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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燕京乡土记--上下》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岁时风物、胜迹风景、市廛风俗、饮食风俗和艺
苑风烟等方面，生动地勾勒出一辐古都北京旧时的乡土民俗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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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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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燕京乡土记--上下》

精彩短评

1、绝对杰作
2、看过《燕京乡土记》
3、邓老有时候的冷幽默真哏啊~
4、东京梦华录
5、是了解老北京的重要作品，那回忆中的人们一点甜蜜。每篇都非常好，就是后补的两则有点仓促
感外，都找不到错误的地方。京都旧事，在此一叙。
6、　　增补燕京乡土记
　　
　　记述京华风土的著作多如牛毛，体裁各异，内容也各有侧重。不管它们如何千变万化，只有一点
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这些著作都是由作者们饱蘸着感情写就的。
　　
　　对于先贤的著作，我绝不敢说评价、评论，只能说简单的介绍一些我自己读过的书籍和我十分推
崇的文章。而所谓读过，确是实话，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谓之过。所以下面的介绍只要能引起对所介
绍的书籍和著作的一点点兴趣就算达到目的了。
　　
　　现在把《增补燕京乡土记》（以下简称《增补》）放在第一的位置来介绍，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综述了北京风土的各个方面；而且它内容通俗易懂，不会让刚刚涉猎
这一领域的读者望而却步。
　　
　　我现在手中的这部《增补》是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的。书的装祯很有意思，封面上是“
弘佑天民”牌坊的老照片，如果把上下两册书拼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近乎完整的牌坊。所谓增补，就
说明以前有一个原版，那就是《燕京乡土记》，现在的增补是升级版。不过作者自序写得明白：“此
书与原书源出一脉，实系两书，可并行而不悖也。”这一点从《赠不》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来，如：
　　
　　前有胜迹风景谭，后有胜迹风景补；前有市廛风俗志，后有市廛风俗补⋯⋯
　　
　　如此前后呼应，作者是颇有苦心的，不过我大致也看过《燕京乡土记》，相比起来还是《增补》
比较全面，手头也就只有这两册《增补》了。
　　
　　邓云乡先生早年负笈北平，后来又到上海工作，但是他这一生始终对北京念念不忘，于是也就有
了以《增补》为代表的一系列介绍和怀念北京的书籍。虽然邓先生对北京念念不忘，甚至有点耿耿于
怀，却绝不是抱残守缺之士，丝毫没有遗老遗少的酸腐志气，恰恰相反，他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有着
过人的豁达和开明，从这种品性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久违的气度。而这种气度产生的根基，
则是邓先生的博学多闻。
　　
　　他在《城阙怀古》中写道：“北京拆城墙时，不少人有意见，据闻梁思成先生还为此坠泪，其实
拆了也就拆了，你坠泪又有何用⋯⋯况且陵谷变迁，本是历史之常，阿房未央，今又何在呢？即以北
京说，辽、金析津旧城，元代大都现在又剩下多少呢？所以城也好，阙也好，是不会永远存在的⋯⋯
清故宫当年也有人要拆，后来没有拆，未来呢？谁又能保险？因为感到为拆北京城而掉泪，是大可不
必的。”
　　
　　《城记》这本书我相信很多关注北京城市建设的人都看过，文字老练，感情深沉，我也被其中梁
先生的所作所为感染，所以当看到邓先生上面的文字时颇有些不以为然。不过时至今日，却有了些许
共鸣。远至秦汉，近至唐宋，城郭宫阙暂且不论，就算是最为坚固的万里长城，又有多少流传至今呢
？至于北京，梁先生作为当事人，作为当时的建筑家，为其掉泪乃情之所至。但是就历史来看，沧海
桑田才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相对于世界宇宙，人的世界不过是一撮尘埃，又能算
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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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燕京乡土记--上下》

　　
　　可是有一点也要注意，所谓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需要人的记述，而在这一点上，邓先生所作出
的贡献的的确确是前无古人，恐怕更是后无来者。
　　
　　关于北京风土的著述明代以前的多不可考，明代之中数量也不多，直到清代才有了很大的增加，
但是清末到解放这一段的记载应该说以邓先生的著作为最。如果说现在可以把介绍北京风土的著作分
类的话，那么这部《增补》无疑应该列入“综述”，因为它几乎把北京风土的内容涵盖了，虽然可能
在篇幅和深度上似有欠缺，但是对于一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来说，已经算是达到极致了，基
本可以用来当作其他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其意义不容小觑。
　　
　　其一，内容全面
　　
　　全书的按照目录分为：
　　
　　“岁时风物略、胜迹风景谭、胜迹风景补、市廛风俗志、市廛风俗补、饮食风尚录、饮食风尚补
、艺苑风烟补”。
　　
　　北京的衣食住行，春夏秋冬，城郭山川介绍的一应俱全。虽然只是根据作者多年发表的短文收集
而成，但是各篇之间相互呼应印证，读起来却有一番情趣。两本书上下册，几百篇文章，又是用极通
俗的语言写成，作者之心可见一斑。
　　在开篇的岁时风物略中，作者按照《帝京岁时纪盛》、《燕京岁时记》的成法，把北京的风俗习
惯按照时间的顺序加以排列叙述，这样的方法在《帝京岁时纪盛》、《燕京岁时记》中运用的已经很
娴熟了，但是这两部作品叙述得过于简单。而《增补》则可以说继承并发展了这样的写法，不仅使内
容更加丰富，而且可以说在明清两代的基础上完整的接续了之后的资料，保持了连贯性，这对于了解
北京相关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其二、引证丰富
　　
　　之所以我说它是一本好的入门书，首先是通俗易懂，再者就是它为初次涉猎本领域的人提供了一
幅全景式的“地图”，对此感兴趣的人可以凭借这本书，按图索骥获得到更丰富的知识——当然这也
是所有的好书都应该具有的品格。《增补》这部书，引证最多的就是《帝京景物略》、《帝京岁时纪
盛》、《燕京岁时记》、《水曹清暇录》、《天咫偶闻》、《一岁货声》。一个初学者如果一上来就
去阅读这些书籍可能根本就读不懂，或者说没有老师的介绍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书籍的存在。而正是有
了《增补》这样的书存在，才有可能让初学者读到通俗的文字，而其中有志于此者还会继续进行深入
的阅读和探求——这也是好书的另一种魅力。
　　
　　邓先生的文章写得如此好，也是由于这些文章很多出于知人论世之故。他在这部书中经常提到谢
国桢、俞平伯、夏仁虎等老先生，对于这些人他不仅是认识，且有的还是他的老师、朋友，君子相交
数十年，怎么会对他们和他们的著作不熟悉呢。
　　
　　除了知名的著作之外，作者还经常引用各种俗曲，这在文人之中是十分难得的。民俗这些事情，
本来就是来自于民间，不可能局限于书斋之中。历代的笔记虽然丰富，但是却不可能完全替代民间的
话语。阳春白雪固然高洁，但是下里巴人才是最近真实的。《增补》经常引用的俗曲百本张就是这样
的情形，作者毫不吝惜自己对这些俗曲的喜爱，经常称其为“天籁体的好文章”，远远高于“高级作
家”的文字。
　　
　　其三、情感真挚
　　
　　如书前言所说，《增补》的文章多是“专栏外稿”，虽然“几年之中写了上千篇”，但是“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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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燕京乡土记--上下》

抒发了对京华的眷恋之情，满足了在胸中埋藏已久的创作欲。”这样的编辑方法虽然没有使这部书结
构松散，但是在读的时候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在很多文章的结尾处，作者都要感叹一下
，不是抒发怀念之情，就是太息旧京不再，有的时候甚至赋诗一首以遣情怀，如其在《围炉》一篇中
最后写了一阕《忆江南》：
　　
　　京华忆，最忆是围炉，老屋风寒浑似梦，纸窗暖意记如酥，天外念吾庐。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会纳闷只能会厌倦为什么作者几乎在每一篇文章结束时都要感叹，那么我
想能够好好感受上面一首词中的意味，我们就能理解作者了。
　　
　　当然了，这也并不是说这本书就没有瑕疵，有的时候作者也会犯一些小错误，或者说这根本不是
错误，因为就北京风土来说有的地方并没有确定的根据，更多的时候也就是一种通说。作者在《胡同
》一篇中谈到大小沙果胡同的名字时说：
　　
　　西单原有“大沙果”、“小沙果”胡同，在旧刑部街附近，这是谐的“打、杀、剐”等字的音，
当年在刑部大狱打官司的人，都是九死一生。这些胡同，都是当年犯人必经之路，又是有历史血痕的
了。
　　
　　其实这大小沙果胡同在名称的演变上并没有“打、杀、剐”的意思，他们在明朝叫做大小沙锅琉
璃胡同，到了清朝才成了“沙果”，琉璃两个字不知道哪里去了。具体可以参看一下专门介绍胡同名
字的书籍。
　　
　　这个小错误对于这本书来说根本就是瑕不掩瑜，或者根本说不上是瑕，因为北京历史之丰富就是
由于这些不同的传说存在而深厚的。
　　
　　整体来说，《增补燕京乡土记》这部书，其地位不亚于孟元老之于《东京梦华录》。更为重要的
是，在邓云乡先生之后，在解放之后乃至改革开放之后，北京这个古城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完完全全的
成为了历史，是不可能被复原的了，而见证这些历史的老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只会越来越少。而这部
书可以说担当起了留存这些不可复制和重演的历史的重任。
　　
　　历史远去不可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历史中蕴含的北京风骨、北京性格，乃至京韵京味都有
可能随之消失，而这部《增补燕京乡土记》则就是那种让我们记住历史，而不至于在西化和现代化的
大潮中魂飞魄散的好书之一。
　　
7、好先生写的老北京
8、真是好看！
9、邓先生的文字，好看
10、感谢你啊有澡堂子的资料==
11、邓老的最佳作品了，真实而纯粹的老北京风情
12、　　　　“物不平则鸣”对这本书的评论和介绍很全面。有了这篇评介，什么都不用说了——至
少在关于本书的内容方面。 
　　　　　 
　　　　想说说我自己的感受。 
　　　　　　 
　　　　实在是太喜欢了。邓先生对北京的爱真是深挚，他家本不是世代居于北京的，显见是这座城
市的魅力让他此生怀恋和着迷。 
　　　　　　 
　　　　邓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学识渊博，古文造诣亦精深。《增补燕京乡土记》的文笔异常
平实，风趣，引征的文献掌故也都并不艰深。不管是写风景还是写民俗或是人情都满含着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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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燕京乡土记--上下》

　　　　　　 
　　　　这是一本让我随时随地可以津津有味地读进去的书而且常常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可是我仍然需要通过这本书去了解北京。书中固然描述了许多早已湮灭
的自然、人文风景，同时也涉及了很多我本人见过的、了解的，但与书中记载的已发生了改变的风物
。我也通过这本书回顾着我自己经历的这个城市的变迁。 
　　　　　　 
　　　　对一个城市的缅怀可以是这样的深沉而愉快。而这样一本书在对北京的“宣传”(姑且用这个
词)的作用和意义上更要大过“指南”“介绍”“奥运XX分钟短片”。 
　　　　　　 
　　　　我真是向往邓先生笔下的北京。 
　　　　 
　　　　 
　　　　唯一的遗憾是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和装桢实在是平庸甚至算差的。好在对于我这种看书名和目
录及内容买书的人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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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增补燕京乡土记记述京华风土的著作多如牛毛，体裁各异，内容也各有侧重。不管它们如何千变
万化，只有一点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这些著作都是由作者们饱蘸着感情写就的。对于先贤的著作，
我绝不敢说评价、评论，只能说简单的介绍一些我自己读过的书籍和我十分推崇的文章。而所谓读过
，确是实话，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谓之过。所以下面的介绍只要能引起对所介绍的书籍和著作的一点
点兴趣就算达到目的了。现在把《增补燕京乡土记》（以下简称《增补》）放在第一的位置来介绍，
主要出于两个原因。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综述了北京风土的各个方面；而且它内容通俗易
懂，不会让刚刚涉猎这一领域的读者望而却步。我现在手中的这部《增补》是上下两册，中华书
局1998年版的。书的装祯很有意思，封面上是“弘佑天民”牌坊的老照片，如果把上下两册书拼在一
起可以看到一个近乎完整的牌坊。所谓增补，就说明以前有一个原版，那就是《燕京乡土记》，现在
的增补是升级版。不过作者自序写得明白：“此书与原书源出一脉，实系两书，可并行而不悖也。”
这一点从《赠不》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来，如：前有胜迹风景谭，后有胜迹风景补；前有市廛风俗志
，后有市廛风俗补⋯⋯如此前后呼应，作者是颇有苦心的，不过我大致也看过《燕京乡土记》，相比
起来还是《增补》比较全面，手头也就只有这两册《增补》了。邓云乡先生早年负笈北平，后来又到
上海工作，但是他这一生始终对北京念念不忘，于是也就有了以《增补》为代表的一系列介绍和怀念
北京的书籍。虽然邓先生对北京念念不忘，甚至有点耿耿于怀，却绝不是抱残守缺之士，丝毫没有遗
老遗少的酸腐志气，恰恰相反，他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有着过人的豁达和开明，从这种品性中，我们
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久违的气度。而这种气度产生的根基，则是邓先生的博学多闻。他在《城阙怀古
》中写道：“北京拆城墙时，不少人有意见，据闻梁思成先生还为此坠泪，其实拆了也就拆了，你坠
泪又有何用⋯⋯况且陵谷变迁，本是历史之常，阿房未央，今又何在呢？即以北京说，辽、金析津旧
城，元代大都现在又剩下多少呢？所以城也好，阙也好，是不会永远存在的⋯⋯清故宫当年也有人要
拆，后来没有拆，未来呢？谁又能保险？因为感到为拆北京城而掉泪，是大可不必的。”《城记》这
本书我相信很多关注北京城市建设的人都看过，文字老练，感情深沉，我也被其中梁先生的所作所为
感染，所以当看到邓先生上面的文字时颇有些不以为然。不过时至今日，却有了些许共鸣。远至秦汉
，近至唐宋，城郭宫阙暂且不论，就算是最为坚固的万里长城，又有多少流传至今呢？至于北京，梁
先生作为当事人，作为当时的建筑家，为其掉泪乃情之所至。但是就历史来看，沧海桑田才是亘古不
变的道理，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相对于世界宇宙，人的世界不过是一撮尘埃，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可
是有一点也要注意，所谓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需要人的记述，而在这一点上，邓先生所作出的贡献
的的确确是前无古人，恐怕更是后无来者。关于北京风土的著述明代以前的多不可考，明代之中数量
也不多，直到清代才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清末到解放这一段的记载应该说以邓先生的著作为最。如
果说现在可以把介绍北京风土的著作分类的话，那么这部《增补》无疑应该列入“综述”，因为它几
乎把北京风土的内容涵盖了，虽然可能在篇幅和深度上似有欠缺，但是对于一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
术著作来说，已经算是达到极致了，基本可以用来当作其他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其意义不容小觑。
其一，内容全面全书的按照目录分为：“岁时风物略、胜迹风景谭、胜迹风景补、市廛风俗志、市廛
风俗补、饮食风尚录、饮食风尚补、艺苑风烟补”。北京的衣食住行，春夏秋冬，城郭山川介绍的一
应俱全。虽然只是根据作者多年发表的短文收集而成，但是各篇之间相互呼应印证，读起来却有一番
情趣。两本书上下册，几百篇文章，又是用极通俗的语言写成，作者之心可见一斑。在开篇的岁时风
物略中，作者按照《帝京岁时纪盛》、《燕京岁时记》的成法，把北京的风俗习惯按照时间的顺序加
以排列叙述，这样的方法在《帝京岁时纪盛》、《燕京岁时记》中运用的已经很娴熟了，但是这两部
作品叙述得过于简单。而《增补》则可以说继承并发展了这样的写法，不仅使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可
以说在明清两代的基础上完整的接续了之后的资料，保持了连贯性，这对于了解北京相关的历史，意
义是非常巨大的。其二、引证丰富之所以我说它是一本好的入门书，首先是通俗易懂，再者就是它为
初次涉猎本领域的人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地图”，对此感兴趣的人可以凭借这本书，按图索骥获得
到更丰富的知识——当然这也是所有的好书都应该具有的品格。《增补》这部书，引证最多的就是《
帝京景物略》、《帝京岁时纪盛》、《燕京岁时记》、《水曹清暇录》、《天咫偶闻》、《一岁货声
》。一个初学者如果一上来就去阅读这些书籍可能根本就读不懂，或者说没有老师的介绍根本就不知
道这些书籍的存在。而正是有了《增补》这样的书存在，才有可能让初学者读到通俗的文字，而其中
有志于此者还会继续进行深入的阅读和探求——这也是好书的另一种魅力。邓先生的文章写得如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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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于这些文章很多出于知人论世之故。他在这部书中经常提到谢国桢、俞平伯、夏仁虎等老先
生，对于这些人他不仅是认识，且有的还是他的老师、朋友，君子相交数十年，怎么会对他们和他们
的著作不熟悉呢。除了知名的著作之外，作者还经常引用各种俗曲，这在文人之中是十分难得的。民
俗这些事情，本来就是来自于民间，不可能局限于书斋之中。历代的笔记虽然丰富，但是却不可能完
全替代民间的话语。阳春白雪固然高洁，但是下里巴人才是最近真实的。《增补》经常引用的俗曲百
本张就是这样的情形，作者毫不吝惜自己对这些俗曲的喜爱，经常称其为“天籁体的好文章”，远远
高于“高级作家”的文字。其三、情感真挚如书前言所说，《增补》的文章多是“专栏外稿”，虽然
“几年之中写了上千篇”，但是“充分抒发了对京华的眷恋之情，满足了在胸中埋藏已久的创作欲。
”这样的编辑方法虽然没有使这部书结构松散，但是在读的时候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在
很多文章的结尾处，作者都要感叹一下，不是抒发怀念之情，就是太息旧京不再，有的时候甚至赋诗
一首以遣情怀，如其在《围炉》一篇中最后写了一阕《忆江南》：京华忆，最忆是围炉，老屋风寒浑
似梦，纸窗暖意记如酥，天外念吾庐。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会纳闷只能会厌倦为什么作者几乎在每
一篇文章结束时都要感叹，那么我想能够好好感受上面一首词中的意味，我们就能理解作者了。当然
了，这也并不是说这本书就没有瑕疵，有的时候作者也会犯一些小错误，或者说这根本不是错误，因
为就北京风土来说有的地方并没有确定的根据，更多的时候也就是一种通说。作者在《胡同》一篇中
谈到大小沙果胡同的名字时说：西单原有“大沙果”、“小沙果”胡同，在旧刑部街附近，这是谐的
“打、杀、剐”等字的音，当年在刑部大狱打官司的人，都是九死一生。这些胡同，都是当年犯人必
经之路，又是有历史血痕的了。其实这大小沙果胡同在名称的演变上并没有“打、杀、剐”的意思，
他们在明朝叫做大小沙锅琉璃胡同，到了清朝才成了“沙果”，琉璃两个字不知道哪里去了。具体可
以参看一下专门介绍胡同名字的书籍。这个小错误对于这本书来说根本就是瑕不掩瑜，或者根本说不
上是瑕，因为北京历史之丰富就是由于这些不同的传说存在而深厚的。整体来说，《增补燕京乡土记
》这部书，其地位不亚于孟元老之于《东京梦华录》。更为重要的是，在邓云乡先生之后，在解放之
后乃至改革开放之后，北京这个古城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完完全全的成为了历史，是不可能被复原的了
，而见证这些历史的老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只会越来越少。而这部书可以说担当起了留存这些不可复
制和重演的历史的重任。历史远去不可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历史中蕴含的北京风骨、北京性格
，乃至京韵京味都有可能随之消失，而这部《增补燕京乡土记》则就是那种让我们记住历史，而不至
于在西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魂飞魄散的好书之一。
2、　　“物不平则鸣”对这本书的评论和介绍很全面。有了这篇评介，什么都不用说了——至少在
关于本书的内容方面。 　　　 　　想说说我自己的感受。 　　　　 　　实在是太喜欢了。邓先生对
北京的爱真是深挚，他家本不是世代居于北京的，显见是这座城市的魅力让他此生怀恋和着迷。 　　
　　 　　邓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学识渊博，古文造诣亦精深。《增补燕京乡土记》的文笔异常
平实，风趣，引征的文献掌故也都并不艰深。不管是写风景还是写民俗或是人情都满含着兴味。 　　
　　 　　这是一本让我随时随地可以津津有味地读进去的书而且常常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可是我仍然需要通过这本书去了解北京。书中固然描述了许多早已
湮灭的自然、人文风景，同时也涉及了很多我本人见过的、了解的，但与书中记载的已发生了改变的
风物。我也通过这本书回顾着我自己经历的这个城市的变迁。 　　　　 　　对一个城市的缅怀可以
是这样的深沉而愉快。而这样一本书在对北京的“宣传”(姑且用这个词)的作用和意义上更要大过“
指南”“介绍”“奥运XX分钟短片”。 　　　　 　　我真是向往邓先生笔下的北京。 　　 　　 　　
唯一的遗憾是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和装桢实在是平庸甚至算差的。好在对于我这种看书名和目录及内容
买书的人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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