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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旅行指南》

内容概要

本书原名《北平旅行指南》，马芷痒著，张恨水审定，1935年出版。

著者以三十年客居旧都之经历，广采博讯，精心编著了这本饶有趣味的旅行指南名著。

书中详细记述了三十年代旧都沿革，名胜古迹（达230余处），食住游览，旅行交通、工商物产、文化
艺术、公共团体、社会公益、风土习俗等方面丰富的史料，并刊有珍贵的古迹名胜照片188幅。

本书由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作序并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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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北京旅行指南》的启迪（戴学锋）

最近，有机会重读北京燕山出版社重新编排整理，定名为《老北京旅行指南》再版的马芷庠先生在30
年代编纂的《北平旅行指南》。恭读此书，受益匪浅，掩卷思之，感悟良多。

其一是对旅游业六大要素（即：吃、住、行、游、购、娱）的认识。

从业旅游工作十余年，早已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即旅游业是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构成，
而对这六大要素的确认是改革开放后十余年才逐渐完成的。翻开《老北京旅行指南》的目录就让我吃
了一惊，该书目录明明按名胜古迹、食住游览、旅行交通、工商物产、文化艺术、公共团体、社会公
益分为七个部分（原书还有军政机关部），不仅完全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六大旅游要素，而且特别
强调了六大要素之外的文化艺术、公共团体和社会公益。读了马老的书，我才省悟，所谓的六大要素
是旅游行为所必须涉及到的六个方面，这早在30年代，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了，只是没用简洁的语
言将其归纳出来。其实，旅游过程是在短期内将人的需求从甲地转到乙地的过程，因此人的所有短期
需求都包括在旅游需求之内，而这些需求简单来讲就是吃住行游购娱，所以这六方面构成了旅游业的
基本要素。但决不是讲上述六个基本方面的需求，就是旅游者需求的全部。在《老北京旅行指南》中
马芷庠先生除重点介绍文物古迹外，还着重介绍了北京的历史沿革、文化艺术、社会团体、社会公益
、军政机关，包括学校、报社、医院、同业会、外阜会馆等等，甚至介绍了北平当时的400多位社会名
流，而将吃住游览放在一部内。从马老书中，我深深地悟得，旅游的核心是体现在吃住行游购娱六大
要素背后的文化，简言之是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的总和。

当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业，当务之急就是建设独具中国地方独特文化特色的旅游业
。而现在在北京，似乎一提起北京旅游文化就是原来天桥那一套。马先生对天桥是这样评价的：此处
虽个别有“身负绝技者”和“武术世家”，但“市井杂处，良莠不齐，率多江湖术士，淫词艳语，以
迎合人心，籍博蝇头微利。”其实北京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皇家文化、宗教文化、仕大夫文化和各层
次的市井民俗文化等，可以讲是集中华文化精华于一地，天桥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是较低层次的部分
。这表明我们对旅游文化的理解多么狭隘。

现在，更有些地区以为建造类似西游记宫、魔鬼妖洞等等人文景观，或是遍地开花的夜总会、卡
拉OK之类就可丰富旅游六大要素中相对薄弱的“娱”，就可以使繁荣旅游文化。这不仅仅是狭隘，
而且是愚昧。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马先生描写的北京特有的文化景观都消失了，比如护城河边的驼队、东便门外
的游船、走街串巷的叫卖等等，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一些是可以保护利用的，比如什刹海边
的民俗景观等等，这不仅对旅游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也是提高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方面。
还有北京独特的饮食文化。比如全聚德，现在大家普遍仅仅知道烤鸭做得好，而不知这里的拿手菜还
曾有蘑菇鸡和沙锅鸡。当时北京叫得上名字的餐馆，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拿手菜，如东兴楼的拌鸭掌
、炸鸭胗，泰丰楼的乌鱼蛋，淮扬春的肴肉煮干丝，西来顺的扒三白，厚德福的铁碗蛋，五芳斋的酱
牛肉等等。今天北京各个餐馆不是一窝蜂生猛海鲜，就是上海本帮菜。再还有走遍世界都是同样味道
的肯德鸡式的快餐。真不知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文化的退化。反正旅游者还是喜爱原汁原味的特色菜
和北京特色小吃。保护、发掘北京丰富多彩的文化，发展旅游业大概没有给高楼大厦戴小帽子这么简
单，古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挖掘利用古都文化还须仔细斟酌。

其二是对北京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多年兵燹和人为的破坏，许许多多马老当时讲到的文物现今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而初版此书是在1935
年，距今不过50余年。短短50年与北京建城3000年、建都800年的历史相比实在是太短暂了。仅仅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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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京城墙上城楼的飞檐和城下婆娑的垂柳还在护城河中映出清晰的剪影，智化寺雕刻着九条盘龙
生动精美的天花藻井还没有被盗卖到国外，北海小西天内的佛像还没被日本兵捣毁，各个街道路口的
牌楼还没有仅仅因为阻碍交通而拆除，宝珠洞内的肉身佛像还没有被列为封资修⋯⋯。由于社会落后
，经济不发达，以及各种人为的原因，马老介绍的文物古迹中有几十处现在已经消失了，让人痛心疾
首。因此，对于幸存的文物古迹，我们更应珍爱，加倍呵护。这也是重读《老北京旅行指南》的教益
。

50年前对文物古迹的开发利用方式有许多值得今天借鉴。比如故宫的开放，采取周日、周四开放中路
及内东路，周一、周五开放西路，周三、周六开放外东路，周二开放中路各陈列室和慈宁宫、慈宁花
园的方式。现在故宫只开放中路和部分东路部分内西路，中路的三大殿等主要景点不堪重负，人满为
患，不得不采用环保鞋等方法保护文物古迹；而且对旅游者来讲，一天时间根本不可能将故宫看完，
只能是走马观花。如分天分段开放，既可让旅游者遍览故宫全貌，又可让故宫的不同区域得到休整，
还可增加故宫的神秘色彩，甚至可增加旅游者在京的停留时间（统计表明来京海外旅游者的平均停留
时间只有不到4天），提高人均消费（统计表明来京海外旅游者人均花费已经4年徘徊不前了）。再如
玉泉山，门票仅仅5角，一般人都可接受，而园内房屋也可租用，且价格颇高，其中优等房间月租金
可达200元（当时一般人的月收入仅为20元）。这样效益颇丰，而且贫富各得其所。原来那时人们已经
意识到，提高旅游业的效益不能仅仅依靠门票收入，更不能简单地提高门票价格，将一般旅游者拒之
门外。现在颐和园等古建内的也有很多房屋也大都闲置，如果适当装修出租，我想租金肯定高于五星
级饭店。目前一些单位为“充分利用” 文物古迹，大搞与文物古迹无关的娱乐项目，如圆明园的满是
牛鬼蛇神的世界图腾园等，将文物古迹弄的花里胡哨俗不可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游人提高经济
效益，实际上却适得其反。看来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文物古迹充分发挥其作用，30年代的做法
的确有很多值得今天借鉴。

其三是旅游指南的价值。

马先生著《北平旅行指南》是带着深厚的感情的。马芷庠先生虽非北京籍贯，但客居北京多年，从事
新闻工作二十载，对北平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旧都掌故，知之甚祥，爱之甚深。马老为著此书广采
博讯，查阅大量资料，历经数载，精心整理，加之张恨水等社会各界名流鼎立相助，终成此书。此书
仅介绍的景点就达230处之多，非常全面。（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人文景观和开发自然旅游资源，到1997
年，据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统计，北京开放的所有景点也只有250余处。）此书刊登的照片有188幅
之多，在拍照相当困难而昂贵的三十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许多景点，马老都亲自考察，且颇有心得
。如贤良寺（后改为小学，我曾在该处读书；再后开发旅游业建大饭店将其拆除），马先生写道：“
庭中古柏参天，老槐荫地，清凉至甚。如夏季吾人苟置身庙中，就荫凉下，盘膝而坐，以茶一瓯，书
一卷，祛斯炎氛。卷而抛书一觉，午梦初长，不知炎暑，则不啻又一桃源也。”再如什刹海，马先生
写道，“沿堤垂柳，满塘芰荷，熏风拂水，藕香扑鼻，别有境天也。”旧京的小吃最具风味，12种脍
炙人口的小吃，被各配一首打油诗和一幅精彩线描画，生动形象，使人如临其境，旧京的市井民俗跃
然纸上。

马老文化积淀深厚，很多看似平常的景点，一经马先生点化，寥寥数笔，便熠熠生辉，引人入胜。如
西直门外的高粱桥，只“入暑后，蝉鸣柳荫，不让江南风景”十几字，便境界全出。再如夕照寺，只
“古寺夕阳，诗意绝佳”八字，顿觉古意浓重。吾侪俗辈就是临大川、巨壑、千年古刹也难体会其中
奥妙，然每每一经名人点化则觉奥妙无穷。如黄鹤楼，因崔颢的千古名篇，而声名远扬。其实，我们
平时欣赏名胜古迹往往是按照一些审美大家的眼光去欣赏，否则我们自己很难发现其中的美感。读马
芷庠先生的旅行指南，如同跟着先生，按着先生的眼光深切感受了一回已经和正在飘逝的古都风貌。
这便是旅行指南的真正价值！

用剪刀糨糊“裁减”的旅游手册也可以史料详实，数据精准，但是由于没有切身的感受，如同没有生
命的蝴蝶标本，就是再著名的景点也不能给人心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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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北京燕山出版社再版马老的《北平旅行指南》时，用“马芷庠著”而不是原书用的“编
”，的确非常准确。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北京旅游的最好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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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民国时期的细节、品味与幽默，还有极其详实的材料。其中从上海来北京七日游那一段写得真是
好，火车上的蛋炒饭、北平的人力车资、景观线路、美食及娱乐建议，简直绝了！马先生积淀深厚，
文笔流畅，太棒了！
2、太多景已经看不到了...老一辈人写的太用心了！这比lonely planet资格老了几十年吧？
3、极好看，强推！1935年版本，再见民国时期的北京。
4、北平旅行指南这个名字多好
5、马老先生写的，张恨水作序
6、很好玩。完全可以拿来做参考书。发现当年清华一学期学费只要十元，北大要一百多，是贵族学
校啊，哈哈。
7、分明是1935年的LP北京嘛,哈哈
8、偶然在书吧看到以为是一本旅游指南，其实更确切的说是一本历史。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会
感到亲切和惋惜吧。
9、我一直按照这本书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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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是好书这就不说了。因为太多都已经消逝，反而让人用看西洋景儿的感觉在读这本书。比如讲
到旅行交通，除了汽车价目（附马车），还有轿驴价目。比如西山饭店到香山：轿每乘往返四元，驴
每头往返一元。 比如讲到工商物产，说有一个北平大众袜厂，出品：博士牌男丝袜，学士牌男女毛袜
，硕士牌女装丝袜；比如讲到联号的面包点心，出品：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芙蓉糕，这怎么听着就
比现在的糕饼好吃啊。喜欢书法的人依稀可以按图索骥，找找严嵩李鸿章的遗墨——要是还没有被毁
掉的话。
2、读过老舍的《想北平》，在他的眼里，民国时期的北平是可以与伦敦，巴黎，罗马，伊斯坦堡这
四大欧洲古都相媲美的。他说，北平和巴黎更像，但是巴黎和北平相比还是要差那么一点儿。“巴黎
，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象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
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
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当看到这段描写的时候，觉得更像是一个童话。我
知道，老舍的北平和如今的北京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地方了。城墙没有了，胡同拆掉了，北京早已大到
没有边际，让你“快乐的坐一天”的地方再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土不土洋不洋的建筑。如
今的中国人，如今的北京人，即使他再爱北京，也不会有人敢把北京和巴黎，罗马相提并论了吧。《
老北京旅行指南》是一本民国时期为来北平的旅行者写的书，详解介绍了北平的衣食住行和旅游景点
，甚至怎么坐驴车坐轿子都一一指出了。不过如果你是现在来北京旅游，这本书恐怕派不上什么用场
，因为书中的大部分地方如今就只剩下地名还在了。不过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看看，这60多
年来，我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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