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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同，也叫“里弄”“巷”。
是指城镇或乡村里主要街道之间比较小的街道，通过它可以一直通向居民区的内部，它是沟通当地社
区和交通干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中国，尤以北京的胡同最为著名。
可以说，它是北京地方文化的一大特色。
进入现代化的北京城，人们感兴趣的往往不是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宽马路，而是那曲
折幽深的小小胡同、温馨美丽的四合院。
因此，有人称北京的古都文化为“胡同文化”或“四合院文化”
，此话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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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的胡同星罗棋布，每条胡同都有一段掌故或传说。
北京的胡同，绝大多数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十分方正的北京城，
也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精心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建筑的。
又由于住宅是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
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统特色。

从地理位置上划分，前门以北的胡同一般较宽，规划比较整齐，前门以南的胡同一般较窄，规划也不
整齐。
因为在清代时，清政府为了安全，不允许外地来京人员住在京城内，所以外地人集中住在前门和崇文
门外，也因此形成了前门商业区；在外来人员中许多是来京赶考的举人，因此形成了琉璃厂文化街，
天桥地区有许多娱乐场所，北京的剧院也都集中在南城。
北京城内老百姓集中活动的场所在什刹海一带。

北京的胡同里有很多有特色的建筑，它反映了在各个时期里的不同事件和风格，形成了特有的胡同建
筑文化。
胡同里的建筑几乎都是四合院，四合院是一种由东西南北四座房屋以四四方方的对称形式围在一起的
建筑物。
正规的四合院都是坐北朝南，由北房、南房、东西厢房四面围合而成，并由此而得名。
北房称“正房”，南房又称“倒座儿”。
大门位于宅院的东南角上，各房之间用卡子墙相连，从而形成封闭式院落。
四合院中的房屋是按宗法礼教制度的要求设置的。
封建制度的家族常常是几世同堂，又有男女仆婢，这就要求长幼有别、上下有别、内外有别。
全住在同样的房子里自然不成，散居各处又不便管理，只有全封闭式的“四合院”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
于是，这种主仆分明，既有分割，又便于管理的建筑形式就成了居民乃至官室、王府建筑的传统布局
，北京四合院虽为居住建筑，却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

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
的追求。
门楼、牌匾、门楣、花窗、雕墙等部位的镂刻书画内容，把传统艺术文化直接形象地在四合院中表述
出来。
装饰物在四合院建筑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反映出人们对人生的祈求、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是幸福、长寿、富贵、志向的化身。
整个四合院显示出智慧、朴素和民风习俗的美，北京四合院历经了近千年的风雨沧桑，它是北京文化
的象征更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今天，北京的街巷里，还保存着十余处王府，大都是清代建筑，包括五间三启门和三间一启门两种规
格的府门。
现在胡同里留下的多是亲王、郡王的府邸，多为坐北朝南，门前有大石狮一对，并配有上下马石、拴
马桩和照壁。
保存完好的五间三启门王府，如：后海北岸的清醇王府，前海西路北恭王府，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循
郡王府，张自忠路的和敬公主府。
明清时期的官宦之家多为广亮大门，门楼高大，门头及窗檐上装饰着精美的砖雕图案，显示着主人的
身份。
文官雕刻为多宝阁、大象等图案或梅、兰、竹、菊、松等图案；武官雕刻狮子、海马等图案，有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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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门洞，并设有木制懒凳一对。
门楼下有七或九级石台阶，是宅主人品位的标志，门前很宽敞，放置着一对上马石，门楼右边的倒座
儿墙上装配着三四个石圈，内有大铁环，名为拴马桩。

在北京胡同里，数量最多的是如意门，其建筑造型独具特色，门框两侧砌砖墙，门楣与两侧砖角交接
处砌成如意状的砖饰，表示“吉祥如意”，故称如意门，又有大如意门、小如意门之分，门楼造型优
美，砌工考究，门头栏板和敞檐上面雕刻砖雕图案，门簪上有木雕花卉或文字图案。
四合院大门门槛两旁的石墩，建筑学上称为问枕石，它既起门楼的造型装饰作用，又使门框得以加固
。
年代久远的多为鼓形，称为“抱鼓石”，民间也有称其为“
鼓抱石”的，这样的称呼更有其形象性，古老的抱鼓石上部雕有龙头或卧狮，下部的正面和侧面雕有
内容丰富的图案，如：蝙蝠叼古钱画面，谐音“福在眼前”；狮子滚绣球图案，表示主人的武官身份
。

P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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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条胡同不大，总共有21个门牌号，但是在老北京，妓院就占了近20个院子。
这里的妓院主要是三等，有名的有双凤楼、鑫美楼、永全院、天顺楼、泉生楼、连升店下处等。
因这条胡同离一些戏园子和饭庄较近，所以也有几所二等妓院。
 走进现在的“八大胡同”，从一些老屋老楼的建筑仍能体会到当年的风貌，昔日红粉飘香的烟花柳巷
早已成为历史遗迹。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八大胡同”老房太多，改造起来很困难，京城危房改造还没有涉足这里，所以
在满街大兴土木的时候，它才能得以保留。
斑斑点点的角落仍在老老实实地透露着它的秘密，八大胡同的沧桑岁月虽然与罪恶、堕落和烟毒有着
如影随形的关系，但它却也见证了满清末年列强入侵的暴行和民国初年政权更迭的悲哀。
 （二）砖塔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特色，也是北京文化的重要载体。
胡同之称虽然始于大都，却只出现二十九条胡同，而且只有一条胡同有文字记载，其余的胡同则难以
确指。
这条胡同，就是砖塔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
从元、明、清、民国，到今天，都有文献可考，这在北京是孤例。
 关于砖塔胡同的古老，我们可以从元人杂剧《张生煮海》中找到佐证。
《张生煮海》叙述了一个叫张生的年轻人与龙王女儿恋爱的故事。
张生的书童问龙女的丫环住在什么地方，丫环说：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羊市角头”，即羊角市，也就是今天的西四；“砖塔儿胡同”即今天砖塔北侧的胡同，称砖塔胡同
，少了“儿”字。
总铺是军巡铺的总称。
军巡铺是防盗防火的哨所，设在坊巷之内。
每隔三百多步，设一处军巡铺，有三至五名铺兵。
若干军巡铺设一处总铺，如果硬译为现代的北京话，军巡铺相当于治安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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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胡同》是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
读本。
该丛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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