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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大栅栏看到更多城市与人一样也有年龄，有的老城两三千岁，有的新城才几十岁。
在城市越来越趋同化的中国各地，你看不出新老城市、大小城市有什么不同。
现在，对老城市老城区的改造完全是一种大跃进式的社会运动。
房地产项目如雨后的鲜草一样挤占着一切可能的空间，物质上的贪欲支配了正常的建筑意识与社会结
构意识，我们的历史载体：古建筑与原居民正在分离。
也正在快速地消失，其速度在近十年里超过了过去的一百年。
从近年来每个月都要修改一次的北京地图可以看出，大栅栏作为一个整体，是北京极少数还没有被改
造的地区之一，因此也被人称之为“城中村”。
现在，这个“城中村”中到处是残存的历史遗迹与居住其间的原居民。
从一片庄稼与水草丰美的河道直到近代以来的商业繁荣的城区，大栅栏地区成为北京外城中的核心，
它经历了六百年来岁月的磨砺。
从2006年的规划看，原来的大栅栏就要离我们远去了。
大栅栏地区具有北方其他城市与地区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它是近代社会学的研究基地，它是民俗博物馆，它是建筑博物馆，它是清末民初社会活动的活化石，
它是京味文化传承中不可断裂的一环。
而我所爱的是这样的大栅栏：只要你随便走进一个院子，没有一个院子没有历史，没有一个院子没有
故事。
这儿是说书馆，这儿是红灯区，这儿是戏剧家故居，这儿是庙，这儿是老当铺，这儿是大烟馆，这儿
是大车店、煤铺、书店、会馆、钱庄、戏院、布庄、干果子铺；这儿是清中期的，这儿是民国前期的
，这儿是日本侵华时期的，这儿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这儿是福建人建造的，这儿是东北人建造的
，这儿是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湖北的、浙江梯式的。
但是，所有这些都将和其他老城一样，消失在白瓷砖背面，消失在各种机械与图纸当中，消失在规划
者的眼下，消失在最不应当消失的时间与地点。
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会赞美老街区的原真性、多样性与浓得化不开的人情味；我可以赞美大树下坐
看风云起的男人们与说笑打闹的女人们；我可以赞美他们一边说着天下大事与历史沉迹，一边沉醉于
儿孙绕膝的人生之乐；我看到在大风雨前，胡同中一时黑下来，人们转身就可进入自己的家，他们在
门口看着雨从古老的房檐上淌下来。
这样的光景与祖先所见的完全一样。
我看见当冬天来临的时候。
这一切仿佛又随万物进入了冬眠，大树的叶子落下，整条胡同铺满了金黄的颜色，只有卖报的人在黄
昏时节还因为一份没有卖完的报纸在吆喝。
夏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一座高楼楼顶极目远眺，大片的灰星顶连接成片，一团团的大树冠在空中相
连，各家的鸽子们飞翔在一处，而我所居住的房子就沐浴在这一大片灰顶之中。
路灯开时，胡同先如睡美人似的昏昏的，不一会又如小孩子的眼睛一样明亮清沏。
灯下走来几个下棋的人，他们摆开战场，一堆人观看，如果我不在高处，这会儿也许我也会是其中的
一个。
高，是一个角度，也是一种态度，位置让人有所不同。
那么看历史呢？
则要更远更高，不只看几年几十年，也要看几百年或几千年。
当意识到眼前千姿百态的一切即将随着推土机的轰鸣消失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个特定时期我们所要承
担的责任。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绝不是口号，而应当是人们普遍的历史责任。
我意识到了记录的重要，记录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保不住这些物质的时候，我们起码要
保『主影像。
我从2003年起就对大栅栏这一片胡同中的原属红灯区部分进行了拍摄记录，并出版了《八大胡同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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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缘旧事》(台湾版为《八大胡同的故事》)。
在拍这一片胡同时，我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不可能对一个相对完整的而且正在发生着巨变的北京历
史文化区进行全景式的记录，于是找了几个人一起拍。
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天而降，所以我们四处呼喊，并于2006年成立了“老北京拍记队”(其全称为
“老北京拍摄与记录工程队”)，之后再将目光放到了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城市与村镇，放在了物质与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记录、整理、挖掘工作之中。
这项工作更为庞大，所以我叉与同道们组建了一个大型的网上论坛《中国记忆论坛》，好让千千万万
的人加入其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做”来影响别人的“行”。
我想，中国人重视自身历史传承、重视社会变迁记录的习惯会一步步地建立起来。
然而，我的本意并不只是起于记录而止于记录，还要通过记录建立起大多数人对历史的敬畏，这其中
也包括对自身历史的尊重。
虽然在一个多元社会的架构中，人们对生活方向的选择是自由的。
我认识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只有几年时间，在这之前我也认为那些承载历史的建筑破破烂烂，拆
了算了。
而当我真正地走进它的内部，才看到了它的宏大与精美。
所幸我用不太多的时间走过了我应当走过的路与桥，经历过了应当经历的磨难，也把这一切融进了内
心。
高山上有“门”，它是一个保护与记录者所能走到的地方，这项特殊的工作让我的视野更高、更宽、
更亮。
2003年，我一个人每天走在30多条胡同中；2004年，我拍整个大栅栏地区时我们的队伍是三个人
：2005年，拍整个北京时，我们有了二十几个人；到了2007年年初，在北京、上海、黑龙江、天津、
河北、湖北、江苏、山西、广东、山西等地已经有了几百人在同时记录与保护当地的老街区与老房子
。
从只有30多条街的“八大胡同”到有114条街的大栅栏，再到整个北京老城区，之后到全国各地，我们
团结了那么多的同道，我们影响了那么多的人。
一个中国民间的文保力量与保护机制的架构正在形成。
对我来说，这也算是有一点成就感吧，在英、法、德等国家，来自民间的历史文化保护的力量与机制
已经成熟，而我们才刚刚开始。
这本书其实是从两年前就开始一点点地写了，而老照片的收集与整理也在同时进行，新图片从2003年
一直拍到2007年本书将要付印时，其间因杂事缠身，数次中断，好在得到了很多人的极力帮助，才得
以完成。
我长期在这一片胡同居住与成长，这儿有我的朋友，有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有我的梦想，有我的将
来。
我爱我的大栅栏，我爱我的北京，同时我也爱我的祖国，特别是一个历史文化传承有序的祖国。
从有关大栅栏地区的这些文字中，我希望读者可以看到这里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与近现代史有关，也
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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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与人一样也有年龄，有的老城两三千岁，有的新城才几十岁。
在城市越来越趋同化的中国各地，你看不出新老城市、大小城市有什么不同。
　　现在，对老城市老城区的改造完全是一种大跃进式的社会运动。
房地产项目如雨后的鲜草一样挤占着一切可能的究竟，物质上的贪欲支配了正常的建筑意识与社会结
构意识，我们的历史载体——古建筑与原居民正在分享，也正在快速地消失，其速度在近十年里超过
了过去的一百年。
　　《百年大栅栏》从建筑到人文，从历史到商业，从文化名人到“八大胡同”，和你一起了解更多
的“城南旧事”，勾起我们的城市记忆，回望历史的背影。
 　　北京的大棚栏地区保存的近600年历史的胡同街巷肌理及传统市井商业区，构成了当今最为完整
的老北京古城风貌。
在这些大量原真性的古老建筑里曾经是商众云集、喧嚣交易。
穿行在这些胡同中，你可以了解到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了解到饱含历史积淀的商业文化、会馆文化、
梨园文化、民俗文化。
如果你还想从这些老建筑中了解到更多的“城南旧事”，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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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金起，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多种公益活动，早年关注环保，近年来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他介导
成立了“老北京拍记队”与“中国记忆网”，对北京的胡同与各地区的老街区、老房子进行研究和保
护。
“中国记忆网”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最大的以保护文化遗产、记录历史变迁为宗指的专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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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从大栅栏看到更多（前言）大栅栏地区大事记总述店铺云集炉房、钱庄、银号聚集地琉璃厂文化街庙
宇祠观报业繁荣会馆云集梨园之乡旧时八大胡同大栅栏地区街巷名称的变迁老字号荟萃地大栅栏街“
大栅栏”街名的由来火烧大栅栏重现繁荣公私合营及改革开放时期国药精粹同仁堂八大祥之首瑞蚨祥
履中备载内联陞满城茶香张一元中国电影诞生地大观楼大栅栏内众戏园清末的金融街珠宝市街清代银
炉行绫罗绸缎谦祥益京城最窄的胡同钱市胡同旧京银、钱交易所曾经的粮食市场粮食店街甜酱小菜六
必居乱世保平安会友镖局百年创业之乡廊房头条五彩花灯文盛斋京师第一劝业场满街“红货”摊子廊
房二条珠宝玉器街老北京小吃街门框胡同瑞宾楼褡裢火烧清真小吃爆肚冯魏家麟记酪铺马家老铺月盛
斋护城河边西河沿街银号公馆正乙祠从煤市到美食煤市街姑苏风味致美斋早期的银行街施家胡同旧时
银号街当尽家财为活着北火扇胡同旧京老铺鼎盛当扬威胡同前门外清真寺民国出版一条街杨梅竹斜街
清勤堂主梁诗正娱乐购物青云阁清水池堂东升平昔日小马神庙培智胡同丁宝臣与《正宗爱国报》“教
主”之所培英胡同“通天教主”王瑶卿梨园名宿寓居地笤帚胡同“国剧宗师”杨小楼一代名伶孟小冬
“五行八作”处石头胡同百年影像老大北老生三杰余三胜关过宋帝的老街延寿街“臭名远扬”王致和
从水脉到文脉樱桃斜街乾隆年间贵州会馆戏曲组织梨园公会原名“李铁拐”铁树斜街大师出生地梅家
老宅明代员夕卜郎府第大外廊营胡同“伶界大王”谭鑫培八大胡同的核心陕西巷蔡锷与小凤仙小巷有
名妓榆树巷京城名妓赛金花京城“芥子园”韩家胡同“东方莎士比亚”李渔“天下第一丑”刘赶三徽
班由此生根百顺胡同“梨园伶圣”程长庚“青衣泰斗”陈德霖会馆一条街珠市口西大街纪晓岚与阅微
草堂文物聚散地琉璃厂东街吃喝玩乐逛庙会厂甸旧时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妓院的分布妓院的规则解放以
前对八大胡同的管理及妓女的悲惨遭遇解放后封闭妓院及对妓女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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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总序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长达三干多年的建城史，一千多年的建都史，文物古
迹浩若烟海，历史遗存举目皆是。
旧时的老北京，是以紫禁城（宫城）为核心，由外围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池组成。
明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在原城垣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皇城及由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
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和安定门九座城门围建的内城的扩建。
由于明代的北京城一直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与侵扰，嘉靖三十二年，明政府曾想在内城四周五里外
建外城，但由于人力、物力匮乏，只修建了南面部分，也就是按顺时针方向由东便门、广渠门、左安
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和西便门七座城门围成的外城，所以外城又称“南城”。
这时北京城的平面轮廓就形成了一个“凸”字形。
清朝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以后，有32万八旗官兵及满族人口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
为了安置他们及其眷属的生活，清政府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北京内城的几十万汉民强迫迁往外城（南
城），腾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另一件是没收明朝皇室、
勋戚的田产，在京畿地区派官员骑在马上，拉开户部发给的绳索，纵马圈占百姓良田，俗称“跑马占
城”。
宣武地区的商业文化、士乡文化、会馆文化和梨园文化等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入文景观，彰显着南城乃
至整个北京的风貌。
其中位于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地区”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代表。
这里的每一条古老的街巷胡同就像一座窿历史舞台。
市肆厂坊的演变，坛庙祠宇的盛衰，府邸宅第的起落，震撼人心的事件，都曾在这里上演。
大栅栏地区的范围，北起前门西大街，南至珠市口西大街，东起前门、南大街（粮食店街），西至南
新华街，总面积1.26平方公里。
因辖区内的一条有近600年历史的大栅栏商业街而闻名。
店铺云集明朝初年，正阳门（前门）外始建廊房，开始进行各类商业活动。
清代开始，此地区逐步形成规模和特色，大栅栏街内有开业于清康熙八年（1669）以经营自制丸、散
、膏、丹闻名全国的同仁堂国药店；有开业于嘉庆十六年（1811），过去专为王公贵族做朝帽缎靴，
解放后则以生产民族帽见长的马聚源帽店；有开业于光绪十九年（1863），北京有名的“八大祥”之
一的瑞蚨祥绸缎庄；还有老字号内联陞鞋店、老凤祥金店、天蕙斋鼻烟铺、聚庆斋糕点铺、厚德福饭
庄等。
大栅栏街的繁华还带动了周边的廊房头条及西河沿街的金银首饰店、旅馆等行业。
廊房二条、三条珠宝玉器店90余家，其中廊房二条被誉为“玉器街”。
1919年，据京师总商会统计，大栅栏地区有31个行业共4，495家店铺。
当然，促使大栅栏繁荣的不仅是商业的发展，同时也由于这里娱乐场所的集中。
清朝伊始、政府规定“内城逼近宫阙，例禁喧哗，不准在城里开设戏园”等。
因此，戏园多开设在前门大栅栏一带。
清代，大栅栏街内就有庆乐园、三庆园、广德楼、广和园和同乐园5家戏园。
住在内城的王公贵族、豪绅富贾都爱出前门看戏，这也间接促进了大栅栏地区的繁荣。
炉房、钱庄、银号聚集地由于大栅栏地区商贸繁荣，清代此地区的珠宝市街内曾有铸造宝银的26家官
炉房。
当时从全国各地交来的税银，都要在此经过重新融铸后才能运到户部国库。
珠宝市街里的钱市胡同，就是旧京进行银、钱交易的场所，这里每天银钱交易的比价操纵着全城钱业
的行情。
施家胡同有同元祥、裕兴中、福生、启明、三聚源等十几家银号，被称为“银号街”。
这些银号不仅有货币兑换、存放款、汇兑等业务，有的还发行钱票，为当时此地区民族企业的经营与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此后本国的银行也逐渐发展起来，西河沿街先后出现了盐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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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中原证券交易所、上海银行南城办事处等几家近代银行。
其势力逐渐取代了票号、钱庄、银号、账局等旧式的金融组织。
据不完全统计，到北洋政府时期，全市营业的银钱业机构有337家，其中位于前门大栅栏一带的就
有142家，占全市银钱业机构总数的42％。
这些经营银钱交易的钱市及大大小小的钱庄银号，奠定了此地区作为北京商业、金融业中心的地位。
琉璃厂文化街在北京的文化生活中。
不能不提到大栅栏西部的琉璃厂文化街。
辽代这里叫“海王村”，元朝在这里开设官窑，烧制琉璃瓦件。
明代因为营建宫殿，扩大了此地官窑厂的规模。
到了明朝嘉靖三十二年修建外城后，这里变为城区。
清乾隆年间琉璃厂停止烧窑，但“琉璃厂”这个名称却保留下来，流传至今。
此后官方下令，将前门外和内城的一些书摊迁到琉璃厂空地，以适应来京应试考生的购书需求和清廷
编修《四库全书》的需要，这给琉璃厂的古1日书业带来了空前繁荣的机遇。
这里逐渐聚集了众多经营古旧书刊、文献典籍、文房四宝、传统字画、碑帖尺牍、古玩珠宝等的百余
家店铺，有的至今已经营了300余年。
这条街曾经集散、保护和流通过不可估量的文化珍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起着特殊的作用。
琉璃厂著名的文化老店很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店，有的红极一时，有的萧条冷清，甚至
关张转业。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此街曾进行几次整修扩建。
1985年，由国家拨款，将全街店铺重修成仿清式建筑。
其中现存的有：一得阁、戴月轩、文盛斋、博古斋、中国书店等。
都是百年老店。
庙宇祠观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历经汉、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多个民族的统治，在宗教信仰上呈现
出多元化的特点，老北京人对民间习俗非常重视，对地方神祗也很崇拜，庙宇祠观与人们的生活关系
密切。
但很多人似乎对于神仙、佛祖有何不同，佛教、道教等宗教教义有何差别并不关心，而是对宗教采取
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平时没事的时候不信教也不拜佛，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遇到家人有了灾
病就想起拜佛消灾。
更多人则是对各种宗教神祗采取广泛祭拜的态度，他们相信“礼多佛不怪，神多好办事”。
所以举凡生老病死、去祸消灾、婚丧嫁娶、求财祈福、求学求宫、生意兴旺、流年大运、家宅平安等
，无不到寺庙求神问卜，烧香还愿，以求得到心理的安慰。
民国十九年（1930），据北平市社会局调查，大栅栏地区共存庙宇60余处，其中观音寺、万佛寺、火
神庙、真武庙、龙王庙、清真寺等都有相当的规模。
如今，除杨威胡同的“清真礼拜寺”仍保持原貌专事礼拜活动外，其他寺庙有的因年久失修，殿堂已
废除；有的庙舍外部虽保持原貌，但内部大多改为居民住宅或为机关团体驻用。
报业繁荣19世纪末，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
英、德、俄等八国以保护驻华使馆及侨民为借口。
联合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侵略战争。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最终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社会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黑暗
深渊。
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些力图救亡存国的有识之士看清了清政府的无能，看到民众在文明程度和道德方
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到“开民智”“新民德”，进行启蒙宣传的迫切性。
为此，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启蒙的主张。
其中以报刊激发民众，开阔眼界、了解形势和增长新知为最好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白话报相继出刊。
宣南地区成为报馆集中的地方，仅大栅栏地区先后就有报馆40多处。
当时社会风气渐趋开放，女学日盛，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女子受教育则“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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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远可善种”。
因此，全社会推行女子教育，对女性报刊的要求尤为急切，再加上首都文化发达的基础与妇女读者群
的规模，女性报刊应运而生。
大栅栏地区诞生的一份妇女报刊，就是由张展云母子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905年8月20日）
，在前门外羊肉胡同（今耀武胡同）中间路北创办的《北京女报》。
该报是当时我国北方地区唯一的妇女报刊。
当时该报日出3开横张竖排，双面印6版，使用白话文夹杂北京方言俗语，“以提倡女学妇德为宗旨”
，是反映中国清末新女性心声最早期的报刊，它存在了四年之久，颇受妇女界的欢迎。
据说，这份报纸曾引起清朝慈禧太后的重视，老佛爷每日必读《北京女报》。
在众多报纸中，还有一份回族同胞丁宝臣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1906年11月16日）在小马神庙（
今培智胡同）创办的，我国回族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正宗爱国报》，它是当时北京很有影响的报纸。
该报以“保国就是保教，爱国即为正身”为宗旨，敢于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及袁世凯妄图称帝的丑
恶嘴脸进行揭露与抨击，创下了当时存续八年之久的办报纪录。
民国二年（1913），当局以“煽惑军心”“妨害大局”“私通民国领袖”罪将丁宝臣杀害。
丁宝臣为捍卫民国，支持共和，成为被袁世觊杀害的第一位报人。
满清王朝结束后，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
社的自由，因此在当时社会又出现了兴办报刊的高潮，北京城里的报馆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据统计，在民国初期仅大栅栏地区新办的报纸就多达二十余份。
那么，为什么当时许多报馆都诞生在南城呢？
原来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宣武门外南柳巷的永兴寺及周边的铁老鹳庙，聚集着信义、聚兴、聚恒
、聚升、合成、集文、杜记、同顺、天华、义兴、永丰等十余家报房，全市及外埠各报均集中在此，
形成了南柳巷报市一条街。
历史沉淀使这里报业兴旺，每天天不亮，各家报馆将报纸送到这里，报房将报纸分发给报夫，再由报
夫销往全城的各个角落。
可以说，是宣南的士乡文化孕育了北京的报业，使其成为中国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馆云集清顺治五年（1648），政府颁布“满汉分城居住”的政策后，内城被禁止设立会馆，因此旧
京城的会馆主要分布在外城，以今宣武地区最为集中，先后建有400余处。
有的地方在一条窄窄的胡同中就分布着十几座会馆。
据统计，到解放前，仅大栅栏地区114条街巷中就有各省、县级工商、文人会馆103处。
当时文人会馆为士人的集结、交往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间，商业性质的会馆为京城传统商业文化的发
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大栅栏地区独有的会馆文化。
如今，这些曾经繁盛的会馆大多已变为民居，有的已被拆除。
会馆的兴建和发展，与古代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关系。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到明、清两朝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旧中国，平民百姓进入仕途的正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考试，由秀才、举人、进士一级级地考上去，
直到中了状元、榜眼、探花，才能授予御史、给事、国子博士等中央官职或府推宫、知州、知县等地
方官职。
那时候，如果一个家族中有人当了官，别人都能得到好处，旁人也会对其另眼看待，所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这也成为很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目标。
据统计，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恢复科考，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停止科举考试，两朝先后在北
京举行考试201科，取进士51，624人，应考的举子则是这个数字的几倍。
每次考试期间，大批应试举子从天南海北赶往京城，聚集在天子脚下。
按惯例，各省要为应试举子提供一定的单程路费，但抵京之后的食宿杂用则需个人负担。
由于很多人出身贫寒，这笔开销常常困扰着他们。
此外，每当会试发榜后，折桂蟾宫者一步登天，从此衣食无忧，而大批名落孙山者有很多滞留在京城
各处，希望在三年寒窗后再次应考。
这时，举子们在北京的住宿饮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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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城大栅栏地区的许多居民腾出住房，挂出“状元店”或“状元吉寓”的招牌，供举子们居住，而这
类“状元店”租金昂贵，有些贫寒子弟负担不起，因此，迫切需要有为这些贫寒子弟提供在京城住宿
和各项服务的机构。
于是已经中试，荣登仕途的同乡官员因曾亲身经历过这种落魄情形，便自发组织起来，召集在京的同
乡官员、富商、士绅和名仕共同出资，购置地产房屋，作为同乡应试举子的暂时栖身之地，“会馆”
便应运而生了。
这种以接待举子考试，或落榜者栖身再读的会馆，也叫做“文人试馆”，其在嘉靖年间达到鼎盛期。
樱桃斜街东头路北的“贵州会馆”是一家省馆，建于清嘉庆年间，后在道光、咸丰之时，贵州赴京应
试的举子不断增多，老馆难以承受而又修建东、南、西、北、新、中诸馆。
其中“贵州中馆”与老馆在同一条街上。
光绪三十年（1904）科考制度终结，这类会馆逐步失去了早期接待本籍举子的作用，转而成为本籍京
宫及候选人员的下榻处。
这里也是同乡宫吏及家属、在京商入、学生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并供祭祀乡贤或燕集的场所。
还有一种是商业会馆。
北京自明清以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排除行业内部竞争，抵制欺行霸市
和封建权贵的盘剥，同时也为从事转运贸易的商人提供驻足、存货、议事的场所，便集资兴建了“工
商会馆”。
大栅栏地区以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所建的此类会馆最多，且行业性质
明显。
如小椿树胡同路南的“山西盂县会馆”，是盂县氆氇行（氆氇：源于藏语，是藏族的一种羊毛织品）
商人在乾隆己酉年建立的商业会馆；王皮胡同有广东珠宝、香料商人筹建的、专供本省客商到京贩卖
货物、歇脚、存货、待售及与商界沟通信息的“广东仙城会馆”；西河沿街有浙江绍兴银号商人在清
康熙六年修建的“银号会馆”（又名“正乙祠”），这些都是工商性质的会馆，大栅栏地区诸会馆的
财产除了“主产”馆舍外，还有许多“附产”。
附产一般多是会馆积累资金购入的房舍或同乡捐献的房地产，有的附产甚至大于主产数倍，占收入的
绝大部分。
以王皮胡同的“广东仙城会馆”为例，由于其资金雄厚，附产不断扩大，且大部分是位于繁华地带的
铺面房：王皮胡同8间，大齐家胡同两处22间，观音寺20间，大栅栏街12间，粮食店街74间，西柳树
井34间，这些主产和附产当时的租金收入相当可观。
由于各省商业会馆的逐步增加，各行会逐渐认识到，只有扩大团体组织才能与欧美强国抗衡。
同时，官方也感到行会众多不便管理。
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农工商部奏请朝廷批准，在虎坊桥路北陈氏古藤花馆（今晋阳饭庄）成立
“京师商务总会”，将所有行会性质的会馆、公所等统纳入“总商会”。
到了民国二十九年（1930），这些会馆、公所又改称“同业公会”，其名称及地址见下表。
民国时期，1日的科举制度虽然废除，但由于一些外省学生及商人还常驻留，会馆又存续了一段时期
，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后，中央政府迁都南京，大批在朝从政的外省官员亦随政府机构南下，大
栅栏地区的会馆逐渐开始冷落萧条。
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寇占领时期，北京附近各省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北京，一些会馆的管理人员乘机
抬高房价出租，而且有人将同乡的这些公产逐渐变为自己的私产。
大栅栏昔日的会馆逐渐变成大杂院，管理人员只管收取房租，不对房屋进行修缮，不少会馆因此破败
不堪，有的甚至倒塌。
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自第二年起，京城所有会馆逐
步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房管部门管理，历经近500年的会馆业从此画上了句号。
梨园之乡众所周知，宣武区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从清乾隆年间。
大栅栏地区就聚集着众多的戏曲班社、演戏茶园。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居住在此的各剧种、各行当的名角乃至乐师、编剧等层出不穷。
在这里徽戏与秦腔、汉调合流，并借鉴昆曲、京腔演唱艺术的精华，终于在清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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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860年）间，发展出一个新的声腔剧种，这就是今天的国粹：京剧。
大栅栏作为这个重要事件的发生地，见证了京剧的起源、发展与繁荣全过程。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二十一日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安徽籍的盐商江鹤亭在安庆组织
了一个名为“三庆”的徽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为皇帝进行祝寿演出。
当时，盛大的表演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梁桥，每隔数十步设一戏台，艺人们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
衫，前面台上的戏还没歇下，后面又已开场，令人目不暇接。
其中，高朗亭演出的喜剧《傻子成亲》使乾隆帝龙颜大悦并大加封赏，因此轰动全城，此后受各家戏
园邀请留在京城。
当时，上至达官贵人。
下至庶民百姓，人人争睹为快。
在三庆徽班走红之后，先后又有“四喜”“和春”“春台”“三合”“嵩祝”“金钰”等徽班入京。
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京华舞台中徽班阵容已远远超过了其他剧种戏班，其中“三庆”“四喜”“
和春”“春台”最负盛名，时称“四大徽班”，至此也拉开了京剧肇始的序幕。
早在清康熙十年（1671），清朝政府就下令“京师内城永行禁止设戏园”。
但实际情况是“禁而不止”，嘉庆四年（1800）四月，清政府又再次下令“禁止内城开设戏园”，令
文说：“向来京城九门以内从无开设戏园之事，嗣因查禁不力，夤缘开设，以致城内戏馆日渐增多，
八旗子弟争逐歌场，消耗囊橐，习俗日流于浮荡，生计日渐其拮据⋯⋯”这一御旨禁止京城内城再开
设戏园，而且将内城原有的戏园全部迁到外城。
自清嘉庆至民国的百余年里，外城大栅栏地区的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广和园、中和园、同乐园
、文明园、开明戏院、第一舞台，这些京城著名的老戏园每天都是锣鼓喧天，各大戏班争相在此轮番
表演，吸引着八方观众。
当时还有诗描写道：廊坊头二三四条，戏园荟萃人如潮。
迭官显贵平民客，饮茶听曲乐逍遥。
其中享誉京城的“四大徽班”也多在这些戏园演出，为了方便，他们就住在附近大栅栏的各胡同中。
其中“三庆班”寓居韩家潭（今韩家胡同），“四喜班”在陕西巷，“春台班”在百顺胡同，“和春
班”在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
因此梨园界有句谚语：人不离路，虎不离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
丰富多彩的戏曲演出让官员、文人、商贾无不喜爱。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城“贩夫竖子，短衣束发，每人园聆剧，一腔一板，均能判别其是非
。
善则喝彩以报之，不善则扬声以辱之，满座千人，不约而同”。
当时，京城还有许多同乡会馆也时常宴集。
邀班演唱。
公会宴开白昼间，嗷嘈丝管动欢颜，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
从上面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凡遇到节庆佳时、婚丧嫁娶、会馆祭祀，都是戏曲演出的好时机。
舞台上的历史演化、将相豪杰、道德教化、喜怒哀乐都借戏曲形象表现出来，为京剧的产生制造了浓
厚的氛围。
清道光年间，已有300年历史的古朴、拙实的湖北汉调进京，其中著名艺人有王洪贵、李六、谭志道、
余三胜，进京后他们多住在大栅栏地区。
当时，徽班阵容强大，汉戏难与之抗衡。
为了立足，又由于徽、汉两个剧种在声腔、表演方面有血缘关系，所以汉调演员进京后大都搭徽班表
演，有的还成为徽班的主角。
经过艺人们在舞台上的实践，逐渐将徽、汉两调合流，并在艺术上改变了西皮、二簧、吹腔、昆曲等
诸腔杂奏的状态，在声腔、剧目、舞台语言、表演等方面进行融合创新，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西皮、二
簧为主要声腔的剧种：皮簧戏，这就是现在的京剧。
可以说，中国京剧的形成、发展，与大栅栏乃至整个宣武地区都有着不解之缘。
熟悉京剧的人都知道，在京剧史上有一幅闻名遐迩的名伶剧装写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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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光名伶十三绝》。
该画出自晚清画师沈蓉圃之手，他将清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十三位享有盛名的昆曲、京剧演
员用工笔重彩的画法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
民国三十二年（1943），此画被书绅朱复昌在市肆购得，缩小影印才得以保存，这幅画为研究近代戏
曲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当时，画中这十三位名家大多居住在大栅栏或宣武地区。
自“四大徽班”进京京剧形成以来，京剧的主要奠基人，在梨园界声望最高，誉有“乱弹巨擘”和“
伶圣”之称的程长庚居住在百顺胡同36号，与他并列称为“三鼎甲”的张二奎和余三胜居住在石头胡
同，时称“单刀叫天”的“伶界大王”谭鑫培居住在大外廊营1号，此院落从谭鑫培至谭孝增历经六
代。
铁树斜街101号是清“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京剧旦角演员梅巧玲的故居，也是其孙京剧大师梅兰芳先
生的诞生地。
在京剧界被誉为“青衣泰斗”，也是梅兰芳、王瑶卿的老师的陈德霖居住在百顺胡同55号，著名戏曲
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首创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的“花衫”艺术流派的京剧旦角名家王瑶卿
先生曾居于培英胡同20号。
其他从事戏曲的艺人、乐师、编剧以及服装、盔头、刀枪把子、乐器等制作人员，还有培养戏曲新人
的如金福、双庆、小和春、小嵩祝、小金科、小荣椿、富连成、斌庆社等科班，散居在大栅栏中的大
小胡同，真是数不胜数。
这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和众多戏曲从业者寓居在此，彼此之间相互通婚，形成家族并且代代相传，由
此产生了浓厚的戏曲氛围。
今天，当我们走在这些胡同中，依然还可以看到保存相对完好的这些名人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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