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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它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修建的。
元至元九年(1272年)改中都北京为大都，立为首都。
元都在北京建大都后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而设计。
城门之间有九条大道相通，街巷排列有序，由北向南称为“经”，由西向东称为“纬”，经纬相交犹
如棋盘。
其间构成五十坊，每坊有坊名，如同方块田地一般镶嵌在纵横的街巷之间。
今日的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以南至永定门共有八坊；崇文门至宣武门之北有三坊；安定门至德胜
门有七坊；朝阳门至东直门之内有五坊；东安门和西安门之外各有三坊⋯⋯如今在保存较完整的东城
区和西城区的一些城建改造较少的胡同布局之中，还能看到当时的规划结构。
北京人称邻居叫街坊，街坊一词就源于坊的街制，至于坊的坊名，现在仍在使用的也只有宣武区的白
纸坊了。
    据史载，元朝时北京城是口字形，这种方正格局也为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式的建筑打下了一个基础
。
1368年明军攻占元大都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因元大都城区面积庞大，为防务需要
将北城墙内空旷之地废弃，城墙南移五里，重建北京城。
明中叶后，南城正阳门外商贾云集，市肆繁华，人口激增。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掌都察院毛伯温等建议修筑外城(正阳门以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给事中朱
伯辰上书说：北京城郊尚遗存有金、元土城故址“周可百二十佘里”，如能“增卑补薄，培缺续断，
可事半而功倍”。
此言既符合“内城外郭”的重城制，保护日渐繁华的街市，又能防止瓦剌、俺答等部族的侵扰，因此
，嘉靖帝下旨兴工修筑。
不过修城墙需要巨资，此事责成历史上有名的大奸臣严嵩办理。
严嵩在规划时将北京城南已有的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西南角”，因而老北京
城的外貌自此形成了“凸”字形，北京人形象地称为“帽子城”。
著名的前门大街、天桥、天坛等商业区域都在外城，这一点也证明了为何有许多著名的胡同、大型的
四合院、门楼上精美的砖雕都在外城的原因。
    1644年李白成率农民起义军进京，随后清军趁机人关，建立了清王朝。
清政府定都北京后，除在京城西北郊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园林之外，对北京城区没有大的改建。
不过，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十九日清政府颁布规定：凡汉宫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屋拆去
另盖或按房取价，各从其便。
让户部、工部详察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作为搬迁费用，并限来岁岁终搬尽。
汉人不仅不能在内城居住，也不能开戏园、会馆，经商之人不能在内城过夜。
城门朝开夕闭，各胡同口还要设栅栏，乾隆年间已有1700道之多，晚清时此规定已不存在，多数栅栏
被拆除，留下了前门大栅栏之类的地名，让人们遥想当年的情景。
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代，尤其是清代对城市规划、街景的面貌非常重视。
街巷胡同两侧的房屋不能随便拆改，侵占街道路面的要拆除，凹进去的要补齐，要横看一条线，没有
房屋的地方要修筑墙垣遮蔽。
与之对应的是城南的外城，因为有许多店铺、戏楼、酒肆、会馆，街巷则很不整齐，出现了许多斜街
、斜巷。
旧时的北京有句俗话：“东富西贵”，“东直门的宅子，西直门的府”。
这里说的“东富”是指东城有很多富贾的邸宅，“西贵”是指西城有许多王爷高官的府邸。
北京内城是王公贵族、八旗官兵、差役的居住地，八旗的分布大体上是这样的：安定门内是镶黄旗，
东直门内是正白旗，朝阳门内是镶白旗，崇文门内是正蓝旗，德胜门内是正黄旗，西直门内是正红旗
，阜成门内是镶红旗，宣武门内是镶蓝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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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城的分布基本上是：宣武门外一带是会馆云集的地方，外省官员和应试举子们的寓所也大部分
在这个区域；前门外是商店铺号之地，前门外至今仍有廊坊头条、廊坊二条等胡同名，“廊坊”也称
“廊房”，是修建租与商人经商的房子，前门外东西两侧还散布着很多戏院；崇文门外是手艺人、手
工业者集中居住的地方；天桥一带几乎没有像样的宅院，这里是平民百姓娱乐的场所，三教九流、杂
耍戏班、相声评书常年在这里演出。
    北京城内的街巷胡同自明清之后历经数百年的变迁，战乱火灾毁坏了不少，后建的房屋大小不一，
使很多地方改变了原有的面貌，甚至出现了“死胡同”。
但有些地方保存得还比较完整。
从另一个角度看，能够在宅邸建筑上使用砖雕的，一般是有晶级的官员和富商，这样的话留存到现在
的砖雕，比较精美、比较集中的地方，与“东富西贵”之说是非常一致的。
在北京比较有名的砖雕主要分布在这样一些胡同的四合院中：交道口头条至国子监大街之间的方家胡
同、北头条、北二条、北三条，这里是北京保存非常完整的胡同文化地带之一，在这些胡同中不仅随
处可见砖雕石刻，而且还有明代典型的尼庵--古刹白衣庵，清代乾隆皇帝的三子循郡王的府邸，闻名
中外的孑L庙，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处于赵登禹路至西四北大街之间的西四北头条至
八条(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的称谓是1965年北京城规划时改的，其原来的胡同名称应该是：西四北头条是
驴肉胡同，西四北二条是帅府胡同，西四北三条是报子胡同⋯⋯)，这里的胡同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格
局；什刹海地区保存着许多清代的王府，胡同也比较完整，如柳荫街、羊房胡同、东明胡同、银锭桥
、南官房、东官房、鼓楼大街、后海南河沿、后海西河沿⋯⋯在胡同街巷两旁的四合院门楼上能看到
雕刻工艺十分精良的砖雕；东城区的南罗鼓巷和东西对称的十六条胡同，建成于元代，历经明、清两
代至今数百年的风云变化，现在依然保存原样。
有些胡同的名称，一直廷用着古老的地名。
其地区的街道对称的胡同与南北主街整体组成了蜈蚣状，老百姓称之为“蜈蚣卷”。
胡同内四合院不同类型的门建筑完整，广亮大门、如意门，均可见到。
⋯⋯在帽儿胡同有古代名园--可园，至今保存完好。
末代皇帝溥仪的妃子婉容的出生地，也在这条胡同的一座老宅子里。
黑芝麻胡同内的清代总督府，至今建筑及全貌保存完好。
前圆恩寺胡同里有座古老的小学校，那是座清代老四合院，分前后院，建筑很有特色。
除上述的著名胡同内的四合院建筑上的砖雕很有特色外，前门大街两侧的胡同内有许多店铺，其门脸
之上一般也要雕饰各式的砖雕，与北京内城的砖雕有所区别的是，它们的造型风格更多地受到了西方
洛可可艺术的影响，装饰特征倾向纤细、轻巧、华丽和烦琐。
    胡同中的四合院是砖雕的载体，而四合院的门楼则是砖雕的重点装饰部位。
中国人一直都非常注重门的装饰效果，它的装饰手法也十分讲究。
另外，从另--个角度看，门楼的作用除了是一个建筑整体的出人口外，人们还将一个家庭的家风称为
“家风”，“将一个家族的资望称作‘门望’；一个家庭的儿子长大要完婚，自然遵从父母之命，听
信媒妁之言，而其中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选择对方的家庭与自己家庭在地位、财富方面的相当者，称
为‘门当产对’；在朝官员犯了王法，不但自身被判死刑，而且还会株连九族，祸及满门，称为‘门
诛’。
由此可见，一个家庭住屋的大门，不单纯是一个出人口，它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的代表，一个家族的象
征了”。
    一个门楼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当然要花大力气精雕细刻地进行装饰了。
不过，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建筑上的每一样装饰构件都有律法规定，不能逾制。
以王府为例，在《清会典》中是这样规定的：亲王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缭以崇垣，基高三尺。
正殿七间，基高四尺五寸。
翼楼各九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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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楼七间，基高尺有八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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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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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