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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以每个朝代的首都和一些大城市为中心，描述城市中政治、经济、文
化、宗教、民情、风俗等等各方面的情况，由小见大，由近及远，藉以达到了解当时社会前进、历史
发展情况的目的。
丛书把学术性和趣味性结合或者融合起来，不讲干巴巴的历史事实，而能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美的享
受中，把握住历史的脉搏，获得历史知识。
丛书的作者们不是写小说，而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进行叙述的。
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本书为“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的其中一册，以明朝的首都和一些大城市为中心，描述城市
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等各方面的情况。
这是一部城市生活史，一部由各种表面上看起来微不足道、琐细至极的生活层面组织起来的历史，由
皇宫和狭巷陋舍、达官贵人和乞丐妓女、富商大贾和小贩货郎、面容迥异的海外来客和荷锄肩担的农
业流民的生活交织起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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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北京
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著有《明代文化历程新说》（1988年）、《中国流氓史》（1993年）、《中国的社与会》（1996年）
、《明代城市生活长卷》（1996年）、《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2001年）等专著，以及明清史论文
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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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楔子首卷  一 街市行纪  二 走进胡同  三 城里人与乡巴佬甲编  一 宫样与苏样  二 丰腆精食与粗茶淡饭  
三 宫风士韵民用  四 船舫马房乙编  一 社交礼仪  二 家礼：冠婚丧祭丙编  一 节日与仪式  二 幽默人生  
三 大众传播：民谣  四 粉墨登场  五 旅游生活  六 逗闷的乐子丁编  一 皇冠心态  二 天潢印象  三 变性人
的生活  四 士绅百态  五 市井众生相  六 人在江湖走  七 妇女面面观末卷  一 城市风景线  二 文化变革的
冲击波后记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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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明代城市大多经过系统的规划，街道两旁居民住房，一般以官沟为限，不得超越，否则就是违章
。
明中期以后民居吞食街道现象的漫延，势必带来很多弊端。
首先，向外伸展的虚檐、披檐，大多将官沟堵死，一遇雨季，骤涨漫街，水道不通。
其次，虚檐、披檐左右相连，无砖墙相隔，板薄蓬干，容易发生火灾。
第三，街坊居民中的中下户，住房里面大都是泥地，屋又低矮，屋中阴暗。
如果再在屋外加盖重檐，屋中采光更差，阴气闭郁，阳道不畅，容易得病。
    明代城市街道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名色繁多：有茶楼、茶坊，门上挂着水帘子，屋内支起炉子
，以茶招揽四方客人，专售梅汤、和合汤、胡桃松子泡茶。
有酒馆、酒店，挂着大大的“酒”字旗。
如果是一座大酒楼，就更加气派。
里面有百十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杆。
四处街衍窠子里的粉头妓女都到酒楼赶趁，怀抱琵琶，弹唱曲儿，或者吹笙品笛，替公子王孙或食客
侑酒。
有各种食店、面店，买卖各种吃食。
如羊肉面店，日宰羊数只，面如银丝，有蒜面、肉内寻面，兼卖扁食、夺魁。
此外，还有杂货铺、绸缎铺、当铺，如此等等。
    在这众多的店铺中，涌现出了一些在全国知名度相当高的店铺。
它们不仅在本城消费者中颇有声望，同时也在全国各地的客商中留下了良好的信誉。
    明代城市文化的繁荣，得力于雕版印刷业的发达。
北京是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印刷业虽不发达，但全国几大印刷地的书籍都汇聚京城发售。
洪家老铺就是当时北京一家久负盛名的书铺。
据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记载，这家书铺位于西河沿，主要刻《绅齿录》一类的书籍。
读过《儒林外史》的读者，一定对马二先生留有印象。
这位马二先生，就是当时相当风行的八股文的选家。
而在明代确实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人物。
明代实行八股科举取士，书生们要揣摩风气，必须要熟读八股文章，因此那应时的制艺必须要刻本，
这种士子的八股文章，着实给书坊店铺做了一桩好买卖，而一般操持选政的作家，便成了书坊店里的
台柱子。
据说，自明末以来，时文选家当数吕留良最为有名，天盖楼出的本子风行海内。
将这些选本拿到书坊发卖，“其价一兑至四千两，可云不胫而走矣”。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2)此外，在万历末年，江西的艾南英、陈际泰等人的八股选本也风行一时，苏
、杭的书坊店铺，纷纷高薪聘请他们，评选文章。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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