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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天的北京是由历史的北京走过来的。
当我们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北京欢欣不已的时候，往往又会回首低徊，幽幽地怀恋北京的往日⋯⋯　　
是的，北京的昨天，老北京，是我们不该忘怀的。
那里有我们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无尽的情思。
当此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正展开胸怀拥抱全世界的时候，历史上的北京，更是我们中国人和国际
友人众所瞩目。
　　《“北京通”丛书》由《老舍讲北京》、《金受申讲北京》、《张中行讲北京》、《候仁之讲北
京》、《朱家溍讲北京》、《刘叶秋讲北京》、《邓云乡讲北京》、《赵洛讲北京》、《叶祖孚讲北
京》九本组成，九位作者，由老舍到叶祖孚，都是研究北京的大家，卓有成效的文史通才。
他们作为“过来人”，叙说北京的史地，描述北京的风情，记录北京的民俗⋯⋯自有着极为重要的历
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本书主要收录了金受申先生大量写北京的文章，图文并茂。
读者阅读时能够更多地了解北京，了解北京的生活，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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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受申，曲艺史家，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
原名金文佩、又作金文霈，字泽生，北京人，满族。
生于满族镶黄旗家庭，六岁丧父，十岁丧母，家道衰落，由叔父抚养。
他十七岁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即为报刊撰稿，以稿酬弥补生活和购书之用。
十九岁考入华北大学读书。
二十一岁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后改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研读，至二十五岁。
从民国十五年(1926)起一直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十多所中学任教，还当过华北大学等高等学校
的讲师。
他还是名医汪逢春、赵树屏的弟子，兼任过华北国医学院教授。
1953年经作家老舍介绍，调入北京市文联工作，直至病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金受申有《公孙龙子释》、《稷下派之研究》、《古今伪书考释》、《
国故概要》、《中国纯文学史》、《北京话语汇》、《清代诗学概论》、《晚清两大平民诗家》、《
仄韵楼诗话》等多部学术著作出版。
他是博闻广见的“北京通”，熟知北京的掌故，对三教九流广为接触，尤其喜与中下层社会人士交往
。
对于清末民初北京的风俗事物、趣闻轶事、衣食住行、江湖百业、评书鼓曲等各个方面，他都有较深
的考察研究，并用富于趣味的文字翔实地记录下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他就以“北京通”(或“北平通”)专栏在《立言画刊》、《一四七画报》等报
刊上发表介绍北京生活的文章，计有二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其中包括《北平的俗曲》、《北平俗曲
录》、《北平风俗曲》、《风俗曲谭》、《岔曲萃存》、《岔曲笺注》、《北平的评书》、《瞽人的
艺术》等大量有关北京曲艺的文字，所记见闻都来自实地考察，是研究北京历史和曲艺民俗弥足珍贵
的史料。
 
    金受申对北京曲艺的研究评论，除在“北京通”栏目中多所涉及外，还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专
文，论述了评书、八角鼓、单弦牌子曲、岔曲、十不闲莲花落、相声、快书等曲种的起源和演变。
其中1949年前发表的《清秋谈稗》、《凉宵梦忆》、《拉杂谈》等；1949年后发表的《老书馆见闻琐
记》等都有较高的曲艺史料价值。
他还一直注意收集曲艺唱本，所珍藏的二百多首岔曲曲本，也部分地在报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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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受申（1906－1968）原名金文佩，后改名“受申”，满族。
1906年生于北京。
1924年毕业于老舍先生曾任教的“市立第一中学”（即后来的“北京一中”），做过小学和中学教师
，也曾在“京师大学堂”进学。
20年代开始写书，在报刊发表诗文。
1938年北京创办《立言画刊》周刊，金受申成为其主要撰稿人，其经营的《北京通》专栏影响日著，
到该刊停办的1945年共发三百多篇文章，累数十万言，时人遂以“北京通”来称金受申其人。
新中国成立后，由老舍建议安排金受申进北京文联工作，他参与了《说说唱唱》、《北京文艺》的编
辑工作。
一生留下的著作大略有《＜古今伪书考＞考释》、《公孙龙子释》、《稷下派之研究》、《北京的传
说》（初集，第二集）《老北京的生活》、《北京的传说》（初本，增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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