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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北京，于今已近60年了。
六十年，一个甲子，共和国的人民、北京市的人民，在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过程中，亲历了多少成功的
喜悦、顺利的舒畅，以及挫折的伤心和迷惘。
然而，我们都已走过来了，我们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
我们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会有今天的收获。
我们抚今忆昔，怎不激动和感奋！
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年的时间，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
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
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
记录的方式很多，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
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
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使
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这个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评判了。
我想，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至少是人民群众参与创造的。
人民群众参与创造了历史，自然也有权了解历史。
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代北京编辑部的这套丛书是这样一个尝试，即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历史，或者具体
说主要是帮助有一定文字阅读能力的老百姓了解当代北京的历史。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尝试。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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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合院的历史和北京城一样悠久，作为当时中国北部政治中心的主要民居样式，四合院的历史最早可
以追溯到辽金时代。
北京那时称为蓟城，是幽州的首府。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蓟城变得日益繁华起来。
居住在西辽河上游的契丹人，男子个个能征善战，但经济并不富庶，生产力水平低下，契丹首领很早
就觊觎城池繁华的蓟城。
公元938年，契丹的军队攻入这座汉人的城池，将其改为南京，又称燕京，作为陪都。
从此，燕京由地区性的行政治所开始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转变。
    新的统治者上台，燕京地区自然就要大兴土木，为数以万计的官员和随从建造办公地点及住宅。
大批能工巧匠从各地被征调上来，各种各样的建设方案送到了统治者的手里。
契丹统治者大概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最后选择了比后来的北京城小得多但格局很相像的燕京城建设
方案。
  《辽史·地理志》记载：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
城上设敌楼，共有八门”。
  《契丹国志》记载：燕京城“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路海百货，聚于其中。
僧居佛寺，冠于北方。
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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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义风，北京人，195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现为《中外文摘》杂志社资深编辑。
主要作品：长篇纪实文学《青春的浩劫》、《生命因你而震颤》：传记文学《一生紧随毛泽东》：还
有一些中短篇小说、人物传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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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是官邸也是民居一、四合院怎么造，皇上说了算四合院，按照字面上解释就是由四方之屋合成
的院落。
即将东南西北四面的房屋围在一起，使建筑形态呈现一个“口”字形。
当然，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
实际四合院的形态还是比较复杂的，仅从规模上来讲，就有很多区分。
最简单的四合院被称为一进院落，这是最基本的四合院形态，就是四面的房子围起来形成一个“口”
字。
复杂一点的四合院被称之为二进院落、三进院落。
即四合院后面还套着一个四合院或两个四合院。
这时的四合院就不是一个“口”而是两个或三个“口”字形了。
除了上面两种基本型的四合院以外，还有形态更复杂的四合院，它们被称之为四进四合院、五进四合
院、六进四合院⋯⋯这些多进式院落按其建筑形态又分为纵向复合式院落、一主一次并列式院落、两
组或多组并列式院落和主院花园式院落、主次花园式院落等。
比如清代乾隆年问权相和坤的住宅（现为恭王府一部分），就是一个十三进的大四合院。
和珅四合院的中轴线上，共排列着十三座规模宏伟的大四合院，且院落里有花园、假山、池塘、水榭
、庭院，气势宏伟，景色秀丽。
走完十三个院落，恐怕两里地都不止。
要是一间一间房子参观，可能得半天了。
在等级森严的王朝制度里，人和人之间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体现在
住宅上。
大官高官就住大房子好房子，一般的官吏就住一般的房子，布衣平民自然就要住品质最差空间最小的
房子。
没有功名即便有钱也不行，腰缠万贯的平民也不能随意盖房子。
明代洪武年问就曾颁发过关于宅第建造规制的法令，规定官民所建四合院不得造房九五问，即面阔九
开问，进深五开间。
因为九五之数为皇帝所用，官民不得与天子共享。
四合院也不得建造歇山转角、重檐重拱、绘画藻井、朱红门窗，因为这些均为皇家宫殿及神堂庙宇专
用，官民不得仿造。
对于官民的宅第等级，也作了严格的规疋：一至五品官，厅堂各七间，屋脊可以用瓦兽，梁栋、斗拱
、檐角用清碧绘饰，门屋三间，用绿油兽面摆锡环。
六至九品官，厅堂各三间，正门一问，门为黑色，有铁环。
庶民房屋正房不得超过三问，房檐不得用斗拱，梁柱不得饰彩色。
什么人住什么房子，这是封建王朝一条不能破的清规戒律。
即便是在官府里做官的人，或者是皇亲国戚，也不能随便建造房屋，要严格按照皇家制定的规制行事
。
清代的建筑规制比明代的更细致，清朝每个皇帝上台都要亲自制定各级官吏及皇亲国戚宅院的建筑标
准。
正房几问，厢房几问，房基多高，大门多大，涂什么颜色的油漆，砖瓦是什么质地，都是有严格规定
的。
如果你在京师建造一个跟一品官员和坤一样十三进的四合院，那脑袋就有可能保不住了。
皇太极崇德年间规定：亲王府，台基高一丈。
正房一座，厢房两座。
内门盖于台基之外，绿瓦朱漆。
两层楼一座，并其余房屋及门，俱在平地建造。
楼房大门，用平常筒瓦，其余用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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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王府：台基高八尺，正房一座，厢房两座。
内门盖于台基上，两层楼一座。
正房及内门，用绿瓦，两厢房，用平常筒瓦，俱朱漆。
余与亲王同。
贝勒府：台基高六尺。
正房一座，厢房两座。
内门盖于台基上。
用平常筒瓦，朱漆。
余与郡王同。
贝子府：正房厢房俱在平地建造，大门用朱漆、板瓦。
顺治年澡规定：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照例台基上造屋五座，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
，屋台高二尺。
和硕亲王府，绘金彩五爪龙，柱施纯色红青，不许雕龙首。
殿楼门基址，高与室基。
用绿脊绿瓦。
多罗郡王府，绘金彩四龙爪。
多罗贝勒，绘金彩各色花卉。
固山贝勒、镇国公、辅国公，绘金彩细花卉。
余如诸王制。
到了光绪年问，有关四合院建造等级的规定更为详尽和细致——亲王府：正门五问，启门三，缭以崇
垣，基高三尺。
正殿七问，基高四尺五寸。
翼楼各九问，前墀护以石阑，台基高七尺二寸。
后殿五间，基高二尺。
后寝七间，基高二尺五寸。
后楼七问，基高尺有八寸。
共屋五重。
正殿设座，基高一尺五寸，广度十一尺，后列屏三，高八尺，绘金云龙。
凡正门殿寝均酢覆绿琉璃瓦，脊安吻兽，门柱丹镬，饰以五彩金云龙纹，禁雕刻龙首。
压脊七种，门钉纵九横七。
楼房旁庑，均用筒瓦。
其府库、仓廪、厨厩及典司执事之屋，分列左右，皆板瓦，黑油门柱。
亲王世子府：正门五问，启门三，缭以崇垣，基高二尺五寸。
正殿五问，基高三尺五寸。
翼楼各五问，前墀护以石阑，台基高四尺五寸。
后殿三问，基高二尺。
后寝五问，基高二尺五寸。
后楼五问，基高尺有四寸。
共屋五重。
殿不设屏座。
梁栋绘金彩花卉、四爪云蟒。
金钉、压脊各减亲王七分之二。
余与亲王同。
郡王府制亦如之。
贝勒府：基高二尺，正门一重，启门一。
堂屋五重，各广五间。
筒瓦，压脊，门柱红青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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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栋贴金，彩画花草。
余与郡王府同。
贝子府：基高二尺。
正门一重，堂屋四重，各广五间。
脊用望兽。
余与贝勒府同。
镇国、辅国公府亦如之。
二、人不同，大门也不同四合院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房屋的规模和格局上，许许多多配套的辅助设施
也有高下之分，如围墙、大门、门墩、影壁、甬道、游廊、庭院、上马石、下马石、拴马桩等等。
其中最具有等级意义的是大门，它是四合院的门面，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朝代里，住宅的大门直接
代表着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大门的样式、规制、材质、油漆、装饰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制作的。
北京四合院的大门分为屋宇式大门和墙垣式大门两种。
屋宇式大门属于大户人家的大门，一般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定制这种大门的。
屋宇式大门也是分若干等级的，最高端的是王府大门，位于四合院的中轴线上，有五间一启门和三间
一启门两种。
大门上涂红漆，门槛宽大，门板厚重，气势非凡。
北京后海北岸的醇王府，就是典型的五间三启屋宇式大门。
而后海南岸的恭王府，是典型的三间一启屋宇式大门。
广亮大门仅次于王府大门，是具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家的宅门。
这种大门一般位于四合院的东南角，占据一问房的位置，门楼较高，进深宽敞，透光好，大门檐枋之
下安装雀替、三福云之类的饰件，代表着主人的品级地位。
广亮大门的门扇立于门楼正中的屋脊下，开门后给人的感觉广亮开敞，因而得名。
金柱大门是一种门扇安在金柱（俗称老檐柱）问的大门，因而称之为“金柱大门”。
金柱大门是广亮大门的改进形式，大门的门扇向外移动一块砖到两块砖的距离，大门虽然不及广亮大
门开敞，但门内比广亮大门多了很多空间。
金柱大门因而获得了许多年轻官员的喜爱，曾经十分流行。
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居，大门就是典型的金柱式太门。
屋宇式大门还有两种形式：蛮子门和如意门。
蛮子门是在金柱大门的基础上继续向外推，门扇立于外檐柱之间，这样门里边的空间更大了。
最大限度利用院子里的空间，这是精明的南方商人才会想出来的主意。
于是北京人一般都称这种门为“蛮子门”。
如意门的特点是在门框与两侧山墙腿之间起一组砖墙，门扇的左右上角也有两组雕成如意状的砖制构
件，象征着如意吉祥，故取名“如意门”。
如意门里面的住户一般都不是官宦人家，但也不是一般的穷人，而是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的小业主之
类。
墙垣式大门是安在围墙上的大门，即大门与院墙连接在一起，安这种门的四合院基本都是一进式小四
合院，有的是三合院或者是大杂院，里面住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墙垣式大门一般也是有门楼的，中间起脊，里外有房檐。
讲究一些的门楼上面有砖雕，门楣、门板上刻着华丽的图案。
普通的门楼就很简单了，没有任何装饰，有的门楼甚至都没有起脊，一块青石板或几片瓦就成了门楼
房顶。
很显然，里面住的就是没有钱没有势的穷人。
北京现存的多数大杂院，基本都是这种墙垣式大门。
墙垣式大门主要有以下几种：两坡清水脊门、花轱辘门、道士帽门、随墙门等。
清水脊门是平民院落中最为讲究的大门，成本也最高。
其门楼如同房顶一样，有前坡后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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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坡均覆盖阴阳瓦，顶部扣圆筒瓦。
两边屋脊头还向上翘起，像两只扇动的翅膀。
花轱辘门是在门的上部左右两侧用青瓦搭成两个或四个外圆内方的通气孔，因这外圆内方的通气孔很
像铜钱，故得名。
花轱辘钱门与清水脊门不同的地方还在于门楼的砖都露在外面，不用灰膏找平。
道士帽门的门楼很像道观里道士戴的帽子，顶部没有屋脊，四周有很多通气孔，呈长方形，大门处还
起一个砖拱。
道士门楼在清朝时的棋营内很流行，所以在当时又被称之为棋营门。
随墙门是所有门楼中最为简单的一种门楼，属于穷人的门楼。
叫门楼实际上没有门楼，看着就像是在院墙上随便开一个门，门上边没自脊，没有瓦，直接砌砖。
这种门经济实惠，所有的功能也基本具备，就是看着有些寒酸。
 三、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旧时的四合院在注重装饰性的同时，对四合院的功能性也很在意
。
不是为了装饰而装饰，而是在保持功能性的同时增强美感。
比如抱鼓石，本来是安放大门轴的一块石头——过去门上没有合页，都是用门枕石——但聪明的工匠
用一块石头里面做门枕石，外面打磨成方形或圆形的门礅，门礅上雕刻各种吉祥图案。
有的门礅上雕刻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狮子，使一块普普通通的门枕石变成了一个精美的工艺品。
有学问的人称门礅为抱鼓石，这个抱鼓石还可以作为小孩子休息的石凳，老北京人不是经常记得有一
首儿歌嘛： “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不仅仅是门礅，门钹、门簪、上马石、下马石
、拴马桩等几乎所有的功能性的设施，在四合院里都被工艺化、装饰化了，显示出古代劳动人民的想
象力和聪明才智。
比如拴马桩，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拴马的桩子，一根木头下半截埋在地里，上半截用来拴马。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北京的四合院的拴马桩没见过你都想象不出来。
它实际是镶嵌在倒座房外面的一只或几只铁环，你根本就看不见桩子，只能看见一个上面雕有花纹的
精美的石洞。
因为过去没有汽车，京城里的交通工具就是马、骡子和毛驴。
虽然有些官员出行乘坐轿子，但随从人员尤其是侍卫人员还是要骑马。
所有拴马桩在四合院里必不可少，即便没有上马石、下马石也必须有拴马桩。
所以在建设四合院的时候，就把拴马桩考虑进去了。
拴马桩的设计十分巧妙，它被安放在四合院倒座房的外墙上，距地面约四尺。
倒座房支撑房梁的柱子就是拴马桩。
也许有人会问：柱子不是埋在墙里面了吗，如何拴马呀？
能工巧匠们的智慧就在这里，原来在砌墙的时候，柱子距地面四尺的地方留一个洞，先把一个铁环固
定在柱子上。
等房子盖好以后，用石头做一个和预留的洞口大小一致的石雕，石雕内有一个孔，把石雕安放在洞口
上，里面的铁环正好放在洞口里，于是一个精美实用不占地方的拴马桩就完成了。
不要以为这样的拴马桩只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其实这种栓马桩结实着呢。
拴马桩的铁环直径为两寸，由小拇指粗的铁棍烧红了打制而成，直接固定在牢不可撼的柱子之上，别
说是马，就是一头硕大的公牛也甭想挣脱。
不拴马的时候，几个精美的石雕还起到美化房间的作用。
拴马桩的多少跟倒座房的间数多少而定，三问房就做三个拴马桩，五问房就做五个拴马桩。
可惜的是当今能够保留拴马桩的四合院已经很难见到了，东城区花梗胡同东口路北一个四合院还保留
着拴马桩，这确实是值得欣慰的。
至于上马石、下马石，更是难觅踪影。
四、大户人家的四合院大户人家的四合院，不开大门你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映入你眼帘的就是一座似
乎是永远关闭的朱漆大门。
但大门开启你也不见得能看到什么，只能看到一座上面有很多装饰图案的砖墙，这砖墙就是四合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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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附属建筑——影壁。
影壁是北京四合院大门内外重要的装饰墙，实用功能不能和大门比，但也很重要。
对于一座四合院来说，它可以美化大门的入口处，还可以遮挡来人的视线，使来人不能对院里面的景
物一览无余，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主家居住的私密性。
四合院的影壁分为门内影壁和门外影壁。
常见的门内影壁呈一字形，位于大门内侧，人称一字影壁。
一字影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凿在厢房山墙上的，即借用厢房山墙直接砌出小墙帽，在墙帽下面绘制
或雕刻图案，使影壁和山墙连为一体，这种影壁被称为座山影壁。
还有一种一字影壁是独立的，即在山墙或隔墙前边用砖独立砌一座影壁，这种影壁就叫做独立影壁。
例如茅盾故居大门内的影壁，就是独立影壁。
独立影壁富丽豪华，座山影壁经济实惠，但功能都是一样的。
门外影壁一般坐落在对面胡同，正对着四合院的大门。
在大门对面胡同设置影壁主要是挡住对面房屋后窗对自己大门的视线，风水先生认为大门不应对着人
家房子的后窗，大门对着别人家后窗最好的办法是建一个影壁，建不起影壁的穷人家也必须在大门上
贴一块镜子，用以避邪气。
在胡同对面建影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自家人出人大门有一种整洁美观的感受，同时也防止了别人的
窥视。
门外影壁一般人家是舍不得建的，都是在朝廷里做官的人家才讲究这样的排场。
北京最著名的门外影壁是东城区张自忠路三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原铁狮子胡同康熙第九子胤禟的宅
第）对面的红墙大影壁。
这座大影壁在修建平安大道的时候，侥幸被保护下来。
门外影壁还有一种不是建在胡同的对面，而是建在大门的东西两侧，与大门檐口呈120°或135°的夹
角，平面像一个“八”字，称为“反八字影壁”。
建这种“反八字影壁”时，宅院大门要向里退两米左右，以便在门前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天地。
在“反八字影壁”的烘托陪衬下，四合院的大门显得更有气派。
四合院的影壁无论是门内还是门外的，都是用砖瓦砌成。
影壁分为上中下三个单元，上面是墙帽部分，有屋脊和檐头；中间为影壁的主要部分，绘制或雕刻一
些图案；下面是基座，有的基座底下用石头垒成。
两进以上的四合院分外院和内院，也称外宅与内宅。
进入大门穿过影壁经过一个月牙门，便是四合院的外宅，也称前院。
外宅与内宅用一道带墙帽的砖墙分割，里边是内宅，外边是外宅。
外宅很窄，以倒座房为主，倒座房就是临街的房子，门朝里开，称倒座房。
倒座房主要用于门房、客房和客厅，倒座房和一个不大的小院子就是外宅。
旧时外宅可以随便进，敲开大门就可以进来。
但内宅是不可以随便进的，来了客人门房会通知主家，主家穿过垂花门来到外院与客人相会，地点就
是在外宅的会客室里，只有特别重要的客人才能被主人邀请到内宅里谈事。
内宅与外宅之间有一道门，一般做得很讲究，有台阶，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垂花门，俗称二门。
之所以叫垂花门，是因为这座门门檐柱不落地，悬在空中，檐柱头雕成花瓣形或莲花形，像垂下的花
朵。
垂花门坐落在四合院的中轴线上，具有很强的装饰和美化作用。
即便是大门不太考究，但一道漂亮的垂花门会使整个宅院的品位得到提升。
旧时四合院里来了客人都呆在前院的客厅里，主人得到通报后经过垂花门到前院与客人相会。
因此无论什么样的人家，都对垂花门极为注重，建造得尽可能华丽考究，有钱人家更不用说了。
垂花门一般都建筑在青石板台阶上，台阶有三级或五级。
从外院看垂花门，犹如一座华丽的砖木结构门楼；而从内院看垂花门，又像一座华丽的正方形亭子。
这个正方形亭子有两道门，向外一侧的两根柱子间安着第一道门，这道门比较厚重，白天开启，供自
家人通行，夜间就关闭了，外院的人进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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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垂花门内侧的两根柱子间还有一道门，这道门比较轻薄，被称为“屏门”。
屏门一般是关闭的，有影壁的作用，只有当内院里有重大活动，比如婚丧嫁娶，屏门才打开。
屏门关闭并不妨碍家里人的出行，家里人可通过屏门两侧的旁门或通过垂花门两侧的抄手游廊进入外
院。
垂花门的顶部多为卷棚式，门外部分的顶部为清水脊，而门内部分则是卷棚顶，两顶钩连在一起的交
汇处是天沟，垂花门所承接的雨水有一半从天沟的两侧流出，这样即便下很大的雨房檐前也不会形成
雨幕，既方便人员进出，又减少了雨水对垂花门的侵蚀。
从垂花门左右两侧的抄手游廊，就进入内宅了（也可以从垂花门右行转弯下台阶直接进入内宅）。
抄手游廊是内宅必不可少的辅助建筑，它建在正房（北房）和东西厢房的前边，是一种敞开式的廊子
，设有坐栏，家人通过抄手游廊可以方便的进入每一座房间，尤其是在卜陶的时候，一点也不妨碍人
员的走动。
抄手游廊还是一种很好的室外休息的场所，廊子里绘有彩画，在屋子里呆累了可以在坐栏上小憩，欣
赏园内的风景。
四合院的主体建筑就是内宅，由北房（正房）、东厢房、西厢房及中间的天井组成的部分就是内宅。
大户人家的正房及东西厢房旁边还有耳房，用来储存货物或者仆人居住。
大型四合院正房后面还盖有一排正房，称为后罩房，后罩房有时候建成二层楼，称为后罩楼。
正房坐北朝南，它是整座宅院中最主要的房间，其高度、宽度、进深皆应为宅院之最。
正房一般为三间，大宅院为五问。
正房正中一间为堂屋，是会客和祭祖之所，一般墙上都挂着祖先的照片，地上摆着一张八仙桌，几把
太师椅。
堂屋一般坐落在四合院的中轴线上，正对着垂花门。
堂屋前面铺有整块石材做成的台阶，一般是三级到五级，方便贵客从垂花门出来直奔堂屋。
堂屋两侧的房子用作卧室或书房。
卧室与书房一般都与正房相通，有的卧室出于某种需要则单开门。
厢房位于内宅两侧，一般也是三问，正中一间开门，两边房屋侧面开门，老北京称这种房屋为“一明
两暗”。
厢房也要有台阶，级数一样，但比正房要窄一些。
东西厢房都给晚辈居住，一般老大住东厢房，次子住西厢房。
稍大一些的四合院内宅后面还有一个小后院，后院院子不大，建有一排与宅院等宽的北房，称后罩房
。
后罩房主要是做大户人家未出阁女子的闺房，旧时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顾”，指的就是居住在后
罩房里的黄花闺女。
一般情况下她们既不能出外院的大门，内宅的大门也不能出，以此抵御外面社会的诱惑。
有些大户人家的后罩房建成小二层楼，除了未出阁的小姐居住以外，女佣和家里来的女宾客也住在里
面。
五、平民百姓的四合院上面讲的那些功能复杂的内院外院、垂花门、抄手游廊、内影壁、外影壁、屏
门、后罩房等等，其实都是中型大型四合院及王府宅第才有的，平民百姓住的小型四合院、三合院，
可没有那么多的辅助建筑，既没有门房也没有拴马桩，既没有垂花门也没有抄手游廊，也没有内院和
外院之分，一个四合院或三合院就有一个大门，也修不起门楼，在围墙上开一个门洞，安上两扇门板
就齐合。
平民百姓住的四合院也没有那么多讲究，来了客人直接进入房间，找长辈的人就进正房，找小辈的人
就进入厢房。
平民百姓家未出阁的闺女也不像大户人家那样有后罩房的闺房可住，大门不出二门不顾也能生活得很
好。
平民百姓家的闺女有的就跟父母住在一起，住房宽敞一点的单独住在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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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四合院史话》为“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之一，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建筑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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