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四名人胜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四名人胜迹>>

13位ISBN编号：9787561824634

10位ISBN编号：7561824637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天津大学

作者：袁燕生

页数：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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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四名人胜迹>>

前言

　　品读东四，不仅仅为了记忆　　在国家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前夕的5月29日下午，在“水乡北京”漕
运已成历史的东四南新仓皇家粮仓正举行“风雅运河——全国摄影作品大赛”评选活动。
如果说那一折昆曲《牡丹亭》让我们在原汁原味的明代粮仓中感受到高雅、极致、唯美的东方艺术之
魅力，那么评选现场所再现的北京——杭州运河画卷更串起人们对运河文化的美好认知。
如评委会主席、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小结中所言，本次活动的意义在于选择了“运河申遗的主题
”，挑选了运河北京段当年的东四仓储地来评选，征稿及评选的整个过程是对文化遗产传播。
望着参赛者数千计精美、诗意般的新旧图片，我想此景肯定会勾起诸多难忘的记忆。
　　我在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20多年中，从东四经过的次数很多，但真正步入东四街道，品读东四
胡同文化，开始喜欢上东四是中国文物研究所刘志雄主任的引导。
记得在一年多前，我们曾共同策划“品味东四”展览，吸引住我的是东四街道的奥林匹克社区，它独
特的造型及色彩与服务于社区公众的奥林匹克文化内容，极有力的向社会展示东四街道保护胡同四合
院的意识。
在与东四街道袁燕生书记、袁海鹏主任等研讨展览形式时，更走进了东四街道。
慢慢读懂了东四街道，这里的文化自觉使我获得了共鸣。
　　品读东四，指在这里可寻找到“消失”的黄都街区踪影。
如今很多人在议论某些修缮整治工程，因为原汁原味的“老字号”从此在著名街巷上“消失”，即便
将来恢复了商业的店铺，但当年的历史感很难寻回。
而东四仍可见清晰的历史文脉及经典四合院。
东四三至六条保留着元代街巷建筑格局，七条是清代风貌，八、九条为民国时期建筑。
它保留了大片具有典型的四合院落。
从‘一进院’到‘四进院’都有完整的存留，如国家级保护院——清代大学士崇礼的故居坐落在东四
六条内。
　　品读东四，可记忆的不仅仅是浓缩皇都三朝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还有浓厚的人文气息使人文奥运精神在这里彰显。
在这片不足2平方公里的区城内，汇聚着从元朝迄今各时期数十计的名人，从一排排院落中，跨越时
空追寻到历时的脚步。
自元代以来，东四地区不仅是富商的居佳地，也是重要衙门的所在地：皇家的粮仓——南新仓；元太
祖庙——大慈延福宫；明、清两朝的东城兵马司、清宝泉局的造币厂就座落在东四四条内；北平市委
地下印刷机关也曾设立在烧酒胡同等。
在此居住过的政坛要人、名人巨匠更是贯穿了中国一部近代史。
乾隆朝一等诚勇公班笫，其府救在育芳胡同内，以前此胡同曾称为“班大人胡同”。
纪晓岚、崇礼、翁同稣、绵宜，这些朝廷重臣、大学士、皇家国戚都在东四建有府邸。
乃至到了北洋政府段祺瑞、徐世昌、朱启铃也都在东四居住过。
还有那些需要我们一并崇敬的东四居民叶圣陶、沙千里、侯宝林等⋯⋯　　品读东四，最可记忆并传
播的有“左邻右舍胡同情”，更有东四民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竖起的文化标签。
胡同中的“草根”在大都市的混凝土夹缝中之所以成长出来，最主要源于东四街道领导的文化自觉及
保护的正确行动。
他们认为，如何为地区谋发展，为居民造福，是政府的首要责任。
立足于保护，以发展促进保护，是对政府决策能力、执政能力的考验。
可喜的是，他们几年来始终站在民族即世界的认知角度履行保护、继承的权力，在每项工作时，领导
们都严格遵循“文物保护”规定，决不越雷池一步。
2006年6月6日，为配合国家笫一个“文化遗产日”成功举办了《品味东四》展，它通过大量文字、图
片资料，展示了东四地区的变迁，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记忆。
此展长达半年之久，前来参观的居民有数万人之多。
东四街道还在社区中组织手工编织、太极拳、抖空竹等传统技艺的演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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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的宣传。
　　恰为此，作为“人文奥运·文化北京”建筑旅游丛书的策划人及主编，我们选中了东四这个重要
的题材。
因为它体现了文化自觉与人文奥运的主题；因为在这里奥运会及文化旅游会相得益彰，能诞生出北京
胡同及胜迹的精品旅游线路；因为这里太多名人经历的文学脚本能编就并交融起中国历时与现代的文
化“史诗”⋯⋯ 　　说不清是东四街道领导的盛情，还是本人的主动感悟，凭着对东四文脉的浮浅的
认知，竟使我一口气写下这段文字。
愿我的这篇凝思、断想及感言能表达出对北京胡同的挚爱。
愿东四的文化记忆伴着情感如天穹上的月光永远洒在这曲曲弯弯的胡同中。
 　　金磊 　　中国建筑师分会理事　BIAD传媒《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 　　2007年5月3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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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东四——胡同里的故事》的续集《东四名人胜迹》，仍然收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仍
然记录了古老胡同的历史沧桑；仍然反映了胡同人物的细微琐事，但她还忠实记载了东四胡同发展的
辉煌、记录了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建设的激情岁月。
从这本书里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来四胡同的厚重历民。
还能感受到东四人创造历史的无限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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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东四，不仅仅为了记忆感动胡同古都文脉在这里拓展历史寻踪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
遗产的保护奥林匹克社区在发展东四地区文物古迹分布图旧京诉说记沧桑正白旗满族习俗略述明清京
城最繁华的商业地来逛逛东四的“条”追溯南新仓班弟与班人人胡同烧酒胡同里的王爷府触景王府说
古今六条6号院门楼探谜拂去尘埃始现珍记忆先贤展风采惇亲王府里的少年时光父子都是副委员长外
祖父的晚年生活祖爷爷留下的故事徐世昌及其歿园故居小院中的绵绵回忆胡同里的记忆父亲长长的一
生爷爷留给我的这里曾留下梅兰芳的身影往事左邻右舍胡同情将军的回忆年轻时的事儿英若诚与英语
的宿缘我的大院情结龚海英的“贴心人工程”小院里的张奶奶我是东四人收藏着老北京的韵律满医神
针王修身从病号到太极大师满族跤王双德全飞舞的空竹飘扬心愿我母亲是京剧女老生画毛主席像的人
国印后人的奥运缘青年湖是我一辈子的骄傲我在巴黎展出北京“胡同”玩儿的就是心跳有这样一个社
会体育指导员战校素描往昔岁月艺拾零聊天儿我看到的格格戳刀泥模子怀念儿时吆喝声声余音缭绕童
年和我的树从合唱团到“社区邻居节”重建四合院的联想及其他北京的符号特色家庭照片4幅东四奥
林匹克社区建设大事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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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各有特色的豪宅名府　　东四地区历史悠久，旧时这一带豪宅名府甚多。
比如由四条东口进去不远，路北有所宅院，台阶很高，显得有些特殊。
这宅子与1号、3号原本属于一家所有，主人为清朝同治年间当过礼部侍郎的绵宜。
这位绵宜是道光皇帝的本家，属皇室宗亲，因此他的住宅被百姓称为“皇帝的叔叔家”。
别看这座宅子的院门不算大，里面却有三层院落，格局十分规整，据说正房内部的装修全是清朝时期
的旧物，实属难得。
　　与绵宜宅相比，东四六条的崇礼宅更具盛名，这也是东四地区唯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私人住宅。
崇礼是晚清大臣，光绪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
其实他是个碌碌无为的庸才，之所以官运亨通全在于女儿嫁了个富贵女婿，即光绪皇帝的弟弟。
崇礼陡然成了皇亲，身价大增，这宅子盖得自然非同一般。
如今东四六条的63号和65号均属崇礼住宅，全院面积阔达10000m2；东西都是一个四进的大四合院，
后门直通东四七条；宅院中部为花园，有假山、亭阁、月牙河等等。
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部下的刘汝明购得这处宅院，在重新修葺的时候意外掘出大批金银珠宝，其价
值远远超出购房的支出。
有了这笔飞来横财，刘汝明修宅的劲头更大，宅院华丽程度更不寻常。
据说曰寇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北平以后，冈村宁次便把这里占为自己的住宅。
　　在距崇礼住宅东面不远的地方，即如今的166中学所在地，还曾有过一座名府，即民国初年总统徐
世昌的住宅。
徐世吕在清末曾任邮传部尚书直至内阁协理大臣，于1909年住进此宅。
这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原先大门在流水巷，据说护卫森严，要通过空中的过街楼才能进入院内。
1922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4年后下野寓居天津。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多次上门，威胁利诱，想让徐世昌出任伪职，均被拒绝。
后来，他索性闭门谢客，直至1939年病逝。
徐世昌在东四六条居住的那十几年，正是中国经历重大变革和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他扮演了一个重
要的角色，也可算是很值得探究的著名人物了。
　　四、老胡同里的名人踪迹　　说到名人，先说说曾在东四六条55号住过的沙千里。
　　沙千里幼时家境贫寒，小学还未毕业就去一家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
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后转到上海法科大学，于1929年在该校法律系毕业，
很快便成为一个颇有声誉的律师。
　　1936年11月，由于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救国会领导人沈均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
王造时、沙千里7人被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
当时，他们被国人尊称为“七君子”。
　　抗日战争中，沙千里积极从事救亡运动，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为了便于工作，他的政治身份一直到42年后的1980年才予以公开。
新中国成立后，沙千里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82年因病逝世。
　　沙千里故居是一所有三进院子的建筑。
民国时期，这所宅院曾经是一位税务局长的住所，因此在大门外添加了一道推拉铁栅门以加强安全保
障。
现在院子的外观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甚至门口依然保留着一道铁栅，只是不知是否还是原来的那道门
了。
　　在东四地区居住时间最长的名人，大约要算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叶圣陶。
　　用叶圣陶自己的话说，他一辈子只从事过三种职业：一是教员，一是编辑，还有一个是“写写文
章的人”。
然而，将这三种“职业”集于一身并又均能有所建树的人，却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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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员和编辑，叶圣陶都曾称之为自己的“职业”，而谈到写小说，他曾在1956年全国第一次青年
文学创作者代表大会上说过：古往今来能够称得起作家的人不多，实实在在地讲，大家都是些“写写
文章的人”。
然而，人们至今读到他的文章，仍会因其清新平实的文笔而陶醉，这样的文章，岂是一般“写写”而
能成就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叶圣陶就住进东四八条71号院。
该院共三进院落，院内遍植花草，环境宜人；尤其是那几株海棠树，春季繁花似锦，格外诱人。
1987年，87岁的冰心前来探望93岁高龄的叶圣陶，在海棠花下，冰心靠近他的耳朵，叮嘱他要多保重
身体，有人及时用照相机拍下了这难得的动人场面。
第二年，叶圣陶逝世。
　　东四八条111号是藏在胡同深处的一所老宅院，只有拐进一个小夹道才能看到它那简陋的大门。
自门内的影壁前东转，则是一座精美的院门，那里曾是朱启钤的居所。
　　朱启钤在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中当过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还当过一任代理国务总理。
他曾主持正阳门及北京城区改造、修缮开放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筹建故宫博物院、开发北
戴河海滨等，后退出政界，开始从事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并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
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最早研究建筑的学术团体，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在该社担任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寓居上海的朱启钤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回到北京，住在东四八条的住宅中。
不久后，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家眷自上海迁往北京，因暂时没有住处，便借居在老友朱启钤家里。
1959年周恩来总理前往探望章士钊时，发现他们住得比较拥挤，连厨房都是与朱家合用一个，章士钊
的小女儿章含之甚至住在过道里。
周总理感慨地说：“解放10年了你还住在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你找幢房子？
！
我太疏忽了，没有想到，对不起朋友啊！
”不久，章士钊被安排迁至史家胡同51号院居住，此事成为一段感人的佳话。
　　东四牌楼早在1954年已被拆除，而像东四这些“条”还完整地保留着旧时的风貌，真是极为难得
。
　　如今，风行一时的“京城胡同游”仅局限于什刹海一带，其实，东四地区的“条”更有古城风釆
。
老胡同堪称浓缩的古建博物馆，像典型的的王府大门、广亮大门、金柱大门、如意门等等在这里应有
尽有，还有各式影壁、精美的砖雕、奇巧的门礅、古朴的门联，实在是美不胜收。
此外，那些建于民国初年直至20世纪后期的建筑，虽说与老胡同的风格不甚协调，但毕竟是各个不同
时期的产物，也应属于历史长链中的一环。
还有许许多多藏于胡同建筑中的故事、传说，生活在这里人们的习俗与交往⋯⋯这些老屋旧墙、古槐
浓荫以及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共同营造了一种京城胡同独有的安谧祥和的氛围，让人不能不由衷
地感叹：这里才是真正的老北京！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四名人胜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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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