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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主持编纂的《北京胡同志》就要出版了，这是有关北京研究的一项重
大成果，是北京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并表示衷心的祝贺。
　　胡同，作为北京城市总体建设的基本单元，与今日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一起始建于元至元二
十二年（1285年），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从它一出现就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
从马可·波罗到现代世界知名的建筑大师罗斯穆森（steen Eiler.Rasmussen）、贝肯（Edmund N.Bacon
）等都对北京城及其基本单元——胡同，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赞扬。
近现代我国许多学者都对北京的胡同进行了专门研究，但对北京的胡同作全面、系统、综合性记述的
著作还很少见。
像《北京胡同志》这样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每条胡同的由来、沿革、走向以及胡同内居住过的名人、
发生过的历史事件都作了记述，并配以地图和图片还从未有过。
　　北京的胡同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民俗、建筑、规划等等多种学科的科学内容，为各门
学科研究提供着取之不尽的科学素材。
但近来，由于城市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胡同是越来越少了。
　　几百年来，北京的胡同历经了元、明、清、民国时期，直至解放初期，一般变动不大。
它见证了北京的历史变迁，也经受了岁月的洗礼，留存着人们对历史事件、著名人物的回忆。
胡同在给了北京一代又一代人提供宁静、安详、和谐的生存空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同时，又创
造了独特的胡同景观和胡同文化。
这一切都成了北京人难以割舍的情怀。
那些散布世界各地的北京游子，他们的乡思、乡梦、乡恋都与北京的胡同紧紧相连。
多少回乡的游子驻足胡同时，都会激起对往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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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并比较全面地记述北京（包括城区和郊区县）胡同的起源和发展、
构建特征、历史变迁、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及其现状。
　　二、本志上限追溯建置之始和事物发端，下限到2004年底。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体结构。
其中的“目”为“暗目”，不标注在篇目上。
　　四、为了比较全面地记述北京的胡同，本志胡同的收录范围为北京市所属的十八个区县。
在记述北京胡同的篇目中，各区、县分别为章；区、县胡同以各街道办事处所属胡同或镇所属胡同为
节。
乡、村胡同不在收录之列。
　　五、本志收有北京历史变迁图、北京历代街巷胡同图及所属各区、县街道胡同示意图。
　　六、本志收录胡同，包括现存胡同及历史上存在但现已拆除的胡同。
　　七、本志在全面记述北京胡同的同时，也注意记述北京胡同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文化。
　　八、为保留文史资料及给读者以直观印象，本志收录了大量有关老北京建筑、历史人文景观、传
统民俗及胡同的照片。
　　九、本志在民国建立之前用中国传统纪年，同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图片附英文说明，后面附有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以方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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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第一篇　街巷胡同的源起与构成　第一章　街巷胡同的源起　第二章　胡同的构成第二篇　老城
区胡同　第一章　东城区　第二章　西城区　第三章　崇文区　第四章　宣武区第三篇　新城区胡同
　第一章　朝阳区　第二章　海滨区　第三章　丰台区　第四章　石景山区第四篇　郊区县胡同　第
一章　通州区　第二章　大兴区　第三章　房山区　第四章　顺义区　第五章　怀柔区　第六章　平
谷区　第七章　昌平区　第八章　门头沟区　第九章　密云县　第十章　延庆县第五篇　胡同文化　
第一章　胡同习俗　第二章　胡同言语　第三章　胡同艺文　第四章　胡同系列第六章　街巷胡同的
利用与保护　第一章　街巷胡同的利用　第二章　街巷胡同的保护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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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胡同，是巷子。
巷子里的民居基本单位是宅院。
巷子和宅院的形成，同样有一个演化过程。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群利用天然崖洞为居所。
为了挡风遮雨、防御猛兽，他们经常将石块垒放在洞口；这垒石的洞穴，就是原始人的“宅院”。
到了新石器时代，在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里，原始人以土穴为居。
他们遮风避雨的办法是利用木架和草泥，并由此形成了聚落。
这些手工建造的居所，是那个时代的“宅院”。
　　在先秦典籍中，已有“国家”、“邑里”、“关”、“市”的记载。
“市”，为集中做买卖——或以货易货，或以货币交易的场所。
《易·系辞》载：神农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在我国最早的工程技术专著《周礼·考工记》中，记述了春秋、战国时代王城的规划及宫室、门墙、
道路的标准、尺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其意思为：匠人营建的王城，九里见方，每面
城垣开辟三座城门。
城内辟有九条称“经”的南北方向的道路与九条称“纬”的东西方向的道路，每条道路可以走九辆马
车。
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建造皇宫，皇宫的左侧营建太庙，用来祭祀列祖列宗，皇宫的右侧构筑社稷坛，用
来祭祀土地之神。
在皇宫的前面设朝，后面设市。
朝与市的面积都是一百亩。
《说文解字》说：“市”为“买卖之所也”，“市有垣”。
这不仅标明了它的功能，还表明当时的“商业区”——“市”是有围墙的。
“社”，则说是“地主也”。
《春秋传》载：“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
又说：“《周礼》载：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
”市有围垣，也说明当时的“市”是定点，同时也是有开有关一一定时的。
“经涂”，就是今之干道。
“经涂”之外，还有“环涂”与“野涂”。
《考工记》载：“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环涂”，是指围绕城垣的环行道路。
“野涂”是指城郭外面的道路，不涉及王城里面的道路制度。
道路的等级不同，道路的幅度也不同。
等级越高，幅度越宽。
轨是指车辙，车辙之间的距离，周制八尺，九轨就是72周尺，七轨是56周尺，五轨是40周尺。
涂，后世称街。
《说文解字》称，“街，四通道也。
”四通之路当是大路。
　　“闾”，是城邑中居所的群落名称，最早见于文献大概是在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人们开始以夯土来建造城壁，同时在高大的夯土台上建造宫殿。
此时，木架结构已经成为居住建筑物的主要结构方式，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邑开始出现。
《墨子》卷十三记述：“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以攻宋。
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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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胡同志（套装上下两卷）》是一部全面介绍北京胡同的资料书，收录了三千多条胡同、数
百个名师人故居的历史资料，介绍了胡同的源起、构成、文化和保护利用，近四千张照片和地图更具
有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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