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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写这篇前言的时候，想象不出当我拿到正式出版的这本书时的激动心情。
这本书使我实现了三个梦想和心愿：第一是把我对北京深切的眷恋和爱转化成一种真切的表达；第二
是我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北京及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当未来的某一天，人们想找寻北京的某一
段往事，他们可以翻开这本书，或许从中能找到答案；第一是实现了我能够和爸爸一起完成这本书的
心愿。
爸爸几十年以来孜孜不倦地探寻鼓舞了我，我也加入了这项具有挑战和充满乐趣的研究，共同完成了
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从记事起，我就和爸爸徜徉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查阅了许多相关文献和书籍，寻找故都那逝去的往
事。
本书深入到北京一个个街区，对每个街区从历史、地理、人文等角度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记载了北
京街巷中的名胜古迹、历史遗存、名人足迹和丰厚的文化淀积，会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历史再
现。
走近北京，此书是很好的选择。
北京在变，它水远会给你最鲜活的一面。
这本书从两代人的不同视角看北京，告诉你历史上的古都发生了什么，而今天它又在发生些什么⋯⋯ 
      北京是一本厚重的书，越读越韵味无穷，这座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世界文化名
城，那悠久的历史，有无与伦比的灿烂与辉煌，经历沧桑的市井老街，也满载了时代赋予的历史痕迹
。
它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博大精深，本书只是从这浩瀚之海，采一朵浪花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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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溥，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高级工程师。
多年来除致力于化学、化工研究。
出版过多部技术专著外，还广泛涉猎科学教育、文学史地、建筑装修等领域，发表各类作品200余万字
。
陈晴，在国内获得生物技术学士学位，赴澳大利亚留学，先后获墨尔本大学艺术管理硕士文凭、悉尼
大学教育硕士学位。
曾在媒体、广告、教育部门工作。
现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助理，从事国际文化教育交流。
多年来坚持用中英文写作.经常在国内外媒体发表有关教育，文史、医药等方面的文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崇宣旧迹>>

书籍目录

一、跨越历史长河的北京大前门二、前门大街　一部浓缩的京城商业老字号史书三、前门大街东侧的
繁华街区——打磨厂四、伴水而生绵延六百余载的鲜鱼口街巷五、草厂诸条　北京仅有的一片大规模
南北走向的胡同群六、探寻天坛北侧的历史旧迹七、古老繁华的崇文门外大街八、花市大街寻常巷陌
遗落繁华九、法华寺一带的历史痕迹十、夕照寺回眸岁月  广渠门解读沧桑十一、龙潭湖畔访忠魂体
育馆路聚英豪十二、京城耀眼的商业明珠——大栅栏十三、清末民初的北京金融区——大栅栏十四、
璀璨的传统文化长廊——琉璃厂十五、烟花之地梨园之乡——八大胡同十六、香厂路地区曾经的民国
新市区十七、天桥老北京市井娱乐与消费的大本营十八、香炉营椿树林与棉花地十九、骡马市大街南
会馆云集的几条老胡同二十、黑窑厂与陶然亭钩沉几多宣南往事二十一、菜市口　维新志士聚变法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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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变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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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用炮火击毁了正阳门城楼、箭楼。
1902年1月慈禧“西巡”回銮时，正阳门箭楼、城墙损毁，只留残败的城台基。
1906年，参照崇文门城楼修建了正阳门城楼，重修了箭楼。
1915年为缓解正阳门外交通，拆除了瓮城，由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设计了箭楼平台上的汉白玉栏杆
和突出的眺台，在箭窗上修建了白色弧形华盖。
这次改建，使中国古老的建筑融人了西方的建筑构思，标志着传承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思想在外来文
化的入侵下发生了改变，似乎也预示着中国封建王朝将彻底结束。
如今的箭楼是改建后的样子。
高天厚土之间，正阳门已矗立了近600年。
它经历了明王朝永乐时期的雄强进取、清王朝康熙盛世的拓土开疆，也目睹了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
国土沦丧，并正视着当代中国的复兴与腾飞。
它是中国首都北京的象征，是北京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灵签第一推关帝更去前门洞里求关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受历代帝王推崇，明清两代尤甚
，被封为关帝圣君。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内，关帝庙建有百座，其中以正阳门瓮城内西侧的关帝庙最大。
明清两朝皇帝每出入正阳门都下马，亲自祭祀关帝，以求关帝显圣，保国泰民安。
由于皇帝给予的特殊待遇，使得前门关帝庙香火最盛。
正阳门关帝庙内有三宝：一是栩栩如生的关羽画像；二是刀锋寒冽的三口大刀；三是洁白如玉的白石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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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20世纪50年代初随家人来到北京的，不知不觉已近一个甲子。
到北京时我还不满10岁，但已在西安、郑州、南阳、漯河、徐州、南京、南昌、长沙等许多大小不等
的城市居住过。
因而我仿佛对生活环境、城市面貌特别敏感，也特别感兴趣。
每到一地总是催促家人带我去看当地的名胜。
我也尽自己所能在居住地附近到处转悠、观察，总想弄明白各个城市的特点、异同。
到了北京，可看的地方太多了。
我的这种观察、比较的愿望也更强烈了。
我常常去逛胡同，看胡同里不同的门楼、门墩、门联。
当我家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小六条时，每次去宣武门、西单都要经过达智桥。
那里的一处院落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不像一般的四合院，而更像一座小庙，门额上有“松筠庵”字样
。
我非常好奇。
多次向老人打听这个院落的来历，终于知道这是明朝大忠臣杨继盛的住所。
他曾经冒死上书皇帝，历数严嵩十大罪状，不料反被捕入狱，遭到杀害。
清代这里改为祠堂，供人凭吊。
后来我还知道清末以革新变法著名的康有为、谭嗣同等千余名举人发动的“公车上书”也是在这个院
内开始的。
当时我在历史课上已学了“戊戌变法”，当知道变法的酝酿就发生在我家附近时，真让我感到震惊，
仿佛历史就在我身边。
以后我又知道康有为住过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广东海南会馆、梁启超住过宣武门外粉房琉璃街广东新会
邑馆、谭嗣同住过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
我一次次去察看，仿佛一次次走进历史。
感到北京是那么厚重、深邃、博大。
我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愿望，我要好好研读北京，认识北京。
我在北京住过许多地方。
每住一处，先从家门口转起，范围逐渐扩大，边踏察，边打听、询问相关的来历、掌故和传说，再查
阅有关书籍资料，相互印证。
当女儿陈晴五六岁以后，我就常带她一起转。
每当休息日，妻子在家做家务，我就带着女儿出门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拓展，女儿探寻的兴趣甚至比我还要大，而且更加执著。
有时找到一处有价值的院落，住户不让进，我会说，咱们在门口或四周看看吧。
但女儿会软磨硬泡，最终常说动住户让我们深入院中一看究竟。
20世纪80年代末，对北京史地民俗的研究逐渐热了起来，不少古籍再版，如《日下旧闻考》、《天府
广记》、《燕京岁时记》、《长安客话》等，有关北京史地研究的学术新成果也不断出现，这为我们
的学习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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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崇宣旧迹:南城》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以一个个街区的地理变迁为依托，将这一街区的所有历史遗存
，包括街道、胡同、河湖、桥梁、王府、寺庙、会馆、名校、老字号、名人故居等逐一阐释。
这些阐释涉及北京的历史、地理、社会、民俗、宗教、建筑等诸多方面，从而提示北京文化的延绵不
断、博大精深和无限魅力。
战国时蓟城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城。
金代贞元元年迁都中都，北京正式建都开始。
明代商业中心从积水潭、鼓楼一带迁至前门外。
京剧在这里诞生、发展。
前门、大栅栏、鲜鱼口等传统商业区历经700余年繁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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