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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北京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只有深入了解北京的过去，才能更加热爱北京的今天，支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本书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
该书定位于京城四大城区的风 俗 人情、民间传说、地名地貌，拟为不定期连续出版，每四册为一辑
。
第一辑内容包括街巷胡 同、戏园戏楼、岁时节令、京城传说、帝王陵墓、私家园林、北京小吃等，内
容丰富，资料 翔实。
书前有舒乙的序，书后有后记。
吕浩才封面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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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六、正月十五过元宵  正月十六闹花灯    西汉时代，朝廷有位名臣叫东方朔。
此人个子不高，但聪明透顶，且生性诙谐风趣，又能写一手好文章，很受汉武帝赏识。
他不但足智多谋，还心地善良，见到不平之事敢于直言陈述；遇到不幸之人专爱为其讲情，所以受到
人们的普遍尊重。
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有一年腊月，连下了几天大雪。
这日雪后初晴，东方朔不如‘死厂之，便想投井。
东方朔听后，先劝解了一番，并答应想方设法使她与家人团聚。
    东方朔从元宵的身世又想到众多宫女的命运。
年关已近，谁不思念自己的亲人?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先按元宵说的家址来到了她的家中，向元宵的亲人面授机宜，然后就在长安城里摆起了卦摊。
有人认识东方朔，知道他是位精通阴阳的“仙人”。
一传十，十传百，都争先前来卜卦．，所占所求的卦签上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
求卦之人无不惊慌万分，纷纷求问如何解脱。
东方朔秘告：“正月}‘三下午，城里的白胡子老者都到城西北十里铺道口等候。
天黑时从西北过来一位骑驴的红衣姑娘，她就是奉旨烧长安城的火神君。
 父老们要跪地拦路哭求，她可赐救城之汁。
”    占时候人们都很迷信，听后信以为真。
暗中互相串连，很快便在全城百姓中传遍，正月十三下午，城里白胡子老人都纷纷来到十里铺等候。
天渐渐黑了下来，人们果然见到从西北过来一位骑驴的红衣姑娘。
父老一哄而上跪在地上，拦路哭求救救全城百姓。
红衣姑娘望着老人们说：“我是奉玉皇大帝圣旨火烧长安城的。
届时玉帝要在南天门观阵。
我若不烧，定降罪于我。
既然父老们苦求，我授你们偈语一道。
速送人王地主那里，让他们想法吧。
”随手扔下一张偈语，返身走了。
人们拾起偈语一看，上面写着：  “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六天火，焰红宵夜。
”    老人们忙把偈语送至州府，州府急呈朝廷。
汉武帝阅后大惊失色，忙召东方朔问计。
东方朔奏道：  “听说火神君爱吃汤圆，圣上可降旨让全城臣民齐做汤圆，十五晚上供奉火神君，求
她开恩。
再传喻京都臣民家家做灯，十六晚上大街小巷。
官府百姓，全挂红灯，满城再放焰花鞭炮。
到时，满城火红焰火横飞，必能唬住南天门上观望的玉帝。
再把京城四门大开，让四方百姓进城观灯。
圣上、娘娘、妃子、宫女分散出宫观灯，杂在乡下来的那些不在劫的人中，沾他们的光，可免去灾祸
。
另外，天上也知元宵的汤圆做的好吃，让元宵手提写着她名字的大宫灯在前开道，我手端汤圆跟在后
面，穿街走巷，虔诚供奉长安上空的火神君，让她高抬贵手，方可消灾免祸。
”汉武帝点头称是，传旨按东方朔所言行事。
    正月十五晚上，家家户户团聚一起，煮好汤圆，摆上供桌，供奉上天。
全城一片祈祷声响彻夜空。
十六晚上，全城彩灯高挂，一片火红。
满城燃放焰花爆竹，火光满天，鞭炮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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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热闹极了。
早已闻讯而至的乡下百姓纷纷涌进城中看灯。
皇上、皇后、妃子、宫女，三五成群，便服出宫，夹在人群中与民同乐。
    元宵的妹妹领着父母早已进城，见到了写有元宵的大宫灯时，赶快上前相迎，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互诉衷肠。
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那些夹杂在百姓中的宫娥彩女，趁此机会纷纷寻找自己的亲人相聚，圆了一个难
得的梦。
        闹了一夜灯火，京都平安无事。
汉武帝大喜。
第二年传旨仍照此办理，仍平安无事。
于是，年年如此，相传为习了。
因十五的汤圆是元宵做的，于是人们就把汤圆叫作“元宵”。
这就是“正月十五过元宵，正月十六闹花灯”的来历。
    七、二月二龙抬头．    唐朝武则天篡夺皇位后，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改国号为周，自
称大周武皇帝。
玉皇大帝闻知后勃然大怒，命太白金星传谕四海龙王，三年内不得向人间降雨。
    这下可苦了老百姓。
从立夏到寒露，长达5个多月的时问滴雨没落，片云不见。
只旱得土地冒烟，庄稼枯死，河水断流，湖塘干竭。
后来，连吃水都难了。
眼看生路断绝，人们哭于了眼泪，哭哑了嗓子。
众雨神听着百姓的哭声，个个伤心，但谁也不敢违抗玉帝圣旨。
    这天，忽然从远处飞来一片云彩，那云彩越来越大。
不一会儿遮住了整个天空，一阵大风吹过，“哗哗”地下起了大雨。
久旱逢雨，生灵得救，人们不顾衣湿雨淋，纷纷向空中礼拜。
    原来，这是司管天河的玉龙行的雨。
这玉龙上次为救民行雨被打到凡间受罪，曾变成一匹白马跟唐僧跋山涉水，受尽苦难。
后因取经有功，被重新召回天河。
这些天，他听着人们的哭声，看着饿死人的惨景，便不顾再次被打下凡问的危险，喝足天河的水，张
开了巨口行雨。
玉帝听说后勃然大怒，又把他打下凡间来，压在一座山下受罪。
山上立一诗碑，上面写着：        玉龙降雨犯天规，    当受人间，千秋罪。
     要想重登灵臂阁，        除非金豆开花时。
    这时候，人们才知道，玉龙原来是为了老百姓而触犯了玉帝天条。
人们为了拯救玉龙，报答他的救命之恩，盼望他重上云天再降甘霖，急待金豆开花。
找啊找，总是找不到金豆开花。
到了第二年，二月初一，这天街上逢集，一个老婆婆背着一袋包谷去卖，没招呼好，袋口松开了，金
黄金黄的包谷撒了一地。
人们心头一亮，心想：这包，谷不就是金豆吗?炒炒不就开花了吗?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得
这地方的人都知道了。
他们一齐商定，到第二天家家都炒包谷花。
    二月初二那天，各家各户把炒好的包谷用簸箕盛着，供到当院，还有的端着送到玉龙面前。
玉龙见人们待他如此好，再也忍不住了，便大声喊到：“太白老专，金豆开花了，还不快快放我出去
。
”太白金星人老眼花，看不真切，便二招手收了拂尘。
镇压玉龙的那座大山原是太白金星的拂尘变一的，随着拂尘升起，玉龙长啸一声，腾空而起，跃上云
孝，甭尽平生力气，对着久旱大地“哗哗哗”又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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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沟平河满，旱象解除。
    玉帝这时正在灵霄殿看仙女歌舞，值日功曹进来禀报，玉龙又违旨降雨。
玉帝急唤太白金星责问。
太白金星已知把事办坏了，只得说：“您那时不是说等金豆开花便放他吗?今早我看见凡间的金豆都开
花了，就收了拂尘。
”玉帝气得浑身发抖说：“那是包谷花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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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舒乙    推荐一套好书，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出乎我意外的是：《京城琐谈》就非常好。
这种类型的书已有不少。
在出版了这么多之后，又来一套，却相当有水平，有新意，便很不容易了。
我很愿意为它说几句话。
    我觉着，这套《京城琐谈》有四好：    第一好是资料翔实。
小吃介绍¨2种，胡同名字来源涉及好几百条，都说得头头是道，读起来令人很满足，很有收益。
书本来就应该在精神上解渴解饿，这套书在这方面老老实实，殷实得很，资料很丰富，给人第一印象
极佳。
    第二好是通俗易懂。
不过多引经据典，不绷着脸说话，颇有趣味性。
读起来不仅不枯燥，反而很有情趣，是一套引人入胜的读物。
说的似乎都是老事，但是写得并不古板，不老气横秋，反而很贴近时代，贴近普通读者，容易沟通，
容易引起共鸣。
真有学问者，说话总是深入浅出，融会贯通，决不装腔，亲切得很。
   第三好是相当实用。
以小吃篇为例，书中有做法的叙述，针对，性很强，不怕’泄密’，肯于把那些最关键的秘诀公之于
众，而且是纲要性的，不是这个多少克那个多少克，让人读了不知所措，或者只感觉繁琐而不得要领
。
其它几个领域的介绍也都很有水平，真让人长知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工具性。
    第四好是有浓郁的文化味道。
它不是就历史说历史，就地理说地理，就食品说食品，而是用比较生动的办法，夹着许多故事和掌故
，说得有来头，有来龙去脉，有人物，有插曲。
事事有说法，有故事，不单摆浮搁，这便是文化。
介绍北京，以用此种办法为最好。
    总之，《京城琐谈》资料翔实，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文化品位高，便是一套难得的好书了。
我愿意热情地推荐它，是为序。
    前些日，我曾到伦敦去，做了一次旋风式的旅行，天数很少收获却很大。
有一天，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文图书馆里参观，发现书架上有许多老版本的中国地方志，比如
有乾隆六年(1741)的南海县志。
据说是19世纪初一位叫马里逊的英国传教士在中国收集到的。
他死后将书籍送回了英国，被伦敦大学交换了来。
    看到这些老县志，我突然想起，前几年，我在几座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讲演时，也无一例外地在他
们的中文图书馆里发现了许多中国县志，几乎都是老版本的。
有的整书架整书架的，全是此类图书。
    我怀疑：我们的老县志差不多被外国人抢光了。
   几个月前，我在江苏江阴办事，曾应邀看了一个私人藏书家的藏书。
此人是个一般职工，并没有这方面的家传。
他已收书十几年，将节省下来的收入都买了图书，l万多册书很整齐地码在书架上，占了一整间房。
我很感动，要求他拿几本最令他得意的书给我看。
他拿了四五本，其中有一本是江阴县志，是清末的版本。
他说，此类书已不易得到，费了大劲才淘换来。
    相比之下，在伦敦看见的出版于18世纪上半叶的各种中国县志，比中国国内散失在民间的出版于20
世纪初年的县志，_是年头要早得多，二是数量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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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琐谈》并非县志类图书，却多少有些县志里包含的内容。
于是，我便更感到《京城琐谈》的可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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