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北京那些事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老北京那些事儿>>

13位ISBN编号：9787801708731

10位ISBN编号：7801708733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邓向东,刘辉

页数：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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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北京那些事儿>>

内容概要

老北京已然成为历史。
在这里发生的许许多多带有浓郁地域特点的往事和记忆，随着老城墙的破坏和旧胡同的没落，面临着
失去依托的窘境⋯⋯    夕阳下的老北京人如何留住那过往记忆的沧桑？
新一代北京人将如何触摸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的文化根基？
憧憬中华文明古国故都文化的中外游客如何能够寻觅到老北京的魅力？
    翻开本书，贯穿于老北京衣食住行中的那些趣事闲闻、风土民情，各行各业中的仁义礼智信，胡同
人家的喜怒哀乐忧，通过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借助栩栩如生的图画，透过回味深长的诗句，像一个
个回放镜头，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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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串”起童乐——话说冰糖葫芦儿“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
甜里面透着酸⋯⋯”，不知谁家窗户缝儿里飘出了这首馋人的歌，细细咂摸咂摸滋味儿，还真是那么
回事儿。
冰糖葫芦是甜的，可甜甜的硬壳里裹着的是酸酸的果肉；冰糖葫芦也是酸的，可吃在嘴里透着蜜蜜的
甜意。
正如老北京人的生活一样，甜里它透着酸，酸里还裹着甜。
不过，挂在脸上让外人看的永远是一副无忧无虑、乐呵呵的样子。
看吧！
到了年根儿底下，那一串串红、一串串的笑声，能把京城掀个个儿，热热闹闹的就这么着过春节喽。
您有工夫到厂甸、地坛、龙潭湖庙会瞅瞅去，大人、孩子尽是举着个长把的糖葫芦，仿佛不吃这口儿
就不算过节、不算逛过庙会，奇了怪了！
那歌里唱的“糖葫芦好看，它竹签穿，象征幸福和团圆”，不用说，糖葫芦讲究个穿“串”。
现如今，在冷天儿里满大街随处可见。
小贩儿们捆俩稻草堆儿，插上红红艳艳的糖葫芦串儿，专往小孩堆儿里“扎”。
这大葫芦儿“金贵”，只能在庙会上跟着凑热闹。
记得小时候有首儿歌，里面有这么句“正月初一逛厂甸，糖葫芦，好大串”，别的没记住，就记得这
儿时的吃食啦。
吆喝声没忘：“哎，大糖葫芦儿呵；哎，扛串儿”。
说实话，年年到这时候就惦记上扛串儿了，见天磨叽着大人逛庙会。
那大糖葫芦足有六尺，从大到小、自上而下，用数十个山楂果串制在荆条之上，顶上插纸制的小旗，
有红的、有绿的，煞是馋人。
这是专门扛在肩上的糖葫芦。
回想坐在老爹的肩膀上，扛着一大串糖葫芦，美不吉儿的，心里头那叫一个爽。
走一会儿，嘎巴嘎巴来上一个，衣服上满是黏黏的甜甜的。
回到家，那大串的糖葫芦儿，一准儿剩下多半根，举在手上晶莹剔透且红彤彤的，有意无意地在小伙
伴面前显摆。
碰上个铁磁儿的发小儿，咱准张罗着喂他到嘴里头——最多了，也就两颗。
吃多了咱可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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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带着晚秋的香馨，带着挚友的期待，《老北京那些事儿》与读者见面了。
一张张栩栩如生的画页，仿佛把我们拽到了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街头巷尾；一行行寓意深长的诗句
，似乎让我们嗅到了浓浓的唐宋韵味；一篇篇亦庄亦谐的文章，精彩而真实，灵动而可信、热闹而深
刻，撩动了我们对这座古老而充满朝气的城市无比眷恋之情。
展开书页可以觉察到：老北京人曾经历过或还残留在记忆中的往事，通过恰似轻描淡写的叙述，可以
从中寻找些许印迹。
有记载、有故事；有伤悲、有欢乐；有礼仪、有童趣。
贯穿于衣食住行中的趣事闲闻，各行各业中的仁义礼智信，胡同人家的喜怒哀乐忧，像一个个回放镜
头，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参加《老北京那些事儿》的创作纯属偶然。
好友牟宇飞先生引荐，见到邓向东先生。
第一感觉：虽然重残躯体，丝毫削弱不了他的创作欲望。
邓向东写博客：追求完美；定创意：策划严谨。
我很快地浏览了他的博文，感觉到“新浪网”《老北京那些事儿》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我建议：要扩充文章容量并增加情感细节；增加京味儿画面提高可视性；增加诗文创作起到前后呼应
，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与关注。
出奇的一拍即合。
我的挚友钢笔画家王永潮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也愿意同我为“诗文画”《老北京那些事儿》增
砖添瓦。
于是，“北京爷们儿文学创作组”三人团队，在2008年底悄然成立。
崭新的页面，原创的老北京画面率先抓住读者眼球。
诗文不拘泥于咬文嚼字，精练地烘托出情感与场景。
文字是核心主题，丝毫不马虎凑合。
写的过程就是启用细化沉淀于历史深处的事实，忠实于老胡同间曾经盛行的五行八作，用感情针线连
织，用真实脉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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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北京那些事儿》：把我们拽到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街头巷尾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用妙趣横
生的京韵京味语言，讲述老北京独具特色的趣事闲闻、风土民情。
从诗、文、画三个视角，复原老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
美诗、美图、美文，耐读、耐品、耐看，带你品味老北京岁月痕迹和历史烙印的心灵、视觉盛宴。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北京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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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