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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时光》

前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怀旧情绪开始在社会上蔓延。而今已两鬓斑白的50年代留苏学生在歌声中唱
回“莫斯科郊外的晚上”，60年代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会找一个理由，一段假期，带上他们在
城市长大的孩子，踏上“梦回黑土地”、“情归大草原”的回望青春之旅；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重
返大学校园的学子们，正常常发起着追忆二十年前校园生活的青葱岁月的主题聚会；而所有在四合院
生活过的男女老少更是不约而同的把追忆四合院生活当作一件相当有兴致的事情去做。当我面前铺放
着一篇篇描述四合院生活美文的时候，我常会问自己，四合院生活真的有这么好吗？　　在四合院生
活的那些年间，您一定有过这样的记忆：春天到来，总会有那么几次从黄土高原上吹来黄土，女孩子
上学，女人们上班，出门头上都要蒙上块看得见路的尼龙纱巾；夏天的时候，蚊虫小咬多，没有空调
电扇，没有洗澡的地方，一个大木澡盆，一盆水，当妈的把几个孩子叫来，从小的洗到大的；秋天秋
雨下来的时候，一块塑料布，一把油纸伞，踩着雨泡人们就出门去了，那时候，还有走街串巷修雨伞
的，晴天里一声“修：理雨伞的喽”想必让不少的孩子知道了什么叫未雨绸缪；冬天里最痛苦又最躲
不过的事情是每天早上的刷牙和上厕所，冬日早上院子里的水管子常常是冻上的，要烧一大壶开水才
能把它浇开，如厕要上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即使在冬天那里也是臭气熏天，不过你要是不嫌味臭腿酸
，尽可以蹲在那里听街坊四邻的在这个胡同的公共场所里叙家常。　　既然在四合院里生活有诸多的
不便和不爽，可如今住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不出家门就能如厕洗澡的干净楼房里的人们怎么反倒
留恋怀念起“苦日子”来了呢？人们在饿肚子的时候是不大会想到营养的，天天大鱼大肉，难免就想
吃些粗粮，在物质生活相对满足的今天，人们开始追念起那些普通平常但已然找不回的日子。　　有
关四合院里生活的回忆当然不乏温馨和乐趣，不然人们怎么能够一味沉湎于过去。每当春天到来的时
候，人们总会念叨几句院子里曾经的那棵香椿树，老人们拿竹竿绑上铁钩子往下够，小伙子嫌麻烦干
脆直接上房。现在家里的孩子要春游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自己春游的时候奶奶烙的芝麻酱
糖饼，妈妈头天晚上给灌到军用水壶里的酸梅汤。在没有空调的曾经的夏天，孩子们好像不知道热似
的，几乎那个年代所有的孩子都有过到什刹海、八一湖、莲花池和同学或是胡同里的小伙伴结伴去游
泳的经历，四五站地的公共汽车通常都不会去坐，因为省下的五分钱可以买根冰棍，那时侯红小豆冰
棍和红果冰棍三分钱一根，牛奶冰棍五分钱一根。秋风扫落叶的时节，一夜秋风，学校操场上便铺满
了一层杨树叶。早上，天才蒙蒙亮，孩子们就佯装值日便早早走出家门，来到学校院墙外，低着头，
寻觅着自以为最粗、最老、最韧的杨树叶子，捋下叶子后的杨根，就是最好玩的游戏拔杨根的道具了
。捋下叶子后的杨根被孩子们放在鞋窠里沤着，孩子们鞋窠里的脚汗臭味是杨根天然的修炼场，课间
时，放学后，孩子们把鞋里经千踩百揉后已变得有些蔫黑的杨根拿出来，精挑细选，选拔出最粗韧的
那一根，杨根与杨根在小主人手中对决的紧张精彩场面绝不逊于斗蟋蟀，扇三角，玩弹球。冬日屋外
的窗台上，总要码上一溜柿子，炉台上，烤着一圈切得薄薄的窝头片或是馒头片，晚饭后，孩子们倚
在床边，听父亲开讲《三国》的桃园结义，《水浒》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趁父亲喝口水或是解手的
功夫，溜到屋外，拿回一个冻柿子放到碗里，用勺在柿子上戳个小口，■出一勺金黄色的汤汁和质感
韧滑的“小舌头”，凉在嘴里，甜到心里。　　往事虽然是真实的，可它有时又很虚无，它明明曾经
真实地存在，可如今我们却看不见，摸不着，无奈得很。过往是匆匆的，可它一下子就走的很远，明
明不过才走过二三十年光景，在历史影片的定格中不过是一屏，可我们只能眼睁睁看时光飞逝，跨过
了一个世纪的门槛，而我们的人生不过才走了三五步，就从少年走到青年，从青年跨入中年，从中年
迈入老年：人生难免会有几多遗憾，有些遗憾也许终生无法弥补。比如说，我们的后人今后已无法生
活在真实的四合院里，感知真正的四合院生活，从而也无法和我们一样与四合院建立起犹如血脉亲情
般的感情，这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人集体的遗憾了。　　我时常会想，全世界都知道四合院是北京的标
志，是北京的符号，可是若干年后，问到北京的大人和孩子，什么是四合院，四合院是什么样子，四
合院的生活是怎样的，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答得出。真是难为后人们了，别说是后人们了，就连我们这
些生在四合院，长在四合院的人，如今说起四合院来，还不是要拿起记忆的钥匙，打开尘封的往事，
一件件像数家宝似的捣腾出来，眼见得北京的胡同一条条在消逝，无奈何北京的四合院一座座在消失
，现在，哪怕是在一座完整的四合院里站一站，坐一会儿，吃顿饭的愿望都成了奢望，这在过去，不
过是寻常百姓最平常的日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时常在想，凭我的一己之力，我没有能力改变
城市改造的规划让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房改造为保留一条完整的胡同绕道，也没有本事凭自己的实力
和能力修复一座完整的院落哪怕它只有三五个房间。我们是搞文字的人，力气活干不来，又没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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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时光》

的财力，但我们可以用自己勤奋的大脑和一双勤劳的双手，去修筑一座精神的四合院。　　三年前，
这个朴实的愿景开始一步步实现。一篇篇朴实又充满情感的描述胡同生活场景，记载院落生活片段的
鲜活文字，就像是一块块经过和泥，拉坯，烧窑后出来的青砖，作为《北京晚报·四合院》周刊的编
辑，我们就像是泥瓦匠，每周忙着活泥，砌砖，沟缝，就像是盖自家的院落，为的是留给后人，一点
不得马虎。经过三载寒暑，“四合院”终于有了些样子，常听说有人把每周“四合院”的报纸留存起
来，或者是寄给海外的亲友。　　说谢是客气，但谢是万万少不得的：首先要谢的是报社的领导，当
我在三年前提出要在《北京晚报》开垦四合院这样一方净土时，得到的是赞许和肯定，于是沉迷老北
京四合院文化的人们从此有了这一亩三分地，可以在上面自由地播种，耕耘；更要谢的是对四合院满
怀深情的作者读者们，三年来，他们不离不弃跟随四合院，关爱四合院，有90老叟一笔一划关于老北
京三四十年代的记忆，有来自美国、日本和全国各地北京人对故乡的思念，有素不相识的读者在收获
的季节为我们送来的在自家四合院院落里百年石榴老树结下的甜甜的果实，有来自台湾的回故乡省亲
的老人为我们送来的台湾特产凤梨饼和冻顶乌龙茶，他们是在感谢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座精神的院落
，可以让他们怀旧的时候有思想进来小憩的家园，我们则真心感激他们让我们对待自己这份工作不敢
懈怠；当然，不能不谢的还有东方出版社的侯俊智、万琪两位编辑，同样是出于对四合院那份醇厚和
无法割舍的情感，让他们对这套有关四合院文化生活的丛书倾注了全部情感，使这些来自草根阶层的
有关四合院的文字得以以书籍的形式留存于世，这对于那些平民作者可以想见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
这些无声的关爱，默默的支持其实都是缘于同一种情结。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在收入本书时，我
们就标题和文章内容都做了适当的润色和修改，以使全书的风格统一，但每篇文章中的基本内容和语
言风格我们大都保留了下来。　　北京的房价地价越来越贵，楼房尚且如此，四合院就更不必说了，
现在，连到四合院里喝杯茶都很昂贵，到四合院里吃顿晚餐更是一件很贵族的事情。但我们这套书却
是平民的文字，是许多有过四合院生活的人们的感受凝聚而成的鲜活文字，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有着同
样记忆的人们把它带回家。茶余饭后，净净手，安安心，心宁气定地拿这样一本书在手里，那一小段
时光，你一定又回到从前，回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四合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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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颓废，风华不在。也许这条胡同已经荡然无存。也许这种技艺已成绝响；
就像每个人都曾年轻过，有的人也曾有过绝代风华。岁月不在。感情怎能轻易流逝。更何况，它承载
了太多的记忆，太久的岁月，太割舍不下的情感。
我们把这里曾经有过的花草、树木、邻里、玩件、饮食、意趣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不曾有过四合院
生活和记忆的后人们。
话说四合院，平民百姓四合院，四合院里忆童年，昔日王谢堂前燕。
《北京晚报·四合院》栏目开办三载，刊出了数百篇回忆北京过去生活岁月的美文，文风纯朴，感情
真挚。本书选取其中精华者荟萃而成，希望能留住并唤起大家对以往那段时光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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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精神的四合院话说四合院清心四合院平安四合院造型四合院四合院前老物件儿四合院里的装饰
艺术四合院里的木结构艺术榫卯打就“万年牢”纸窗趣谈四合院里说道四小院儿和谐规矩多平民百姓
四合院我住过的三个四合院法源里13号情结月芽胡同，我心中的一块净土“厨子营”那个小院儿大帽
胡同25号院往事西四羊市大街和41号院我家的德内延年胡同5号南半截10号的树四合院的猫成长在民康
胡同3号院文昌胡同的那院那人那情细述鞭子巷三条21号椿树上头条1号的记忆干面胡同旧85号里的故
人旧事那间冬不暖夏不凉的小东屋草厂七条6号里的电影梦马晋与豆角胡同2号温馨的院落：小珠帘胡
同l7号烧酒胡同17号院里的花和树后拐棒胡同8号院的记忆和谐温馨邻里情银锭桥边忆往事东四育芳胡
同1号里的人物从察院胡同44号院说起难忘百花深处。西椿树的小木楼平民百姓四合院四台院里忆童年
杂院里的童趣大院儿童年⋯⋯昔日王谢堂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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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心四合院　　四合院对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北京人。四合院属明清时期特有的一种
建筑风格，是以中国儒学的“中正”思想而设计建造的。　　四合院如同饱受风雨、历经沧桑的祖父
母，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苍老，那么亲近。我有一万个对四合院情有独钟的理由，而绝不会羡慕高楼
别墅。四合院高雅脱俗，可以避开城市的喧嚣和现代文化的冲突，是疲惫心灵的归宿，是穿越时空的
所在。每一块青石块上都留下了文明的足迹，每一方泥土中都散发着历史的气息。四合院永远像古之
学者一样洁身自好，沉稳厚重。　　倘若选择四合院的话，最好是在南城，深厚的宣南文化并兼有琉
璃厂：见证华夏各类文明的圣地。　　没有花木，四合院则显得呆板乏味。上房之前种植两棵葡萄树
，两侧可植一些柳、槐或者海棠。竹子是一定要有的，北宋大才子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况且为四友之一，所以竹子是必不可少的。　　赶上瑞雪，一觉醒来
，推开房门，便会不由自主地吟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此时先不要着急忙碌，只管
搬把椅子在门前静坐，用心欣赏“大师手笔”：竹叶、梅花跃然雪上，工笔国画浑然天成。听到鸡鸣
犬吠，小孩肯定是耐不住寂寞的，堆雪人、玩雪球，尽现孩童的天性。自己也免不得童心未泯加入其
列，感受银装素裹的世界。在自家院中嬉戏，完全不必担心车辆的危险，这对住在高楼中的人，则是
有些可望而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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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价值的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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