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旧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京旧事>>

13位ISBN编号：9787507712841

10位ISBN编号：7507712842

出版时间：2002-01

出版时间：学苑出版社

作者：余钊

页数：644

字数：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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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旧事>>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九章。
第一章介绍了老北京城的形成过程和总体布局。
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介绍了京派文化、京味文学、胡同和四合院、园林和祭祀、宗教建筑。
第六章介绍了老北京城的商业、饮食服务业以及其他行业。
第七章介绍了老北京的民俗风情。
第八章介绍了老北京的文化教育业、新闻出版业。
第九章介绍了老北京人的民族、社会职业和旗人现象及地域性格。
《北京旧事》在形象细致的描述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保证内容真实性的前提下，注重内容的
知识性和趣味性，并且有选择地对老北京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些分析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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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擅长找乐    老北京人喜欢找乐，擅长享乐，具体的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有许多人好吃。
小说《离婚》中的张大哥说：“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
”老北京人确实讲究吃，上层贵族吃满汉全席，下层市民吃各种小吃。
不同的节令都有特定的吃食：腊八喝粥，除夕吃饺子，立春吃春饼，冬天吃涮锅，夏天吃过水面⋯⋯ 
  北京人还讲究喝茶，当年城内大小茶馆星罗棋布，茶叶品种应有尽有。
喝茶是贵而不费的饮食项目，沏上一壶茶能喝上一天。
还有许多老北京人养成了喝豆汁的嗜好，但还没有听说外地人有嗜好此物的。
曾有外地人来北京旅游，慕豆汁的大名定要喝上一回，结果是大倒胃口，然而不少北京人却对豆汁情
有独钟。
    北京人也爱喝酒，但喝得很秀气。
胡同内外的小酒馆到处都有，大酒缸、硬板凳，二锅头、烧刀子，有几样简单的下酒菜：花生米、豆
腐干，三两酒能喝上两个钟头，讲究把一点一滴都咂出滋味来，绝对不会有东北地区的人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的豪爽。
    普通的北京人虽然讲究吃喝。
但决不奢侈(实际上也奢侈不起)，更多的倒是一些小零碎，像吃炸酱面必须用小肉丁、黄酱，多放点
油干炸。
咸菜丝要切得很细。
北京人力求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获得尽可能多的精神享受。
《骆驼祥子》里写到祥子吃老豆腐：“⋯⋯热汤像股线似的一直通到腹部，打了两个响嗝。
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
”“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
”老豆腐当然算不上什么贵物，祥子的体验却比那些天天有饭局、吃得脑满肠肥的老爷们强上十倍，
显得既朴素又真切。
    虎妞也是个极爱吃零食的北京女人。
她整天不停地吃，导致营养摄入过多，腹中的胎儿过重，造成难产，最后把命也搭了进去。
《离婚》里的张大哥爱吃“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要吃价格昂贵的樱
桃。
    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是老北平人，他对北京的饮食怀有深厚的感情。
有一次乘火车回到北京，在前门下车后直奔前门外的致美斋，大饱口福后再回家。
直到晚年，客居异国他乡，他仍然对糖葫芦、酱肘子等北京食品津津乐道。
他写的《雅舍谈吃》小品文林林总总有数百篇之多，称得上是一位老北京的美食家。
    比起吃食来，饮茶显得更为清高。
话剧《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是位喝茶的专家，“他喝起茶来，要洗手，漱口，焚香，静坐。
他的舌头不但尝得出这茶叶的性情，年龄，出身，做法，他还分得出这杯茶用的是山水，江水，井水
，雪水还是自来水，烧的是炭火，煤火，或者柴火。
”(剧中人江泰语)可是他不会种茶，不会做茶叶生意，他只会喝茶。
    来自浙江绍兴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也最爱喝茶，他将自家的书斋命名为“苦茶庵”。
他认为：“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
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
但偶然的片刻悠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普通的俗人喝茶只是为了解渴，又有几个人能喝出如此清雅脱俗的氛围来呢?    衣食乃人生的最基本
的需求，但在北京人那里，都变成了一门生活的艺术，“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
其实也只是相比较而言，许多北京男人其实也很讲究服饰，正如许多北京女人也讲究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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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饮食文化享誉世界，北京人更是当之无愧的美食家。
欧美国家民众生活水平很高，人们的饮食却并不太讲究，总是千篇一律的牛排、土豆、汉堡包，平时
吃饭，仿佛如同给汽车加油，是在完成补充养料的任务。
老北京人经济虽然拮据，却能在日常饮食中力求讲究，吃得有滋有味，这其中不是正好反映出中西文
化的差异吗?人生本来并不全是为了工作，享受也是人生的应有之义。
遗憾的是有些老北京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忘记了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
做。
    说到玩，北京人的花样就更多了。
清代八旗子弟喜欢玩鹰，架着鹞鹰出去逮兔子，算是继承发扬游牧民族的遗风。
一般的老北京人提个鸟笼子，养上几只黄雀、红蓝靛颏，更是司空见惯。
清晨起来遛鸟，然后进茶馆喝茶、聊天、听评书，是许多旗人每天“必修的功课”。
    北京人喜欢在自家的庭院里养花养鱼。
富贵人家养牡丹花、荷花、菊花，穷苦人家也要养上几盆草花，富贵人家养的金鱼，净是名贵品种，
穷苦人家的孩子也要在小玻璃缸里养上几条小金鱼玩。
每到秋天，许多北京人就要忙着买蟋蟀斗蟋蟀，市井小儿的游戏俨然已经成为许多成年人的事业，指
望着靠斗蟋蟀赢钱赢地。
    许多北京人迷上了戏曲、曲艺。
八旗子弟以演唱子弟书自娱自乐，清末京剧风靡一时，以致流传下“国事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盖叫
天”的口碑。
民国年间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更是红得发紫，京城的戏迷们不知道把多少银钱送进了戏园子，有些
戏迷干脆粉墨登场，以票友的身份唱戏，不仅不挣钱，反而要花钱请名角陪着唱戏，请记者在小报上
写捧场文章，称之为耗财买脸。
在一批京剧名角日进斗金的同时，看戏的贵族子弟却荡尽了万贯家财，沦落为城市贫民。
    普通市民看不起名角演唱的京戏，他们也有自己找乐的去处，那就是被称为“平民乐园”的天桥，
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曲艺、杂技、武术表演，还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廉价的商品。
穷人尽可以到天桥找到乐子，穷人也有穷欢乐。
    北京人找乐的方式方法实在还有许多，放风筝是一乐，逛庙会是一乐，踏青是一乐，钓鱼是一乐，
练书法是一乐，学绘画是一乐，下象棋是一乐，听相声更是一乐。
北京人对享乐投入了过多的热情和创造力，他们使花鸟鱼虫都和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过去北京城里的旗人好玩，会玩，北京城是为他们准备的大型游乐场，游乐的项目之多，已经穷尽了
当时人们的想像力。
    老北京人使生活的艺术发展到了极致，他们在找乐的过程中逃避人生的痛苦，也在找乐的过程中消
磨掉自己的生命。
艺术起源于娱乐，生活的艺术化培育出一大批很有艺术素养的人才。
他们大多出身于贵族家庭，优裕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潜心钻研艺术，以至于陷入如痴如醉的境地。
确实有一些北京人成为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但还有更多的北京入学艺不成，又不具备谋生的一技之长
，以致陷入贫穷潦倒的境地。
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沦落使一批出身贵族的艺术家流落民间，对北京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又
广泛的影响。
    P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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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沧桑往事，浓浓的京味儿，老北京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独特的风情。
北京的现代气息中，其实传承了太多的过去，只是有的变了味儿，走了形。
藤蔓虽长，是由土中生长，藤蔓盘缘，离不开大树的依托。
    本书向你再现了旧京的全貌，再加以文化的解读，让你更深层地品位老舍的“茶馆”和“四世同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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