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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宝泉，号大水，民俗学家，满族，巴雅拉觉罗氏，清驻藏大臣巴忠、健锐营佐领僧额布、笔帖式巴
大禄后裔。1922年生于京西香山南麓健锐营镶红旗北营，就读于香山慈幼院、香山八旗高等小学校
。1944年经屠世良先生介绍进入中法合办的电车公司，先后任稽查、司机。1948年底为北厂护厂队员
、1949年为队长、195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业余以写作、弈棋为乐，棋艺之高与张福田、宁致远二
老并称“北厂三杰”。存有《健锐营述往》(20万字)、《北京街巷胡同分类笔记》(35万字)、《京旗风
俗志》(20万字)、《黑白死活八十一式》(4万字)四部手稿。其中《健锐营述往》有关章节已在《北京
政协文史资料》、《海淀文史丛书》中部分刊登。2000年5月病逝。    老伴刘贵卿，北城世代中医正骨
名家刘凤鸣(岐)、刘术奇之长女。一生贤淑、勤劳，初小文化，稍有笔耕，字极清秀。独记忆力非凡
，文人往事，思如泉汨，如数家珍。宝泉先生文稿多由其整理、粘贴。    先生有子三：鹏群、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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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京城概况1．元大都城的布局2．明代北京城的改建3．清末民初以后北京城的变化北京的街道1．街
道和胡同的含义2．街道胡同的形成和命名内城和外城街道胡同命名的特点1．内城部分2．外城部分街
道胡同的道路和四合院1．街道的变化2．四合院与王府北京城内街道胡同的数目和名称变革1．街道胡
同的数目2．街道胡同名称的变革3．街道胡同名称改革的逆流北京城内街道胡同名称的分类1．以宫廷
内府命名的胡同2．以仓库命名的胡同3．以贵族府第命名的胡同4．以宫廷内府所属机构和衙署命名的
胡同(附仓库)5．以地形、胡同形状特征命名的胡同6．以特殊标志命名的胡同7．以河渠、河沿和桥梁
命名的街道胡同(附护城河)8．以海、湖、潭、池、湾命名的胡同9．以市场、产销地点命名的胡同10
．以园命名的胡同11．以草厂命名的胡同12．以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命名的胡同13．以井命名的胡
同14．以食品命名的胡同15．以用品器具命名的胡同16．以服务行业命名的胡同17．以庙宇所在地命
名的胡同18．以动物命名的胡同19．以植物命名的胡同20．其它21．附录(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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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在南北向的九条干道中，当中一条，是全城的中轴线，以当时的“中心之台”为起点，向南北伸
延，北抵城北墙，南连丽正门，庄严雄伟的“大内”，就建筑在这条线上。在大内和其他宫殿的周围
，也就是后来的皇城。皇城的西北部是积水潭，皇城和积水潭的位置，使街道的网格形，出现了曲折
，有的街作丁字形(王府大街在元时即名丁字街)，有的形成了斜街，最著名的是鼓楼西斜街，就是今
天鼓楼西大街的前身。以上就是北京城内街道、胡同的基本规格。    大都城建成后“贵戚、功臣悉受
分地以为第”。同时机关衙门、仓库、货栈也相继地修建起来。这些新建筑，在一条胡同中是个显眼
的目标，于是即以某贵戚、功臣、衙门等引人注目的名称作为街道的命名，自然就多了起来，有的一
直保存到现在。如崇文门原名哈岱门。据《忻津志》上的记载：“哈岱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这
就看出哈岱门是由这个王府的所在而命名的。另在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我家住砖塔儿
胡同”的词句，这就使我们看出，所谓砖塔胡同，即是现在北京西四南西侧以万松老人塔而命名的胡
同，至今仍保存原名。砖塔胡同在元代属于西院勾栏胡同，当时这一带(包括现在的大院胡同)是妓女
聚居的地区。    明代定都北京以后，不仅对城垣、宫廷有较大的变革，还修建了不少王府和住宅。王
府集中的丁字街，当时就改叫王府街，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南段。燕王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他的功臣
大都住在北京，不少胡同就是由于这些功臣住过而得名。例如帮助朱棣“靖难”而立功的徐增寿(大将
徐达的三子)被封为定国公，他所住的胡同就命名为定府大街(即现在定阜大街)。永康侯徐忠所住地，
即名永康侯胡同(现名永康胡同)等。另外还修建了不少衙署、仓库和寺庙等。这些建筑又为胡同的显
眼标志，也就成为胡同命名的依据，至今北京尚有不少街道、胡同的名称都是明初遗留下来的。    清
王朝完全沿用了明代的北京城，街道、胡同的位置和名称，也多因袭了旧制，既使出现了新的宏伟高
大的标志，胡同名称也多不改。例如：清初八大铁帽王之一的郑亲王府在西城大木仓，是王府建筑中
较有名的，可是胡同并未改为郑王府胡同，而仍称大木仓胡同。所以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中说：
“京师坊巷，大抵袭元明之旧”。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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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紫禁城和胡同是北京城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前者是旧时帝王居住的宫城；后者是平民百姓住宅的集
中地，间或也有昔日王侯贵胄的府第⋯⋯近年来，北京的“胡同游”成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正如历
史学家所言，一条条街巷胡同本身，就是一座座历史舞台，多少震撼人心的事件，多少历史人物的活
动，都发生在其中。正是“胡同游”带热了“胡同书”，本书既是其中的一册，以街巷胡同为线，为
我们编绘着了一幅美丽的街巷胡同画卷，还记录了许多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名气，但又因社会上的某些
因素而从未披露的名人和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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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白老爷子我真给您烧高香了！您这几十年心血编纂出的这本书将为内些没经历过胡同的北京人们
带来一次对于历史的完整回顾！活生生的！
2、没有胡同名字的目录，不便于查找。不太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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