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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也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五十多年的建都史。
她有大气磅礴、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及颐和园、北海等皇家园林，有散布于城内、外，历经沧桑的大量
寺庙琼宇和道观祭坛。
有围棋盘般的大片大片纵横交错的胡同儿和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儿。
还有天桥儿、前门、钟、鼓楼及什刹海等。
这里世世代代居住着京城的广大市民，他们在此休闲娱乐、繁衍生息⋯⋯这是沉甸甸的北京，是积淀
着深厚历史文化的人民大众的北京。
看着不起眼儿的一座小院儿都可能承载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明。
每一块砖瓦都有岁月古远的气息，仿佛上面弥漫着世纪的风云，飘荡着历史的清音⋯⋯我是在北京的
胡同儿中听着那京腔京韵的各种叫卖声，吃着地道的京味儿小吃长大的。
还在我穿着开裆裤蹒跚走路的时候，就整天在院儿里的各家串游；从撒尿和泥、放屁崩坑儿时起，就
成天价在胡同儿里玩耍。
长大了，娶妻生子、撑门户过日子了也仍然住在这生息与共的四合院儿和充满幽情的胡同儿里，让我
怎能不对这里怀有深深的恋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讲述老北京的故事>>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
从儿时起的记忆说起，直至今天，把他所经历、所看到的北京变迁，构思成了该书。
虽然文章拉杂、短小，但是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对那京韵京味文化的热爱；虽然涉及面宽泛，但是又始
终围绕着老北京的特殊文化而感慨。
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书，是一部了解北京历史的读物。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为了曾经美好温馨的老北京不埋没在岁月的风尘里，作者以一个老北京人的
视角，拿起笔记述了多年来在京城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忆。
这本小书里的一百多篇“手工文章”大都是不计工拙、一吐为快的情感抒发，其中的部分篇章曾在几
家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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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维基，字双仓，号倚槐居主。
祖籍河北衡水。
生于北京，在琉璃厂畔的胡同中长大。
受家庭-熏陶，自幼喜爱写作、书画及收藏。
多年来在一些报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作品。
在1996年北京晚报和北京电视台举办的“故乡是北京”征文中获得优秀奖。

　　退休后更是笔耕不辍，于2007年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文化局、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市文
物局、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我最喜爱的春节庙会(灯会)”征文中获得一
等奖。
在全国首届“时代杯”文学艺术作品大赛中，获得散文优秀奖。
并铷04年出版了《藏事纷纭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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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京人的根与魂——胡同儿、四合院儿民间的石刻艺术——门墩儿胡同儿文化的精粹——门联儿从私
家花园儿到大杂院儿——安平里8号纪事寻找母校丁香花又开前门大街拆迁了惜哉，仅存的过街楼古
文明与现代化的纠纷曹雪芹故居何处寻纪晓岚故居散记名人故居琐谈推土机下的悲哀厂甸·海王邮·
琉璃厂沐浴着琉璃厂的文风长大新世界·游艺园·四面钟燕山八景与银锭观山不再去银锭桥观山银锭
观山又记最短、最窄与最长、最宽的大街胡同之最八大胡同觅旧沧桑天坛柏树林防空洞与地下城纸窗
冬夏旅店春秋“凶宅邪地”拉杂谈访古寻幽串胡同护城河·铁道·城墙失落的梁家园与方壶斋会馆扎
堆儿聚城南欲与宝塔试比高正月茵陈二月蒿厂甸儿庙会谈往忆厂甸儿庙会的文化特色那时就盼着过年
买张年画儿过春节寻常百姓过年菜要命的关东糖和救命的煮饽饽一百一块大糖块儿从前的戏园子四大
坤伶及章遏云昔日难熬冬仨月吃水跟吃香油似的一灯如豆伴童年滑板车与拣煤核儿京城百姓爱看香港
影片金秋又闻蟋蟀鸣老槐树上的小黑猫可恨的“吊死鬼儿”  春节吃冰棍儿瓜市·瓜摊儿及其他拍卖
会上遇旧藏听琴记搬家记乘车记戒烟记明天的春光更灿烂——写在“非典”肆虐之时  市井风情老天
桥儿商场老号数西单商业老街大栅栏儿大型市场话东安旧京时的四大恒旧京的织染业与颜料店闲话广
告四九城≠北京城北京的湖泊称为海赶上这拨儿了南城茶叶北城水与南城饿北城渴浅谈从前的食品包
装送餐的饭馆与串户的厨子卖黄土与摇煤球儿的瞪眼儿食火炉旁的温馨难忘从前服务站全市统一熏蚊
蝇节日推荐歌曲养小金鱼儿与喝蛤蟆骨朵儿数字京华两捡一换的人京味儿京韵叫卖声京味儿小吃琐忆
京味儿小吃续忆京味儿小吃再忆京味儿小吃肆忆话说那馋人的豆汁儿馄饨开锅哈记烧饼铺再也吃不着
脂油饼了我想卖炸酱面旧京饭馆儿与京味儿菜老字号的京味儿点心消暑话说酸梅汤就爱这高末儿从前
常喝茶叶棍儿北京名酒二锅头酒令漫谈拍“洋画儿”  扇三角儿放风筝抖空竹弹球儿推铁环“瞎子跳
井”与老虎棋磕模子情趣盎然话盆景山水盆景硬石组合山水盆景故宫的金砖京城的牌楼室名斋号及其
匾额京派画家贺良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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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人的根与魂——胡同儿、四合院儿我常常在闲暇之时漫步在那些幽静的胡同里。
看着那陈旧的门楼、破损的墙面、杂草丛生的屋顶、堆满什物的门道、尽情玩耍的孩童和偶尔听到的
婴儿的啼哭⋯⋯这一切是那么和谐、亲切。
这一切展示了北京人宁静、温馨的生活，也构成了古都特有的风貌。
在历史悠久和色彩斑斓的北京文化画廊中，胡同儿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除了地理特色，好多条胡同儿还具有特定的人文特色。
北京的胡同儿起源于13世纪的元大都，借助北京这块文化沃壤而生根，当之无愧成为北京传统地方特
色的象征，散发着浓郁的京味儿。
只要谈起北京，必然会联想到胡同，因为它是体现北京风的窗口。
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代时北京有“三百八十四火巷”。
这就是说，有384条胡同。
因为胡同具有防火的功能。
到了明代中期已有1200多条胡同儿了。
清代光绪年间有3050条胡同儿。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时，京城胡同儿的总数是4000多条。
北京的俗话说：有名的胡同儿三千六，无名的胡同儿赛牛毛，可见京城胡同儿数量之多。
在850多年悠久的建城史中，胡同儿是北京人的根，这些胡同儿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传说，这里面积淀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而这些胡同儿中的四合院儿，则是北京人的魂。
四合院儿是一种封闭型的建筑群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是典型的传统民居。
它的建筑规格是有严格等级的。
封建帝王居住的故宫实际上是一种超大型的四合院儿。
其次是王府，也是一种大型的四合院儿。
那些散落在几千条胡同儿中的中、小型四合院儿却是数量众多。
因居住者阶层等级不同，四合院里房间的数量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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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讲述老北京的故事》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老北京那纵横交错的胡同，青灰瓦的四合院，天桥、前门、钟鼓楼，前海、后海、什刹海，沿街小贩
叫卖，厂甸庙会等你还有记忆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讲述老北京的故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