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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胡同的演变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古老城市小巷。
　　北京的胡同大多形成于十三世纪的元朝，它们围绕在北京城市中心的紫禁城的周围，经历了元、
明、清三个朝代的发展演变，到今日已有七百年多的历史。
　　胡同的走向多为正东正西，宽度一般不超过9米。
胡同两边的建筑几乎都是四合院。
四合院是一种由东西南北四座房屋以对称的形式围成一个院子的建筑物。
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一个紧挨一个排列起来，它们之间的通道就是胡同。
　　北京的胡同既是北京城市的交通脉络，更是北京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场所。
胡同一般距离闹市很近，但又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可谓是闹中取静的城市居所。
　　北京人对胡同有着特殊感情，因为胡同是他们出入家门的共同通道，这对于邻里之间的交流和融
洽，胡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从外表上看胡同的模样都十分相似，但不同的胡同其内含却又各有特色。
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就存在于胡同的每个角落，存在于四合院的一砖一瓦之中，生活在胡同之中的居民
有着独特的手足之情、邻里之情。
也可以说胡同是一座老北京的民俗风情博物馆。
　　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
据文献记载，在元末熊梦祥撰写的《析津志辑佚》中，北京当时共有街巷胡同413条，其中29条直接称
为胡同。
明代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摘打衙集》记载了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
清末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共有2077条衡巷，其中有978条胡同。
1949年前后，北京街巷数量达到高峰，其时共有3216条衡巷，其中有1039条胡同。
1980年以后，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的城区有了很大的扩张，据1982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
版《古今北京》一书说：“至今，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4550多条。
”但在改造建设城区之中又拆迁了一些老的街巷，昔日的许多街巷胡同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社区，一些
老胡同也随之而消失了。
伴随人口的增长，城区的扩大，截止到2003年的统计，北京的老城区尚存有1000多条胡同。
　　北京胡同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苍桑，它既是老北京生活的象征，又是北京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
岁月如歌，古老的胡同虽然大都改变了模样。
但还在生生不息，还在向人们讲述着一个老北京的故事。
　　二、胡同的由来　　根据兜料记载，胡同一词最早见于元朝杂曲，写作“衙衔”。
　　元朝杂曲名家关汉卿的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知衙来”的台词。
富有神话色彩，表现男女爱情故事的李好的元杂剧剧本《沙门岛张生煮海》中也有如下对白：“张羽
问梅香：‘你家住哪里？
’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衢衙。
’”其中提到的砖塔几胡同，就是今天西城区西四的砖塔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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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后的胡同》是为渐渐消失的胡同吟唱的一曲挽歌，他以平实无华却凝重写实的镜头，呈现胡
同底蕴深厚的文化姿态，写就了胡同骨子里优雅气质的锦绣文章。
引领我们从胡同文化中，追寻历史的深度，丈量时光的距离，触摸时代风雨的变迁，阅览书韵墨香的
北京文化，感悟北京人轻吟风月，笑看花开花落的闲适恬淡。
　　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
据文献记载，在元末熊梦祥撰写的《析津志辑佚》中，北京当时共有街巷胡同413条，其中29条直接称
为胡同。
明代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摘打衙集》记载了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
清末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共有2077条衡巷，其中有978条胡同。
1949年前后，北京街巷数量达到高峰，其时共有3216条衡巷，其中有1039条胡同。
1980年以后，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的城区有了很大的扩张，据1982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
版《古今北京》一书说：“至今，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4550多条。
”但在改造建设城区之中又拆迁了一些老的街巷，昔日的许多街巷胡同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社区，一些
老胡同也随之而消失了。
伴随人口的增长，城区的扩大，截止到2003年的统计，北京的老城区尚存有1000多条胡同。
　　北京胡同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苍桑，它既是老北京生活的象征，又是北京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
岁月如歌，古老的胡同虽然大都改变了模样。
但还在生生不息，还在向人们讲述着一个老北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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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建国，是国内享有盛名的摄影家，熟练的暗房制作者及大学教授。
曾出版《更亚当斯学摄影》、《黑白摄影》、《大画幅摄影》等著作。
他以中国西部的黑白影像著称。
过去的十多年来，冯建国致力于用影像体现西部的土地与人的风貌与神韵。
自2000年以来，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授“大画幅摄影”课程。
其制作精良的大画幅影像在中国、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均有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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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
目前，古城虽已遭到一些破坏，但仍基本保持着原来的空间格局，并且还保留有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
映衬着宫殿庙宇”。
　　——建筑家：贝聿铭　　“文物与文化是两个概念。
文物是指历史建筑的精华，如皇家建筑、宗教建筑；文化是指历史街区，如北京四合院、胡同等。
⋯文化是人立足之根。
一个失去了文化的城市，人将无根。
”　　——作家：冯骥才　　“感谢《最后的胡同》，钩沉了几百年的春秋往事，完成了对胡同文化
记忆的整理和存留，定格了古都最后的有点苍凉的背影。
”　　——文学评论家：汪兆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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