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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念空间北京城》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当代北京城市纪念空间的现状情况
、类型特征、行为模式以及形态规律，归纳了北京城市纪念空间的基本特性，论述了纪念空间形成的
功能机制，并针对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建议，为提高城市空间品质提供了一种思路。
《纪念空间北京城》适合于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观建筑学等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士和学生，以及相
关专业的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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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巍，2001年在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系获得学士学位；2004年和2008年分别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
得建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已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
现在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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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香山曹雪芹故居　　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图3-22）位于北京香山植物园内，是根据曹雪芹“著
书黄叶村”的典故整修而成的。
曹雪芹一生坎坷，而黄叶村曹雪芹故居就是他晚年“披阅十载”创作传世巨著《红楼梦》的地方o。
虽然目前红学研究中对于黄叶村曹雪芹故居的真实性还存在争论，但是从城市纪念空间的角度来看，
香山曹雪芹故居是目前北京唯一存留并开放的曹雪芹故居纪念空间。
曹雪芹故居在北京另外还有两处。
一处位于西城区大翔凤胡同6号，现在作为民宅使用，真实性待考。
另一处位于崇文门外磁器口东北角，这是北京唯一有据可考的曹雪芹故居，在2000年两广路施工中被
拆除，目前正在计划异地复建的过程中。
　　与老舍故居、茅盾故居纪念馆等其他故居不同，曹雪芹故居纪念馆不在人口稠密的北京旧城，也
不在街巷胡同内的民宅之间，而是位于市郊城市公园内，故居本身是香山植物园景观游线上的一处景
点。
而且，曹雪芹故居纪念馆也不是完全以原来的故居建筑为基础，还包括了原来黄叶村曹雪芹故居周围
的清代旗营建筑。
1971年，在原黄叶村正白旗39号第四间房屋（现曹雪芹故居纪念馆第一展室）的西墙壁上发现了隐藏
于墙皮之后的“题壁诗文”o，相关专家确定此处就是曹雪芹晚年写就《红楼梦》的“旗下老屋”。
1984年，北京市植物园搬迁了原有住户，以发现“题壁诗”的房间为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曹雪芹
纪念馆。
在故居纪念馆的建设中，保留了原有的清代旗营建筑，根据曹雪芹生前好友对曹雪芹生活环境的描写
进行建设整修，形成现今的形态。
故居纪念馆中对曹雪芹著书西山的情形、曹家百年兴衰、（（红楼梦》的创作、两百年的“红学”发
展历程及丰富多彩的“红楼艺术”进行了系统的展示。
除建有曹雪芹纪念馆外，周边还保留了清代中叶的古槐、河墙、水井等多处历史遗迹以及珍贵的明清
碑刻数十通。
　　曹雪芹故居的规模较大，超过老舍故居等纪念馆许多。
由于纪念馆是以故居遗存为基础，结合周边原有的旗营建筑整修建设而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
处完整的名人故居，但是曹雪芹故居在空间格局与功能组成上与北京旧城内的老舍故居纪念馆、梅兰
芳故居纪念馆等大同小异。
院落依然是空间结构组成的骨架，整个故居纪念馆由五个院落组合而成：人口庭院、中心庭院、服务
庭院与两个附属庭院，中心庭院规模最大，位置居中，其他四个庭院分居四方。
曹雪芹故居纪念馆的功能组成与老舍故居纪念馆相同，包括场景复原、展示陈列、附属管理与服务展
卖四种功能，以故居的生活场景复原为中心，结合纪念馆的展示陈列功能，只是作为服务展卖的纪念
品店位于展室陈列空间中，而不是与附属管理功能毗邻（图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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