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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煤渣胡同》

前言

　　这个平淡无奇的书名中说的煤渣胡同，是北京市东城区紧邻王府井大街的一条长有几百年历史、
短仅几百米的小胡同。1949年北平获得解放，我的父母随大军进城后，就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居住在这里。现在它面目全非了，或者快消失了吧。本书辑录的百来篇稿件，绝
大多数已在不同的报刊先后发表过，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一些事
情；第二部分，是对北京胡同街巷故居老宅的寻访记述；第三部分，是我在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
处工作时采写的部分稿件。本书的第一部分，篇幅不多，都是与个人经历有关的事情，如我的父亲母
亲，我幼时居住的胡同院落，我曾经就读的几个学校，我上山下乡期间的留影，我有幸参与的一些比
较重要的工作，东鳞西爪，零碎杂乱，但自认有点意义或有点意思，充其量属敝帚自珍，所以形诸笔
墨，只为存留记忆，陆续写出来后，也都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寻访、浏览、感
悟新老北京的文字。以前写的同类题材的百多篇稿件，先在深圳《晶报》的“皇城根下”专栏刊发，
后由东方出版社于2009年6月结集出版了《皇城根随想》一书，那以后仍继续写了一些，还是想对改革
开放以后首都的巨大变化起一点记录和见证的作用，也有几篇的视线越出了北京城，多数也已经见诸
京城内外的报纸。本书的第三部分，是我在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工作期间所写的部分稿件。我
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那里工作，几年间采写了大量稿件，现在挑选一些通讯、特写或特稿，按发表
的时间顺序编排，不限于北京的范畴，但稿件内容没作任何删改或文字变动，仍是当时发表的原貌原
样，只是为了编这本书体例上的规范，不少稿件新拟了标题。我的妹妹李东东帮忙请著名书法家欧阳
中石先生为这本小书题写书名，欧阳先生不嫌弃，不挑剔，欣然命笔，题写了书名，真正让我感戴莫
名。其实，早在25年前，我曾与欧阳中石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985年12月8日，我与人民日报社的
一个朋友前往欧阳先生家里晤谈，回来后写了一篇访谈稿件，刊登在1986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海
外版》第二版上。为感谢欧阳中石先生为本书的题字，我把那篇访谈也收录到书里，只改了标题，内
容仍是25年前的原样。再看一二十年前的记述性文字，如果读者不仅能从中寻访北京城市面貌翻天覆
地的巨变，还能体味到普通百姓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某种演化变迁，感悟到人们
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潜移默化又明显深刻的蜕变进步，也可算作本书的一点价
值吧。李炳华2012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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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煤渣胡同》

内容概要

《消失的煤渣胡同》辑录的百来篇稿件，绝大多数已在不同的报刊先后发表过，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与作者个人经历有关的一些事情；第二部分，是对北京胡同街巷故居老宅的寻访记述
；第三部分，是作者在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工作时采写的部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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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煤渣胡同》

书籍目录

煤渣胡同二号院消失的煤渣胡同香山慈幼院忆述柬埔寨王子同学北大附中的记忆云南的知青生活一张
珍贵的贺卡父亲的最后岁月迟浩田书赠李庄耀邦就职中宣部迎取刘少奇骨灰散撒刘主席灵骨班禅创办
佛学院朱厚泽到任离职英灵常勉共青城新华门前世今生丰泽园前演耕礼国宾馆里古钓台帽儿胡同访可
园古玉河重见天日怀念莫斯科餐厅北京的朝鲜餐厅北京的台湾会馆拈花寺火灾示警金融街里城隍庙重
振隆福寺商圈花市火神庙新生三眼井又现文物别崇文门菜市场怎么保护孚王府从高考想起贡院谈崇文
宣武消失通州重现芦苇荡北京的鲁迅中学观览直隶总督署谒许世友将军墓万民欢聚国旗升危房改造换
新貌天桥现故都风情河北旅游新去处周日的议价市场春节晚会求创新京华兴旺迎金鸡泰女按摩现京城
北京现“国际红娘”北京商业大发展旅游胜地炎帝陵海陵岛上建新城仿膳广场店开业燕山脉上看土星
蓟县长城二碑林北京的“世界之门”期待着再度辉煌应提倡死不占地京华爆竹声绝响京华文化《天桥
梦》雅俗共赏的春晚北京艺术博物馆京城春节“吃”为先吉祥号名酒拍卖新世纪的新北京炎黄子孙祭
轩辕常书鸿守望敦煌塞上风光在京门张家界的大旅游民间艺展开眼界京刹迎古佛归宗徽学与黄山交辉
使节夫人学川菜祝萧乾八五大寿北京春节前杂写春节团拜会侧记北京市春节即景人间自有真情在第12
亿人诞生记恭王府遐迩名传请呵护濒危动物时逢盛世续修书故宫地下文物库张家界市长访谈得天独厚
话庐山最大毛皮集散地菜香不怕小巷深京华圣诞新潮流景山学校的特色京华文化气息浓京西游趣数房
山人大会堂澳门厅巨型宫灯迎回归“双喜临门”话京华廿万人观看升旗为孩子献出爱心惊世骇俗的婚
礼新年音乐会追记情感聚焦在香江京城年味更浓郁108响钟声迎牛年正定重修赵云庙京建国耻纪念地香
港厅巨型屏风世纪庆典的颂歌香港土撒社稷坛黄海又添一明珠摩警巡逻天安门爱北京捐城墙砖香港上
海采火种圣诞礼品受欢迎访欧阳中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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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煤渣胡同》

章节摘录

　　我于1956年上小学，进入香山慈幼院，那时就是群楼房大操场的现代化校园，其地既不在香山，
也与抚孤恤贫的孤儿院无涉。我曾很长时期对这个校名迷惑不解。前不久连续看到多篇文章，叙述民
国初期国务总理熊希龄的风云人生，其中提到他创办香山慈幼院的有关情况，勾起我的一些回忆，更
引发了我的极大兴趣。于是翻找资料，详作探究，看到更多有关它历史的描述，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童子军。”这是1937年熊希龄逝世之后，蔡元培
为悼念他而撰写的挽联，非常凝练而形象地概括了熊希龄由“从政”到“从善”，再由“从善”到“
救亡”的人生之路。熊希龄于1870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从小就有才子之名，幼年颖慧好学
，于光绪十年（1884年）年方14岁进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成进士，遂被点为庶吉士，并很快在湖
南的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后来发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扼杀变法的“戊戌政变”，谭嗣同
等六君子罹难，熊希龄也被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当
时年仅27岁。入于民国，熊希龄先后出任民国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平政院院长等要职。
但短短几年时间，几度宦海浮沉，历经世态炎凉，难抒心胸抱负，终致无所作为，他不由得产生了“
归隐深山，奉母终养，不再与闻世事”的想法，甚至还表示要“皈依佛教，以出世间”，那是1917年
，熊希龄才47岁。也就是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阴雨连绵，致使山洪暴涨，引发洪水泛滥，全省
受灾计达103县，25万余顷田地被淹，灾民逾600万人，在畿辅地区“为五十年来所未有”之浩劫。面
对一片泽国的贫瘠土地，流离失所的逃灾难民，熊希龄大声疾呼，要求政府救灾办赈，并于1917年10
月勉为其难地受命就任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在北京、天津两地设立治水救灾办事机构，在
各县设留养所170处，收留无家可归的灾民和老人，又专门在北京设立慈幼局两所，收养儿童千余名，
这就是以后出现的香山慈幼院的前身。京畿水患平后，慈幼局中收留的儿童，大部分被其家人陆续认
领回籍，但仍有200多名无人认领，成了孤儿，又无以遣散，于是熊希龄请求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与前
清皇室内务府商洽，指拨已废弃不用的行宫香山静宜园为基址，建造慈幼院，收留上述无人认领的孤
儿，同时还另外接收北京的贫苦旗、汉儿童500余人，于1920年10月，正式成立了香山慈幼院，熊希龄
亲自出任院长。香山慈幼院办理一年时问后，熊希龄发现这里的贫苦儿童不仅吃苦耐劳，易于教养，
而且不乏天资聪颖者，于是决定从侧重抚孤养生改为以培养教育人才为主。香山慈幼院从幼稚园起，
次第设立小学、中学、师范。凡在香山慈幼院收留的儿童，从襁褓时起即施以不同的教育，由婴儿园
升幼稚园，再在小学学习，满12岁即安排到农工实习场从事农作或手工，实行现在习称的半工半读制
度。儿童高小毕业以后，大多分发到农工各场当徒工，计工授食，满3年后技艺精熟之时，大多数人
毕业出院独立谋生，少部分人人中等职业班和幼稚师范，而学业明显优异者，再送往普通中学学习。
无论院内院外的孤贫学生，只要可堪造就，均给以贷款资助升人大学，让他们毕业后分期偿还，不计
利息。熊希龄倾注心力。亲手操办，长达10年时间，把香山慈幼院办成了当时京城最为成功的抚孤恤
贫、教育人才的所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熊希龄即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
收复东北失地。他同时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体男学生停止文化课的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
行军事训练，准备将其中达到年龄、具备条件的学生．输送给冯玉祥将军统帅的抗日部队作后备军。
这个学生军事训练团的团长、教官都由冯玉祥部派出军官担任，班主任则由熊希龄的大女婿朱霖担任
。熊希龄专门将冯玉祥将军请到香山慈幼院，对学生进行坚决抵抗日军入侵的爱国主义教育。冯玉祥
将军在风雨操场向全院师生发表讲演，慷慨激昂地痛骂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声泪俱下地痛
斥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大声问道：“我们能不抵抗，甘当亡国奴吗？”熊希龄和全院师生振
臂回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表达了香山慈幼院全体师生同仇敌忾、誓挽
国耻的心声。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起，熊希龄再次以实际行动投入抗13，组织了“卫国阵亡将士遗族
抚育会”等。2月12日，他发表《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开展全院抗日救亡总动员，昭告天下：“本
院平日既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时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之
总动员；于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余一家救国总动员。”这个《通告》在京沪两地各大报纸
刊出后，引起极大反响，香山慈幼院师生纷纷向熊希龄递交请愿书，要求到前线支援十九路军。熊希
龄立即组织了有30多名师生参加的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在北平石驸马大街自己的家中举办短期救护
训练班。以后又组织了院内200多名男学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学生参加红十字救护队，
前往战区医院帮助看护伤兵及难民。为表达自己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决心，熊希龄在香山为自己建
了生圹，并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熊希龄于1937年12月25日在香港突发脑溢血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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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煤渣胡同》

时年67岁，当时暂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地，直至1992年5月，灵骨才由香港移葬其生前在北京香山营造
的墓茔。上述史实，我以前闻所未闻，读来自有耳目一新之感，才知道这所迄今已有80多年历史的学
校，其前期有着独特的抚孤恤贫、教育人才的优良传统，全院师生更有救亡图存、坚决抵御外侮、不
作亡国之奴的高远气节，令人可敬可佩、可叹可感。香山慈幼院中期的历程如何走过，我至今还是不
甚清楚。新中国成立后，我1956年上小学，进的就是这个学校，校名仍是香山慈幼院，当时我的父亲
就告诉我，这所学校颇有历史，系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创办。以我那时的简单头脑和从小就接受的党
的教育，对熊希龄其人当然一无所知，对民国总理的官位自然直觉地认定非我族类，对这个校名则感
觉不伦不类，不像个小学校的名字。　　⋯⋯

Page 6



《消失的煤渣胡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