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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是一部石头写就的历史，同时也是恢宏历史画卷的忠实载体。
北京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史，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
的文化遗产，向世界展示了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东方传统文化。
无论生活在北京，还是到北京观光，人们都会被北京威严壮观的故宫、气势磅礴的长城、静穆的天坛
、秀美的颐和园⋯⋯所倾倒。
北京城以其特有的豪放之气和博大胸襟而与众不同，这些特色首先要归功于历史文脉的源远流长。
　　南锣鼓巷作为与元大都同期建成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历史文脉的延续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文化内涵。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组织编写的这都《南锣鼓巷史话》，以历史文献及论著记述的形式，
从建置沿革、街巷胡同、宅邸故居、衙署机构、宗教建筑、字号商铺、文教机构、旧事传说等八个方
面，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整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南锣鼓巷的历史沿
革和发展脉络，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南锣鼓巷史话》的出版，对于人们了解传统历史文化，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变迁，更好地保护文化
遗产，具有多方面的综合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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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锣鼓巷以保存完好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闻名于世。
在这里，你不仅能融入老北京的历史风情，而且还可以享受时尚现代的文化服务。
徜徉于这片具有浓郁北京『原生态』气息的古老街巷中，你能切身感受到近八百年历史的波澜壮阔；
穿越条条胡同，你仿佛触摸到元明以来的悠悠历史。
近年来汇集的多家酒吧、特色店、艺术工作室又是你休闲娱乐的绝佳选择。
古老与现代的和谐统一，是南锣鼓巷最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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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置沿革　　一、行政区划　　1.元代属昭回坊　　懂点北京史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的
北京城始建于元代，当时叫大都城，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元代统治者将大都城内陆续建成的街巷划分为五十多个坊，每坊
都有名称，其中昭回坊的位置就在今天东城区南锣鼓巷及其东西两侧区域。
　　根据《元一统志》的记载，为大都的街道坊巷“拟定名号”是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但在该
书中列出的五十个坊名中却没有昭回坊之名。
《元一统志》的修纂从至元二十三年（1286）起，到大德四年（1300）成书，在大德七年（1303）又
进行了增补，这说明昭回坊一名的出现应该晚于大德七年。
目前从文献记载看，昭回坊之名最早见于元末人熊梦祥所写的《析津志》一书中，记载也很简单：“
昭回坊，在都府南。
”都府是指元大都路总管府，明清时成为顺天府治，位置就在今天鼓楼东大街东口北侧、交道口西北
，正处于南锣鼓巷以北。
《析津志》的记载说明至迟到元末南锣鼓巷及其东西两侧区域已被称作昭回坊了。
坊名“昭回”，源于《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
“昭回”意谓星辰光耀回转，这应该是与此处紧邻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之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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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经元明清三代　　穿越八百载凤雨　　她是盛元大都同龄人　　她是古城民居见证者　　她是
城市历史活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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