚至有当年的户籍记
录。作者是位搞研究的八卦者！哈哈，不知哪里去看那本赛金花的口述实录
16、小凤仙
17、在买之前，是抱着对北京老胡同的一种向往——胡同的神秘、胡同的悠远故事......读完之后，这本
书跟我预想的还是有一定差别，主要的内容是作者对中国的“妓院”与“妓女”的深入了解后围绕“
八大胡同”展开的记忆描写。这其中包含着赛金花、小凤仙等等的故事，有可读之处和可了解之处，
让我心中的某些神秘感得到了满足，但其中我也觉得有些东西做做研究可以，写到书里没有什么可读
之处，作者的文笔一般般（个人意见）。故事吸引人，文章一般，这是我的读后感。
18、赛金花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学好一门外语的重要性 ==
19、喜欢这种印刷的“历史书”。文字让我能慢慢地走进京城，在脑海里勾勒出当年八大胡同的景象
。支持作者！
20、人事有代谢
21、还行，还没有完全的看完，里面的内容至少我喜欢&#183;&#183;&#183;
22、写的非常好，特别喜欢！大家就是厉害！
23、下周三去北京，赶紧翻出这本书囫囵吞枣，积累基础知识，好与北京的朋友们共呼吸同快乐。啥
，苏三、陈圆圆、小凤仙、赛金花等一代风流人物所在地的姑娘们早在解放时已经从良，切，领导，
去北京的高铁票能退吗？
24、如同坊间的调侃，轻松的戏说着有趣的传言
25、比较闷⋯⋯
26、了解正史，增长知识，对北京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值得拥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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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27、历史的暗疮，现在只能找到痘印了
28、因为在网上曾看过关于八大胡同的故事，所以对它有兴趣，就立刻买了。书的手感不错，纸稍黄
，把人带入历史的长河中。里面的历史是用故事形式叙述的，所以绝不会闷。这书挺好的。我当时买
是17.9元，好在手快！
29、不值得看。
30、写小说的好参考
31、血淋淋的历史
32、挺好的书。纪实历史方面的。不是小说散文之流。
33、不错的一本书，只是，在描述上，偶觉得颠倒。。。找个时间去八大胡同看看，不知道现在还在
么。。。
34、这本书没有序，也没有作者介绍，只是作者兢兢业业的在讲八大胡同
35、北京的血泪史
36、了解北京，特别清后期的别样历史
37、很朴实的一本书，没有太多浮躁的东西看挺长见识的
38、这些是多值得研究的历史啊。小时候胡同就是北方人生活的一部分，现如今胡同居然成了城市里
的一个景点，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表达这种不理解不接受的心情
39、本来是为了做一点关于老北京的民俗调查才购买此书，结果发现内容基本上是胡说八道，连野史
都算不上。
40、作为曾在北京生活过的人，读过此作品就如美酒回甘！透过作者平实及付有北京特色的描述语言
，慢慢感受着北京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标签。
41、喝着茶，看着这本书，心里也有一种回到从前的味道。
42、从郭德纲的相声里知道了八大胡同 终于知道在那儿了 这书不疼不痒 不咸不淡 
43、没有买之前想象的那么好
44、阅读后真的有些失望...一、插图、显得敷衍。对于书中插图的多少就不说了，既然要有，那么是
不是应该对文字有提升的作用呢。书中的插图感觉真实有些应付人。怎么说呢，其中照片插图......，
另外还有不少作者自己画的图，不知是不是出书时后补画的呢。我是较难从插图中认识了解到什么确
切的关于“北京八大胡同”信息二、文字内容，唉。文笔，是不是真的太那么回事了...有的部分感觉
在凑字数...内容，这是一本书最关键的。对于这本书呢，似乎说八大胡同的介绍没多少，读后其实几
句话就概括了；反而作者更多的内容在于讲妓女、在表达一些对过去八大胡同里个别妓女的看法...总
之，这本书除了书的纸张质地真的是蛮好的，可其它的比较敷衍读者，就那么回事，没什么能让你读
后感觉被充实的信息..唉...
45、上海四马路的长三堂子早已淹没在除四 和城市建设的浪潮中了。还好有这些记叙，让我们还可以
抢救性地了解那些北京胡同里的陈年旧事。
46、北京
47、在我这里，这本书总是和卤煮联系在一起。
48、古老的胡同巷口，永不磨灭的传奇。
49、好书，没货了，等了好久才有。
50、如果你对北京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你对北京即将消失的民国遗存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无
疑是值得一读的一本书。在此书之前，已有多部其他作者相同题材的著作问世，但肖先生不落窠臼，
用独特的视角记录和阐发这里曾经发生的尘烟往事，有自己的见解，而不人云亦云。与众不同的是增
加了对3位具体人物（而不是被别人写滥了的玉堂春、赛金花和小凤仙等3位花魁）的叙述描写，笔端
倾注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物真挚的人文关怀，对她们贯穿一生的遭遇和屈辱抱有极大怜悯和同情。
对在疯狂的政治动乱年代，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和迫害给予揭露和批判。可能是作者时间仓促，对个别
青楼的具体位置、地点和名号的认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文字也有多处讹误，照片拍摄及在书中的布
局排版稍显平庸。由于第八章基本源于作者的另一著作《蓝调城南》的相关章节，引入本书后与其它
章节协调、统筹不够，有些地方显得突兀和重复。
51、不要以为勾栏瓦舍、歌舞升平就仅仅是销金窟、风流地。同样也演绎着精彩。逛八大胡同就是去
趟天上人间，那也是身份和档次的象征。
    旧社会把人给变成了鬼，新社会把八大胡同变成了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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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52、每一个妓女都是一本书
53、很有意思。装祯设计真美。
54、古代出门买个春比现在，麻烦多了。。还得去捧，逢年过节还得去拜会，花够钱才能一度春宵⋯
⋯
55、好吧。随手翻到了
56、一本好书，让我对北京的文化又加深了印象，就是图片太少了。
57、了解一下南城的故事
58、何以解忧？唯有青楼。
59、这本书个方面都不太好，如果是自己买来看，绝对的不推荐，会后悔的
60、很喜欢！！我和爷爷一起看的！他给我讲了许多胡同的事！
61、很难得会有人著书立传写红灯区，看起来似乎很专业，但不住在北京的读友们，估计很难会有感
觉。
62、包装内容都非常好，值得购买收藏！！
63、抱着对老北京的向往买了这本书，可能是自己的孤陋寡闻，在此书中知道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
事情。我认为是一本好书。
64、看的是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豆瓣上没查到。读起来比看起来的内容要多，讲了一些妓女的老事情
。言辞不乏轻亵，努力做到客观和广博了，奈何史料确实稀少，很多事情只能靠推测。
65、了解胡同，这是一个好的学习地方！
66、大开眼界OTL
67、2010-02-05
68、别人推荐的一本书，个人认为不过如此，本来应该是挺好的内容，但是读起来没有什么趣闻性
69、之前官员不被容许玩女人的时候，是可以玩清倌的，这也应该算早期的男同了，现在大栅栏附近
还有，不过是针对农民工的下等妓女了，之前在陕西巷住了上林青年旅社，就是小凤仙和赛金花的故
居，这激发我读这本书的兴趣
70、这本书内容不错就是我的买这本为什么里面烂了一页
71、没看完，怎么都是写鸡⋯⋯
72、还有这样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肯花时间查资料走访原地写一本书 给那些为生活所迫淹没在历史中
的女子 也用照片留住了那些可能不久就会消失的胡同与历史
73、对八大胡同一直兴趣浓厚，也去转过两次，不过两眼一抹黑。
本书作者在这一地区生活过，也专门探究过，故相信至少能够成为一册导游书！
74、有一篇，跟肖以前的作品，只做了人物的改动。
75、对北京人了解过去的老北京有一定帮助．
76、她们的欲望少得可悲，近乎无欲。也许是从我身上感受到像是同类的亲近感吧，娼妓们总是向我
展现出自然无伪的善意--毫无盘算的善意、不带任何强迫的善意、对也许不会再来光顾的人所展现的
善意，有些夜晚，我从这些宛如白痴或疯子的娼妓身上，见到圣母玛利亚的光环。——人间失格
77、胡同传奇。老北京。
78、我是看齐如山的回忆录时看到有关相公堂子的记录,因语焉不详,后来看到肖复兴的书中有关于此的
记录,于是很想看看.书收到,很好.可是暂时不没有排到我的读书日程中来.
79、自古佳人多颖悟 从来侠女出风尘
80、大学的时候读的，好像是这本。
81、内容不是注水，而全是水
看的生气
82、装帧太烂。印刷也很烂，而且是双色印刷，如果是书店里这样的书应该不会去买的。
83、在印喝咖不小心一读，好吧，没有狗血、没有色情，八大胡同原来不是八大胡同。一个时代，一
种群居，附有年代感。时不时还得敬佩一下。膜拜古人，青楼，也能搞出文化，要是赛金花还在，是
不是都可以申请非遗了？！
84、百顺胡同18号松竹馆，便是北方班的一面旗|解放初期查封八大胡同妓院时候所作的统计，真正雇
农做妓女的只占0.1%，贫农当妓女的占1.7%，而地主，官太太，学生当妓女的分别占0.2%，3.6%
，0.1%|陕西巷中段路东榆树巷，赛金花命名的怡香院|小凤仙的云吉班：陕西巷中段路东52号|百顺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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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同西口的尚元膏花烟馆，二层小楼
85、了解当年的北京，了解历史
86、八大胡同是当年北京声色之所。作者是个细致的记录者，他无意找寻八大胡同里的云雨艳事，而
着意于八大胡同与历史的丝丝连连，勾勾扯扯。他记录的角度包括了八大胡同的地理，妓院分布的缘
由，妓女的数量成分和管理，以及她们200年来的生活状态。其中尤其讲述了民国前后八大胡同的历史
作用，详细探讨了赛金花和小凤仙的人生飘零。他也记录了几个普通妓女在解放后的生活，让我们对
她们的思想和生活有所了解。书中折射的风月与现今的风月是多么不同了。我们看到妓女作为职业是
如何支撑了许多人的生活，以及她们和普通百姓间的生活融合。我们看到她们入行前后生活追求的变
化，以及很多与政治和阶级无关的入行理由。行业的竞争，历史的变迁，造就了各个院子的兴旺起伏
。不知哪个院子的香阁中，就有小凤仙或是赛金花这样的历史事件参与者。当然，向历史深处推去，
妓女改变的历史还不只这么多。解放后，八大胡同一夜间成为民宅。如今找寻旧事越来越难了。所幸
作者收集了各种资料，为我们留下了一幅虽然残缺却已入味的画面。全书本来不厚，里面图片很多，
还有不少附录，所以能读得页数更少，您如果买来，读完不会花很多时间。---摘
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65607701009ecx.html
87、八大胡同竟然就在大栅栏边上，其巅峰时代竟然在清朝中末期，长见识了。
88、买之前很有幻想，到手一看，用普普通通这个词来形容应该比较恰当，没有什么特别深入的文字
，资料还是比较详细的，如果仅当作野史看，还是有些意思。
89、不咋地，野史
90、文学和历史结合得非常好，正史的散文化，文笔好得让人心醉。
91、不写三四等妓女了么、
92、看不动，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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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

精彩书评

1、花了个把星期，看完了肖复兴作的《八大胡同捌章》。对于这本书，买的机遇很偶然，因为它的
封面，装帧很吸引我。其次是“肖复兴”这个名字。第一次读肖复兴的书是他的《音乐笔记》，也是
我古典音乐入门的第一本书。他的行文，有点类似于随笔，在随笔中，夹带着历史故事。八大胡同在
历史的演变中，也换了模样，通过肖复兴的笔迹，似乎重现出了当时的风貌。赛金花、小凤仙，都是
熟的名字，但之前并不知道她们的出奇在何方，一章一章的行走，她们，确实是出奇，奇得让我开始
景仰。有时，也可以把这书当作是一本旅行的地图，可以在文字的引导下，漫步在那已经面目皆非的
八大胡同，在故事的随带下，或许还能找到一些当年的印记。北京，我的莫名情结。胡同，因为古老
文化而让它越发出奇，下次，下次，带上这本书，逛八大胡同。
2、赛金花和小凤仙的故事，多么的荡气回肠。但曾经的风光，却只能靠着想像去遥想。从陕西百顺
石头韩家潭王广福到万佛寺大小外廊营，老北京艳情生活的见证。一本研究八大胡同的入门书。
3、在图书馆选择这本书的第一冲动，是对八大胡同的八卦心。在我看来，八大胡同就像是现在的娱
乐圈，龙蛇混杂，势力盘横。这本书可以用来消磨时间。读完后，才发现自己的错。八大胡同远比我
想象的要复杂、神秘。交纵的胡同砖瓦树叶都演绎着一个时代的特色。让人着迷。兴衰交替，它就是
一个小时代。很喜欢肖复兴先生的叙述方式，正野史交替，不偏不倚，有带2着人文关怀和人性。喜
欢他的文笔。
4、手里拿着两本散文想来想去，瞥见最下面一层的《八大胡同捌章》，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手里已
经换成了它。半夜两点坐在窗前慢慢翻看泛黄的旧城故事，刚好看到第六章，作者写道他听过苏阳唱
的民谣，引用了几句歌词，而我耳边刚好响起“姨娘教子女贤良，一学那贤良的王二姐呀，二学那开
磨房的李三娘，王二姐月光下站街旁呀，李三娘开的是个红磨房”。一下子笑了，太巧了。书中看到
那么多熟悉的地名，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故事，其实不过百年时间，只不过曾经的挂牌营业变成了现在
的东躲西藏。一个流传了上千年的古老行业，岂是百年就能阻断的。笑贫不笑娼，肚皮饿了的时候自
尊真就不过是身上的一个臭虫随手就捏死在掌心里。看看北京街头小巷里粉色紫色的洗头房按摩室，
就像乞丐身上的虱子再怎么捻总是会有。在头发、后脖子、腋下、阴毛内，这些虱子总是悉悉索索的
偷偷吃个饱。政治向来是伴随着风月场，风月宝鉴映照着里面粉墨登场的折子戏，乱哄哄，你方唱罢
我登场。婊子被打压到红粉灯里藏着去了，戏子身份已经提到艺术家的高度，本质不过都是为人民服
务。旧有赛金花随夫出使四国，新有一代名伶悉尼献唱，新瓶装旧酒罢了。你看历史都是螺旋形上升
的，管他是清明正史还是风俗野话都是重复重复再重复，扒开外衣都一样。嘘，我可什么都没说。里
面有一段故事让我几乎丢书不忍再看，大意为一个叫玉霞的16岁妓女400块大洋被卖到八大胡同，每天
接客二三十次，裤子都提不上。到来月经依然如是，据说这样叫“梅花红”，可以和黄酒“女儿红”
的味道媲美。玉霞最后得了一种倒月经病，下边不来，月经竟然从鼻中喷出。到此我不自觉的把手放
到了自己的鼻子上眉头紧皱，幸好作者点到为止，并未就此开始用这些东西勾人眼球，但从中已经可
以看出那些我们的同胞曾经过的是什么生活。小凤仙赛金花般的风光能有几人，都是风雨中飘零摇曳
的残花。现在我们的那些姐妹，过的又是什么生活等待她们的又是什么未来，曾经统治者还在管理着
记录着，不说天上人间等娱乐场所，不说富豪身边的二奶们干女儿们。单就想想城乡结合部，工棚土
窑里的那些30一次50包夜的土娼暗娼们过的什么生活。曾经看过一个纪实文学里面写到了这些城市的
边缘人，她们住在工棚里，白天和工人妻子一样帮着做做饭洗洗衣服，晚上就和工人们睡在大通铺上
。通铺是竹子木头临时搭的，两个人在上面晃悠，一排通铺上的人都睡不着，于是生意一单接一单。
农村出来的妓女最好的出路是卖个三四年就回家，开个小商店或者给哥哥弟弟娶媳妇，给家里翻盖大
瓦房，我真不知道这钱家人如何能用得安心。看书的我们能做什么呢，只是借着好奇之心拉开过去的
被角看看里面的西洋景，提醒自己别把过去都忘了，不要被被眼前的繁华迷惑了。我一直觉得持价而
嫁的大姑娘们和烟花场里的窑姐没什么本质区别，不过一个是批发一个是零售，把身体当成换取物质
的本金，也从不指望男人们能比百年前净化了多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体和金钱尽量拉开，希望乘
风破浪眼前开花的时候看到的是爱人的脸而不是大块金砖。
5、曾经的浮华若梦，歌舞升平，才子佳人。曾经的纸醉金迷，放浪形骸，醉生梦死，如今渐渐隐退
到历史的后面，城市的后面，拆迁工地围挡的后面。这卑贱而顽强生命，在推土机的暴风雨中，在大
锤抡向砖墙的闷响中，诉说着最后的世态炎凉。如今豹土狼烟四起，湮没了当年脂粉的香气。我们什
么都不说，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努力失去应有的记忆。我将用最后一点气力，抓住我挚爱的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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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买这本书的时候逃课去的，没为了买什么书。周围挺多人以为我好孩子，不逃课，因为每次逃课
都是打着补课的名义出去的。很悄无声息。那会还正太呢，打书店逛到下午肚子饿的时候买了这本书
。为了那些仍然存在的我走过的街名。然后就去旁边的老家肉饼吃饭了。是好书，不色情，不悲剧，
不矫情，不掩饰。真实的记录，好像看见一个人寻找过去的过程。看完这本之后我不再因为肖复兴上
过课本而讨厌他。
7、其实一直很喜欢研究微观北京,喜欢北京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本来以前在深圳,想买一本王彬
的&lt;&lt;北京微观地理笔记&gt;&gt;的,可是翻了几页,觉得有点专业和繁杂,少了点趣味性.也不知道为什
么,到外地总是被认为是东北人河北人,到外国也总是被认为是台湾人日本人,总之,很少有人认为我是北
京人.爱北京,就要从各个细节去爱.想宣传北京,那也就必定要了解北京,哪怕只是那小小的一草一木,一
花一树.读肖复兴的这本书之前,就经常听姥姥说起八大胡同,说顺治帝就是老到那里逛窑子,染上花柳病
死的.八大胡同其实只是北京青楼集居区的一个泛指,那里曾经有灯红酒绿,有风花雪月,有醉生梦死,更有
北京的文化,北京的故事和北京的过去.那些残破不堪的胡同建筑,那些只能依稀辨认的牌匾,那些标准的
带天井的妓院格局,保留的或者逝去的,都曾经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那赛金花小凤仙,也都在书中徐徐的
讲述着自己最接近于 “正史”的生活状况,还有那些不知名的曾经的青楼女子,她们的人生轨迹,她们的
喜怒哀乐,都化做八大胡同的一个缩影.曾几何时,那里全是这样的烟花女人,陪笑度日的背后隐藏着更多
的秘密,她们隐忍着,她们坚强着,这是她们的特点,也是一个时代的特点.只是这一切的印记都迅速的在拆
迁的大潮中被淹没,不知道有一天我们还能不能看到那些残破但隐藏着历史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其实,
八大胡同就在城里,在大栅栏那块儿,很想有机会去寻访一下,但它消失之前. 
8、最起初，在字里行间看到的，也能带出作者对于妓女的鄙夷之情。也许是这个社会要求的需要，
或者说是出版署的需要，需要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封建社会的参与。亦或许，是正常人的需要，需
要对这种“下三烂”的行业鄙夷，才能反映自己对于道德的坚持与维护。其实看下去，就会看到，妓
女也是人。会因为鸡犬升天而扬眉吐气；会因为阴差阳错而重归现实，回到早已注定的命运；更会因
为道德底线而飞蛾扑火......无论如何，作者还是感慨于旧时代色情行业的职业操守与水平的发展，比
“脱了裤子立等行事的快餐”式的现代妓女们要精良的许多。再滥的行业，只要精益求精到了一种境
界，大概也就成了一种文化吧。个人还是觉得赛金花，和阿珍妈那种小说式的叙述更好看。
9、提起北京的风月场，就不能不说八大胡同，可八大胡同到底是指哪些胡同呢？“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万佛寺前车辐辏，二条营外路纵横，貂裘豪
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书中借用一首清末明初流传甚广的歌谣做引子，而后道出作者自己的
观点：八大胡同只是一个区域的泛指，一个地标，一个名词。作者从八大胡同的起源、繁荣、衰败直
至一夜消失，千头万绪却娓娓道来；中间穿插两位最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赛金花和小凤仙的故事，
却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最后，作者为那些有兴趣于寻求这段历史的人，画下一幅精心考证的八大胡同
现今地图。肖复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我想，作者从小在这附近长大，熟知这段历史对附近人的
影响，就如书中记录的几个不知名的为作者所认识的曾经的妓女，这段历史直接影响了她们的人生历
程，作者也中看到了人间冷暖。这是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但是作者把这些童年的记忆和印象
加以发展，实地考察研究八大胡同的前世今生，为我们描绘出了其发展历程、历史作用，又把自己以
前所熟知的小人物历史点缀其间，使其又焕发了活力。这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但是作者在延续其一贯
细腻文笔的基础上，辅以对史料的亲身研究，又对其进行实地考察，我看出了他还原历史的努力。八
章是一个整体却又分别独立，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历史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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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八大胡同捌章》的笔记-全

        八大胡同一般指的是：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王广福斜街（现棕树斜街）、胭
脂巷、小李纱帽胡同（现小力胡同）和皮条营（现东壁营、西壁营）。  227
（八大胡同）它们的方向在大栅栏西南，但到了南面的珠市口西大街为止，珠市口西大街是一条明显
的界限。  5当时，逛八大胡同，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其意义又是并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寻花
问柳，而是有一种娱乐圈乃至社交圈的更为宽泛的意思在，超越情色之上，称为泛娱乐化或泛情色化
。  5因为在青楼文化中，昔日妓女真的和现金不一样，那时的妓院也不仅仅是争逐性欲的风月场，而
是文化沙龙，商业交往，乃至政治的起承转合作用的场所，情色只是它鲜艳的外衣，或者说一种功能
而已。  32

明朝时，北京的妓院从元朝时候的西城转到东城，这和东边商贸繁盛有关。当时就有“东富西贵”一
说，即东城商人多而富庶，西城官员多而高贵。妓院移至东城，并非西城的官员就不狎妓玩乐，而是
他们和任何政治制度之下的官员一样，都要拘着点儿面子...商人近水楼台，更让娱乐业促进指的商
业...可以说这是自有妓院和红灯区的历史以来，一种普遍的经济规律。  8

老北京的胡同名字与妓院相关的有：
1勾栏
2粉子（脂粉之意）
3院
4姑娘
5堂子：与四大微班进京有关；或与南方对妓院称呼有关   9

八大胡同的形成与发展原因：
1外部：乾隆下江南带回四大徽班之后带动相公堂子的发展
2内部：清朝为巩固统治，要求内城的汉民迁到我I，娱乐业只能集中于前门
3政治经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商业发展，影响娱乐业；慈禧修了前门火车站。    19

北京妓院等级：
1头等妓院，称“堂”
2二等妓院，称“茶室”
3三等妓院，称“下处”
4四等妓院，称“小地方”   23

南方班的进军北京，落户八大胡同，提升了八大胡同的档次，也相应地改写了当时的一些规矩...《清
稗类钞》中说南方班：“客人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闻，垂首低声，厥状至谨，俄而导
客人入。庭中之花木池石，室中之鼎彝书画，皆陈列井井。及出则湘帘一桁，沦茗清谈，门外仆从，
环立静肃，无耳语声，无嗽声，至此者俗念为之一清。”  26
中国传统的三大节：春节、端午和中秋，嫖客要来给妓女捧场，茶资小费加倍，这叫“上车”；过了
节之后，还得来拜，同样的茶资和消费加倍，这叫“下车”。  29

中芭对面的都城隍庙是过去南方妓女的埋葬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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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大胡同捌章》的笔记-地图

        

3、《八大胡同捌章》的笔记-第54页

        一个人的经历，注定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即使环境早早变化了，你已经被嫁接并仔细修剪成了
另外一株树的模样了，但在不经意之中，你还是会从自己的枝叶之间洒下一些以往的影子，虽然影子
里摇曳的是今天的枝叶，那魂儿却还是顽固地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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