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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约算得上是个地道的“老北京”。
北京城里最使人难以忘怀是什么呢？
就是那大大小小的、在南方被叫做街巷的胡同。
每当我从外地特别是从外国出差归来的时候，最急于想见到的便是那一条条古朴的、幽雅的、熟悉的
、亲切的胡同。
或者说，只有见到了这些胡同才能算是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家。
胡同与家分不开，北京与胡同分不开。
一定意义上说，胡同就是北京的魂。
据说，“胡同”一词出现在金、元时代，来源于蒙古语系，是女真人和蒙古人进入中原以后，按照自
己的习惯把城市的街巷称为“胡同”的。
那么，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呢？
听老人们说：“大胡同三百六，小胡同如牛毛。
”意思是，多得数也数不清。
为此，文人们也有“庶五城胡同，浩繁几千条之间”一说。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北京全城到1949年为止，已经有胡同6000多条，城区里的胡同有4550多条。
自然，现在又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了。
到底有多少，似乎谁也说不清。
我以为，所谓“文化”，大约就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时代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
有着不同的文化。
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人正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胡同文化”里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城的胡同越来越少，代之为一栋栋高楼大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沈延太、王长青两位摄影家把这本《京城胡同留真》画册奉献给广大读者。
正如他们在“后记”中所言：“我们深为胡同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的不辞而别而感到措手不
及，胡同文化的面貌急待用摄影纪实的手法‘留真’下来。
尽我们微薄的力量留下一些古都胡同文化的历史陈迹，胡同天地里的百姓世相，京味京韵的民俗风情
和市井氛围，虽算不上惊人的创作，却干了一点抢救遗产的活儿，为后来者追寻、研究即将逝去的胡
同文化，留一点形象的资料。
这是摄影力所能及的一种功能，作为从事摄影的苦力，流点汗也是值得的，不求报酬，不图奖赏，责
任感的驱使，仅此而已。
”读到这里，难道我们还不应该为他们的“抢救”，为他们的“留真”拍手叫好，倍加称赞吗？
我看过画册以后，深深地被一个像火一样燃烧着的“情”字所吸弓I，所打动，所感染。
首先说作者的情。
说来也巧，两位摄影家都不是土著的北京人，一位生于江南的上海，一位生于山西的太原。
然而，他们都久居北京，更重要的是热爱北京，他们对北京城的胡同情有独钟，息息相关，一定意义
上说，胡同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因此，他们在用手中照相机进行纪实留真的时候，就不能不融进了自己沉甸甸的情感，从而使读者也
得到强烈的共鸣。
在欣赏作品的时候我就想，与其说是看到了照片上的具体形象，不如说是看到了作者那抽象的又无所
不在的灵魂。
我以为，这些也许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最可宝贵的东西，不可代替的东西，使作品能够富有强大生命力
的东西。
其次说作品的情。
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幅作品，不管是有人物出现的，没人物出现的，也不管是在春光里，夏雨里，秋
风里，冬雪里，作者始终把镜头对准了胡同里的人。
因而，也就把镜头对准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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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通过作品表现出一种对于京城胡同的无限眷恋之情。
作者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们走进了一片正在拆迁的四合院老房子之间，看见在已经拆毁的
断墙残壁前站着一位老人，他的全家已经搬进新建的公寓楼房，可他还是恋恋不舍地来看看这些行将
消失的老房子，也许他就是在这座老房子里生老房子里长的，老房子里留下了他的童年，他的青年，
他的中年，和他的一部分老年，他欲言又止，欲哭无泪，最后摘走了老院子里最后一束红透的枸杞子
。
大约正是这个具有震撼力的形象发现，使得他们创作了《故宅难舍》那幅照片。
那里也有一位老人，也是站在已经拆毁的断墙残壁跟前，周围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他双目凝视着眼
前的一切，脸上呈现出有些茫然的表情，蠕动的嘴里仿佛有着说不出又说不尽的话⋯⋯这些使读者真
切地感觉到，老人似乎是刚刚和作者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地，又激动万分的谈话。
记得，大作家托尔斯泰说过，艺术感染力大小、深浅，取决于作品表现出的三个要素，其中的两个便
是“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么大的独特性”和“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
应当说，这幅照片的艺术感染力是大的，是深的，是使读者容易记住又不忍心忘掉的。
最后，我要衷心地祝贺《京城胡同留真》的出版，并企盼将来能够看到两位作者更新、更好、更多的
作品问世。
对于摄影艺术我是个外行，说不出什么精彩的意见来，写在这里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观后感而
已。
谢谢作者，也谢谢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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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京城胡同留真(德汉对照)(精装)》内容简介：京城的胡同格局于十三世纪初步形成。
从十三世纪至本世纪初，胡同曾是除帝王之家以外各阶层的居住地；时至今日，北京的大部分市民仍
居于其中。
人们世世代代在此生息，繁衍，劳作，抗争，北京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也以此为依托而发展，演化
。

通过对胡同的了解不仅可以追寻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体味北京特有的民俗民情，还可以感触到
民众的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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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延太，1939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同年任《人民中国》杂志社美术编辑、
摄影记者。
现任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摄影学会副主席，世
界华人摄影学会执行委员、会员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1976年曾参加长江源头首次探险考察，只身完成了长江全程摄影报道，成为“长江全程摄影第一人”
。
1980年以来多次担任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及各类全国性摄影比赛评委。
其摄影作品在国家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和名家联展中，多次荣获国内、国际大奖。
作品题材广泛，尤以风光、风情、人物见长。
 曾往英、美、日、原苏联等国及香港、澳门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其摄影理论著述时见于报刊，曾出版专集《大江影踪》等。
王长青，女，1945年生于山西省太原市，196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
现任《中国妇女》杂志社记者、编辑，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北京市女新闻工作者
协会、北京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1987年被载入《中国摄影家大辞典》。
擅长拍摄妇女儿童生活题材，常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专题报导。
作品多次参与国内外展出，曾在全国性影展、影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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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紫禁城下的胡同胡同景观胡同里的四合院胡同风情胡同的变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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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半个世纪以前，紫禁城和胡同是北京城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前者是旧时帝王居住的宫城；后者是平民百姓住宅的集中地，间或也有昔日王侯贵胄的府第。
紫禁城位居北京城中央，是一座城中之城。
它自公元1420年建成，至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逊位，一直是皇宫禁地，今称故宫。
它的四周建有高而坚固的城垣，外环深而阔的护城河，构成所谓的“金城汤池”，用以防卫。
除此之外，还在它的外围自内至外环筑皇城、内城，内城南垣之外又加筑外城，层层防守。
明代（公元1368——1644年），非但紫禁城周围严禁民众靠近，就连紫禁城外，皇城之内，也不能擅
入。
那时的皇城内建有供帝后游乐的御苑、祭祖的太庙、祭社神和谷神的社稷坛及宫前广场，掌管全国政
治、军事、刑律、财政的府、部衙门，以及为皇室服务的作坊，库局也设于其内。
民居只能建在内城和外城，也只有那里才有胡同。
清代（公元1644——1911年）中期，朝廷允准满族居民在皇城的东安门、地安门、西安门内居住，这
些地带才出现胡同。
1911年中国废除了帝制，禁锢近五个世纪的重重城门终于向寻常百姓敞开。
为了便利交通，皇城东、西、北三面城墙陆续被拆除，打通了纵横交贯的干道。
街道通达了，与之相连通的胡同也随之不断扩展、伸延，以至直趋紫禁城下。
紫禁城下的胡同或隔护城河与宫城相望，或紧傍宫墙。
阡陌街巷环拥着崔巍宏丽的宫城，四合院灰色的墙垣、黑色的屋顶映衬着红的宫墙、黄的殿顶，构成
了最富有古都特色的景观。
1995年，北京市政府已制定规划，要在近几年内整治护城河两岸的环境，搬迁宫城与护城河之间的住
户，使这里恢复十七世纪时的历史风貌。
到时这一带的胡同势必要经历一次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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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江南人，并非京城胡同里的土著。
但前前后后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年，与胡同和四合院结下了难解之缘。
说来话长，记得1957年的夏天，我在东城盔甲厂胡同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当统计员，业余迷恋绘画，每
日午间休息时间差不多都要到临近的东受禄街16号的徐悲鸿纪念馆去看画。
绘画大师的作品，尽管反复欣赏兴致亦未见稍减。
纪念馆是个典型的四合院，方方正正，典雅宁静，院落里植着紫藤、柿树、蜀葵和玉兰，欣赏了作品
再在院中走走，静坐在大椿树的绿荫里真是难得的从容、安详和惬意。
以后的日子我又去过京城的鲁迅、梅兰芳、齐白石、老舍、茅盾故居，都是一座座四合院，文化巨匠
和泰斗们喜爱居住在胡同四合院的空间环境里，由此留下了京城名人故居的宅邸文化。
有位作家说：“没有胡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塌了半边天。
”此话不算过分。
1959年以后，我连续五年在东城校尉营胡同的中央美术学院求学。
走熟了附近的大大小小胡同。
老师们大部分居住在帅府胡同、煤渣胡同、大雅宝胡同的四合院里，所以拜访老师出入四合院更是常
事。
七十年代不寻常，两地分居了十二年的内人王长青与两个孩子迁来京城，宿舍在西城百万庄，工作单
位在东城灯市口，我俩常骑自行车上下班，十有八九喜欢躲开大街正道，从胡同里曲曲弯弯地赶路，
一天工作的忙碌疲惫在穿行胡同中彷梆消融了许多。
后来家又搬到了灯市东口的柏树胡同，虽然住的是楼房，但阳台下就是一条规规矩矩的胡同和一片四
合院，对胡同里春夏秋冬、阴晴雨雪的景观和周围百姓的平凡生活，常有“相看两不厌”的感觉，兴
致一来就拍摄一些照片。
八十年代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似一场飓风席卷而来，京城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昨天存在的胡同四合院，今天突然消失了；今天熟悉的大街小巷，不久就是面目一新。
记得有一次我俩到阜成门附近居民区采访，走进一片正在拆迁的四合院老房子之间，在已经拆毁的断
墙残壁前站着一位老人。
他的全家已经搬进了新建的公寓楼房，可他还是留恋不舍地来看看这些行将消失的老房子，摘走了老
院子里最后一束红熟了的枸杞子。
京城胡同文化有过辉煌的过去，凝聚着前人的智慧和创造。
我们深为胡同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的不辞而别而感到措手不及，胡同文化的面貌急待用摄影
纪实的手法“留真”下来。
尽我们微薄的力量留下一些古都胡同文化的历史陈迹，胡同天地里的百姓世相，京味京韵的民俗风情
和市井氛围，虽算不上惊人的创作，却干了一点抢救遗产的活儿，为后来者追寻、研究E9将逝去的胡
同文化，留一点形象的资料。
这是摄影力所能及的一种功能，作为从事摄影的苦力，流点汗水也是值得的，不求报酬，不图奖赏，
责任感的驱使，仅此而已。
拍摄胡同和胡同里普通百姓的生活，多年来几乎占用了我俩所有的节假日休息时间。
我们靠骑自行车走遍了古城的处处胡同旮旯，大部分胡同去了许多次，但在不同的条件下观察拍摄，
总有一些新的感受与发现，有时对象平淡无奇，还须鼓足勇气去发掘那弓1人入胜的某些侧面。
胡同四合院曾经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北京人，它是北京百姓生活的舞台。
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融汇与撞击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我们闯进那些人口拥挤、居住条件简陋的大杂院时，居民们会滔滔不绝地诉说居住在大杂院里的种
种不便，盼望早早搬迁，住进有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公寓之中，所以旧胡同四合院的变迁是势不可挡的
了。
我们虽是凭手中的照相机进行纪实留真，也少不了融进自己的感情。
希望熟悉或曾在胡同四合院里生活过的人们，在阅读这本画册时，可以从中观照自己，追寻遗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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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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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城胡同留真(德汉对照)(精装)》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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