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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名词，位于今天的前门外大栅栏附近，清末民初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
销金窟，并因其曾是赛金花和小凤仙 一系列传奇故事的发生地，至今仍常被人提及。
八大胡同在当时并非简单的风月场所，在某种程度上也近似于公共空间，同时也是那段政局动荡、暗
中酝酿着变革力量的时代的小小缩影。
清末民初，政客、文人、商贾以及妓女，各色人 频繁出入于八大胡同，上演过一幕幕悲欣交集的剧情
。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八大胡同，不仅仅是销金窟，风流地，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政治
的一面凹凸镜。
要想了解老北京的历史，哪里能够迈过它？
”    随着近年日渐加快的城市改建步伐，这片独具特色的历史区域将会逐渐消失。
正因此，肖复兴一次次前往实地，访问健在的老妓女及见证过八大胡同兴衰的老人，去档案馆查阅当
时的档案资料，拍摄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
在作者极具个性的文字和影像描绘中，强大的政治变革力与无名妓女寒微的生命力时时纠结在一起，
八大胡同的几次历史浮沉、以及曾行走其间的人物命运，读来颇令人感慨动容。
    《八大胡同捌章》，全书共八个章节，从多个角度呈现了八大胡同的历史风貌，为行将消失的八大
胡同留存了一份详细的、最后的记录。
作者的笔严谨而生动，他对历史陈迹八大胡同的叙述，是一次最具个人性的人文地理探索。
读者亦不妨参照此书，前往大栅栏地区一游，亲身来体验内涵丰富的北京。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八大胡同捌章>>

作者简介

肖复兴，北京人。
1947年生。
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
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80余部。
曾有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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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今，提起旧北京的红灯区，人们都知道有个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是一种泛指。
北京人对数字崇拜，讲究个“八”字，特别愿意用一个“八”字，雅的有燕京八景，俗的有天桥八大
怪。
这个“八”字只是一个虚数，就像李白诗中说的“疑是银河落九天”里“九”字一样。
八大胡同泛指大栅栏一带的烟花柳巷而已，用当时《顺天时报丛谈》中的话说是“红楼碧户，舞扇歌
衫”，和西洋人的红灯区一个意思。
　　不过，八大胡同的地理范围是有特指的，它们的方向在大栅栏西南，但到了南面的珠市口西大街
为止，珠市口西大街是一道明显的界限。
在老北京，这条街有无形的分水岭的地理标志作用，它以南属于低等档次，上不了台面的。
所以，八大胡同里的妓院虽然也有三四等甚至暗娼，但与一街之隔的铺陈市、四圣庙、花枝胡同里的
老妈堂、暗门子下等妓院，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当时，逛八大胡同，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其意义有时并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寻花问柳，而是
有一种娱乐圈乃至社交圈的更为宽泛的意思在，超越情色之上，称之为泛娱乐化或泛情色化，是有一
定的道理的。
所以，当年军阀曹锟贿选，袁世凯宴请，都是选择到八大胡同。
　　如今，在前门一带转悠，你常常会碰见如老舍先生小说《骆驼祥子》里那些拉三轮的车夫祥子们
，拦住你的去路，拉着你的胳膊，指着他们的三轮车车身上贴着的花花绿绿的照片，热情地对你说拉
你到八大胡同转转吧。
　　八大胡同，在北京名气不小，特别是这几年，前门地区面临着拆迁，推土机日益轰鸣，位于前门
地区的八大胡同命运未卜，从前朝阴影里苟延残喘到了今天，不容易，可是，说没，没准儿就没了，
也就是一口气的事情。
北京的，外地的，甚至外国的，拿着地图，特意到八大胡同来转悠的人增多，败落而凄清的八大胡同
，比以前还要透着热闹。
　　娼妓制度，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
一座城市，在过去的年代里，有妓院，就会有红灯区，妓院作为一种生意存在，便和任何生意一样，
都是喜欢扎堆儿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做规模化发展，生意才能够红火。
在老北京的历史里，前门地区的八大胡同，只能够算做红灯区的后起之秀。
最早出现的妓院在元朝，不过，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花胡同”和“锦胡同”，倒是已经在元杂剧之中出现，但不知具体指的哪些条胡同，即便有特指，
那些胡同早已不复存在了。
那时也有“勾栏”字眼的出现，不过，那时的勾栏指的是民间唱戏说书演杂耍的地方，类似现在我们
的庙会，并不是后来的妓院的别称。
因此，“花胡同”、“锦胡同”到底是妓院丛生的地方，还是勾栏集中的地方，应该存疑。
不过，元代红灯区在北京肯定是存在的，据学者推测，那时的红灯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内城的西城和北
城，也就是现在的西四附近。
学者张清常教授就持这一说。
　　当然，这一说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因为北京城在元朝开始出现了街巷，北京现存的最老的胡同砖
塔胡同，就是元朝的老街巷，在西四以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民国时期，鲁迅先生和张恨水先
生都曾经住过那里。
在元朝时，砖塔胡同是一条非常繁华热闹的胡同，那一带，勾栏瓦舍，歌舞升平，常常是关汉卿出没
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他的戏剧演出的好场所，来这里的人常常可以看到他。
那附近出现红灯区，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情。
现在还存在的粉子胡同和花枝巷（都在砖塔胡同南，很近），估计就是那时候的遗存。
而砖塔胡同肯定是当时最热闹的红灯区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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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马可?波罗在他的笔记中记载，元大都当时有妓女两万五千名，和今天相比，这个数字肯定不算
多，但在当时，确实不算少，那时京城里的人才有多少呀！
这两万五千名妓女，可不是暗娼，或站街女，或发廊妹，那时的妓女，大多是艺伎。
当时，每百名妓女，各设一名官吏管理；每千名妓女，再设一名更高层的官吏管理，如此有序的管理
，为的是迎送外国使节，挑选上等妓女作为款待。
这说明元代国家强盛的气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说明元代的风尚；也说明元代对妓女的管理真是舍
得花气力，远远胜过后代，尤其是清代后期的放任和泛滥。
　　妓院和红灯区在北京真正出现，是在明朝，主要集中在内城的东城，已经从元朝的西边转移到东
边了。
这样区域性的整体移动，和东边的商业发达相关，当时就有“东富西贵”一说，即东城商人多而富庶
，西城官员多而高贵。
妓院移至东城，并非西城的官员就不狎妓玩乐，而是他们和任何政治制度之下的官员一样，都要拘着
点儿面子，虽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却也要正襟危坐，所谓君子远庖厨一般，便让那些妓院都开在离自
己稍远的东城，商人近水楼台，更让娱乐业促进自己的商业，两相发展，彼此得益而如鱼得水。
可以说，这是自有妓院和红灯区的历史以来，一种普遍的经济规律。
 　　张清常先生曾在《胡同及其他》一书中专门考证：“明朝街巷名称中的红灯区有：勾栏胡同、本
司（教坊司，清代笔记把它视同勾栏）胡同、粉子胡同、东院、西院、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
勾栏胡同于民国改为内务部街，今沿用。
东院、马姑娘胡同早已消失。
西院全名为西院勾栏胡同，今大院胡同、小院胡同、小院西巷。
宋姑娘胡同，今东西颂平胡同。
本司胡同、粉子胡同仍在。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它们是妓院所在。
”　　这里需要作一点解释，某些北京胡同，确实如张清常先生所说，是“明朝把它们命名时标明了
它们是妓院所在”，在清朝有所变化和发展。
老北京的胡同名字，特别和妓院关系密切的，有这样几种：　　一是勾栏：这是由唱戏的专有名词延
伸出来的，自古以来，戏子是和妓女一样地位低下的，即使到了清朝，四大徽班进京之后，那些曾经
名扬一世的名角，当时都是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和妓女为邻。
勾栏和妓院，便一直关系暧昧，如勾栏胡同、西院勾栏胡同，一直延续到清代。
　　二是粉子：张清常先生解释粉子同本司，是教坊司，和勾栏一个意思。
民间的解释，更为通俗，有好几个老大爷告诉我，粉子，就是脂粉的意思。
清东城有分司厅胡同，是粉子的音的传讹，因为过去的朝代里，有教坊司一说，并没有分司厅这样的
衙门口。
　　三是院：也是妓院的别称，比如当时著名的西院东院。
当然，现在中国社科院的旧址贡院，另当别说，那是过去朝代礼部的遗迹，虽也叫院，和我们这里所
说的院不一样。
　　四是姑娘：那时候叫姑娘，就和如今称呼小姐一样暧昧，凡带姑娘字眼的胡同，一般都和妓院有
关，比如宋姑娘胡同、马姑娘胡同、马香儿胡同、乔英家桥等。
而且这些带姓氏的胡同，据说当年都曾经有这个姓氏的名妓居住过。
不过，张清常先生说的宋姑娘胡同，指的是现在的东西颂平胡同，在老北京，还有另一条宋姑娘胡同
，在我小时候的住家附近，位于东打磨厂和巾帽胡同之间，离崇文门不远。
那是一条有些弯曲的小胡同，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那条胡同里，我常常到他家玩。
那时的老街坊还常常鬼鬼祟祟地议论，那里曾经是娼寮之地，似乎还有她们的后代在那里住着一样。
大概为了和东西颂平胡同的宋姑娘胡同区别，这里改叫过送姑娘胡同，一为“宋”氏的名词，一为“
送”的动词，北京人的智慧大着呢，不尽的含义都在那里面了。
有意思的是，为了对称，它的北段改成叫接姑娘胡同。
文化大革命前夕，觉得这“宋”呀“送”呀“接”的都不好听，索性改成了莲子西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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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岁月里那些沧桑与故事，便这样被阉割了，如今，因为修新世界商厦和祈年大道，它已经彻底地
消失了，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五是堂子：堂子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和四大徽班进京有关，那时名伶的私寓，称之为“堂子”，
名伶除台上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私寓教授弟子，接待客人，以及从事侍宴侑酒等有偿服务，便有了
“相公”之说。
“相公”一词的前身，便是“歌郎”。
梅兰芳年幼时随朱小芬学戏，便当过这样的“歌郎”，号称“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朱小芬的私寓，便
叫“云和堂”；而梅兰芳位于李铁拐斜街的祖居，即祖父梅巧玲的私寓，叫做“景和堂”，都曾是当
时京城有名的堂子。
一直到光绪末年，堂子在八大胡同越发地畸形兴旺，成为了妓院一种暧昧的别称。
另一种说法，堂子是南方对妓院的叫法，明初皇都移至京城之后，南方人大量移居北京，就和金陵便
宜坊烤鸭移到了米市胡同开张一样，不少妓院也移到北京，在胡同里扎下根，便将那里的胡同改叫成
了堂子。
据说，明朝时京城一共有六条叫堂子的胡同，如赵堂子胡同，解放以后还在。
崇文区花市一带的上堂子胡同，我读中学的时候天天从它身旁路过，一直挺立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不知算不算在这样的南方堂子之列。
在崇文门内东单以南，建国以后一直还在的镇江胡同、苏州胡同，是明显带有明朝南方移民的痕迹的
，而明朝就有的那六条堂子胡同，有四条就在苏州胡同以北。
那时这一带是北京城的城边了，出了崇文门，就是荒郊野外。
我猜想，这大概和最初南方妓女刚刚来京时人生地不熟，一要扎堆儿居住地界便宜，二为南方人服务
和照料方便相关，就和现在北京城边的“浙江村”道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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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勾栏之地自古就上演着一出出历史大戏。
风花雪月里，分明有政治演变起伏跌宕；低吟柔歌中，又可听一声声金戈铁马。
作家肖复兴的这本新著，为读者描写的正是清末民初北京的这样一个特殊舞台——八大胡同。
　　作者的笔严谨而生动，他对历史陈迹八大胡同的叙述，是一次最具个人性的人文地理探索。
读者携书而行，随着他的笔触和路标走进阅尽沧桑的大小胡同，星星点点的陈迹串连起来，也就成了
风风雨雨的历史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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