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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随想》

前言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生于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北京城，长于小胡同里的大四合院。一个甲子的时
光，除了上山下乡和当兵服役的6年时间，一直住在靠近王府井大街的煤渣胡同里。这是一条长仅300
多米的东西向小胡同，那个大院落却从南向北进深四重，从小就听原本在旗的大娘讲，是个王公府邸
的宅子。　　北京城地理、民俗和市井风貌具有深厚内涵的代表是胡同和四合院，胡同之名起自元代
，而对胡同的命名，又多是根据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从口耳相传，到约定俗成，最终形诸文字，千百
年来几经改朝换代，变化当然很大，但不外乎以地形、景物、建筑、人物、市场、用品乃至事件等为
依据。对煤渣胡同之名的考据，却无所本，因为它在明代叫煤炸胡同，不知何所取义，至清光绪年间
才改为现名，于是我就顾名思义地认为是用煤渣铺就，比之明清两代皇帝出行都临时清水泼街、黄土
垫道的待遇，觉得这条胡同很不同凡响了。　　我上小学是在香山慈幼院，读初中是在二十五中，念
高中是在北大附中。小学的条件非常好，校址既不在香山，也与抚孤恤贫的孤儿院无涉，其地当钓鱼
台国宾馆的西北侧，20世纪50年代就是群楼房大操场的现代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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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随想》

内容概要

《皇城根随想》写的这类追访胡同历史、介绍四合院风貌、品味名人故居、展示京华民俗的稿件，有
些曾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青年报》等陆续刊登，后来承蒙深圳《
晶报》总编辑陈寅的关照，还在该报副刊开了一个《皇城根下》的专栏，自然也催迫着我不断地写下
去，好歹也凑够百十篇了；现在承蒙东方出版社的关爱，结集出版，喜不自胜之外，只能说出感谢两
个字了。如果这些文字能作为记录和见证近年京城巨变的点滴资料，也算还有点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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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炳华，新中国的同龄人，出生于解放后的北京城，生长于胡同的四合院中。“文革”后期.曾经
上山下乡插过队，扛枪戍边当过兵。1975年复员回京后，先后在文化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
工作，写作了大量各种体裁的新闻和文艺作品。其对由胡同和四合院孕育的京味文化情有独钟，20多
年来，写了不少追访胡同历史、介绍四合院风貌、品味名人故居、展示京华民俗的文字，陆续在北京
和各地的报刊发表。现在作者将此类作品辑录成册，正式出版，仅作了必要的文字校订，内容仍按发
表时的原貌.基本未作改动。北京市近年致力于建设国际化大都会，也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
，但城市面貌还是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从某个角度或侧面来说，此书也可作为记录、见证京城巨
变的点滴史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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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瞻拜历代帝王庙　　北京市和西城区有关部门历时3年多、耗资3.3亿元巨资的历代帝王庙恢复修
缮工程，于2004年完工，并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对北京市民和海内外旅游者开放。这座
体现着中华民族历史深厚悠远、华夏文化传承博大精深的人文景观，已被纳入外国游客入境旅游的常
规行程，人们期望它会很快成为北京吸引海外游客的崭新品牌景点。　　老北京人对京城旧时市井景
况，有一句浓缩了的俗语，道是“东单、西四、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前半句讲的是平民
百姓眼中的热闹之所在。后半句说的是皇家官府视之为庄严的地方。这所谓五坛、八庙的“八庙”，
是封建皇朝京城中最重要的庙宇殿堂，其中就包括历代帝王庙。　　在京城建庙祭祀历代帝王，最初
起自唐代。北京的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据《北平庙宇通检》记载：“明嘉靖九年命即保
安寺故址建，十年三月工成。祀历代帝王。”它与太庙和孔庙一起，并称为明清两代京城的三大皇家
庙宇。据《顺天府志》所述，历代帝王庙在阜成门内大街，坐北朝南，“围垣周百八十六丈三尺八寸
”，庙门三间，左右门各一，庙门外东西两侧各有下马碑一通，上面分别用满汉蒙藏等六种文字写着
“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大字；内景德门面宽五间，更为气派，此门从清乾隆十八年后，改名为景德
崇圣门。庙内主殿“景德崇圣殿九间，重檐，崇基石栏”，非常雄伟壮观。庙内还有御碑亭、钟楼、
致斋所、祭器库、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等建筑。“凡正殿、门庑均覆绿琉璃，门楹涂丹，梁栋
五彩”。是一座地位格外尊崇、为各朝各代尊礼有加的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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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不知道的地方，長知識了。但作者的有些話不準確的讓人感到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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