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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距今已有三
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史。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封帝尧后裔于蓟。
春秋战国时燕国灭蓟，称雄北方，蓟成为燕国的国都，称燕京，至今仍沿用。
从秦到唐，一千多年，这里为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称幽州。
贞元元年(1153年)，金朝统治者把首都从会宁一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一迁移到燕京，并在燕京城的基
础上扩建新都，为中都。
此乃北京正式建都之始，其城址之中心，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南。
金元易代之际，元于中都东北郊外建大都，在此修宫殿、筑城池、开运河。
明代，永乐帝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一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并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对北京进行大
规模重修、扩建，形成今天的格局。
悠久的历史和曲折的经历，使北京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珍贵的文物古迹和秀美的皇家园林荟萃：雄
伟壮丽的万里长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建筑瑰丽的天坛、雍和宫、风光绮丽的颐和园、北海公园、
香山公园、规模宏大的明代帝王陵墓以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卢沟桥、碧云寺、卧佛寺、白塔寺、大
钟寺和众多的坛庙寺院等等。
还有那数不清的街市、胡同、王府、名宅、衙署、会馆、老店铺老字号，遍布在四九城内。
至于北京的民风民俗，更是可圈可点、底蕴丰厚。
北京是一本书，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北京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
但变不了的是北京的伟大，北京人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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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明永乐帝定都北平之后，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在这悠久的历史中，北京也经历了它的光辉岁月和风风雨雨。
许多辉煌建筑在这时建立，也在这时被毁于一旦。
有的现在尚存；有的尽管尚存，却已经是不完整的了；还有的已为昨日辉煌，今日记忆。
今天，本书将以丰富的史料，细致的地图，带你重新游历一遍历史中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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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走街串巷卖花人北京人爱美。
老北京的妇女爱戴花。
因此几乎一年四季北京都有推车挑担走街串巷的卖花人。
那时，小贩在街巷中吆喝着卖的花有三种。
一是鲜花。
按季节，春夏之交卖夹竹桃、含羞草、茉莉、晚香玉、西番莲等。
秋季卖桂花、菊花，还有指甲草、鸡冠花、“死不了”等。
再就是胸花。
也是春夏之交，卖的胸花有玉兰花苞、茉莉花。
玉兰花苞有奇香，茉莉花的香昧也很浓郁。
因这在当时是较高档次的花，所以小贩对花格外经心，不推车，不担担，而是挎个竹篮，篮内放块冰
，冰上放几个小铁匣子，花装在匣子里。
铁匣外面还蒙层湿布，为的是防止匣内鲜花锈黄。
小贩串配胸花的技巧很高。
胸花的骨架用极细的铜丝编成，有两头、三头、五头等规格，每个签头上插一朵花。
有钱人家的妇女，将胸花佩在旗袍的领口或左胸前的袢上，既可以起装饰作用，又可抵销汗昧儿。
胸花价钱不菲，一般人家的妇女是买不起的。
还有就是绢花。
这是假花，到腊月快过年时上市。
小贩卖绢花，用上开门的纸盒子盛着，盒子内插着供花(八仙人、福禄寿三星等)，是除夕夜请神时插
在供桌上的吉祥物。
还有福寿字的绒花，大红的颜色，是老年妇女戴在纂后的装饰物。
另外就是绢做的石榴花，老年妇女戴在纂后，希冀今后的日子像盛开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
磨剪子来抢菜刀“磨剪——子来，抢——菜——刀——!”这是磨刀剪的工匠肩扛板凳，边走边吆喝着
招揽生意。
也有吹铜号或打犁铧片儿的。
一听到这吆喝或响器声，胡同里的主妇们就会把使钝了的剪子、菜刀拿出来请工匠来磨，来抢。
工匠干活时畸在板凳上。
板凳的一头绑着磨刀石。
因磨刀剪时须在石头上淋水，所以板凳腿上要挂个小铁桶，里面盛水，冬天要往水里加点儿盐，以防
冻冰。
扳凳的一边还挂一嘟噜旧布条子，那是用来试剪子刃的。
经过工匠手的剪子，要两片剪刃合在一起松紧适度，紧而不涩，松而不旷，用破布试刃口，手腕不感
到较劲，轻轻一剪，布条就断，这就是合格了。
菜刀的刃钝了要抢薄。
抢刀的工具是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杆，两头装有横握把。
铁杆中间嵌一把优质钢的抢刀，实际是个钢刨子，用它把菜刀的两面刃刮薄，再在石头上磨锋利。
工匠除在街巷流动揽活儿外，一般都有自己的固定客户，定期到诸如羊肉床子、猪肉杠，裁缝铺子、
大商号磨刀剪，按月结帐。
现在磨刀剪的工匠很少见到了。
拉洋车绝迹多年的人力车近年又出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但作用却是大不相同了。
南京夫子庙的黄包车，不是为代步而设，而是为怀旧而设。
那些着统一服装，操着和“小苏北”相似的口音向游客讲解历史典故和风土人情的黄包车夫们，口气
中削满是东道主的老道。
北京地坛的一家老北京餐馆也特意在百米远处设洋车夫免费拉食客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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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洋车夫白洋布、黑檐帽，地一溜小跑，引得站在餐馆前肩搭白毛巾的店小二高声请好，一声洪亮的
“里面请”，顺着食客进门，由外向里传递进去，凭空搅出百年前的恍惚。
然而近年来绝迹多年的人力车又出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但作用却是大不相同了。
南京夫子庙的黄包车，不是为代步而设，而是为怀旧而设。
那些着统一服装，操着和“小苏北”相似的口音向游客讲解历吏典故和风土人情的黄包车夫们，口气
中倒满是东道主的老道。
北京地坛的一家老北京餐馆也特意在百米远处设洋车夫免费拉食客前往。
那洋车夫白洋布、黑檐帽地一溜小跑，引得站在餐馆前肩搭白毛巾的店小二高声请好，一声洪亮的“
里面请”，顺着食客进门，由外向里传递进去，凭空搅出百年前的恍惚。
然而近年来绝迹多年的人力车叉出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但作用却是大不相同了。
南京夫子庙的黄包车，不是为代步而设，而是为怀旧而设。
那些着统一服装，操首和“小苏北”相似的口音向游客讲解历史典故和风土人情的黄包车夫们，口气
中倒满是东道主的老道。
北京地坛的一家老北京餐馆也特意在百米远处设洋车夫免费拉良客前往。
那洋车夫白洋布、黑檐帽地一溜小跑，引得站在餐馆前肩搭白毛巾的店小二高声请好，一声洪亮的“
里面请”，顺着食客进门，由外向里传递进去，凭空搅出百年前的恍惚。
贫富皆宜逗蛐蛐蛐蛐儿是蟋蟀的俗称，也称促织。
老北京城里不论是王孙贵族、知名人士，还是平民百姓甚至儿童少年，都有养蛐蛐儿的嗜好。
蛐蛐儿有自己捉的，也有买的。
北京卖蛐蛐儿的地方很多，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以及北新桥、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天
桥、琉璃厂、果子市等地，都有卖蛐蛐儿的摊贩。
买蛐蛐儿要懂得蛐蛐儿的分类。
以颜色来鉴别，“青为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叉次之，白色为下”。
此外，蛐蛐儿的优劣还应从头、牙、项、翅、脚、皮、内、须这八令方面来全面鉴定。
养蛐蛐儿的器具以罐儿为主，一个好的蛐蛐儿罐儿，主人视同古玩珍宝。
罐儿分养盆、起盆、斗盆三种。
养盆高约20厘米，直径约 5厘米，上下一般粗，盆底为白沙细底，这是蛐蛐儿的住房。
起盆是携带蛐蛐儿参加斗局时用的，盆腔矮扁，携带方便。
斗盆是斗蛐蛐儿时用的，形状与起盆相仿，但比起盆大，盆底粗糙，有特制的细道道，便于蛐蛐儿搏
斗时蹬踹。
斗蛐蛐儿是一乐儿。
斗之前，要比较蛐蛐儿的个头大小，不是同一等级的，不能相斗。
北京斗蛐蛐儿分上、中、下三等，也下赌注，有赌钱的，有不赌钱的。
不赌钱的，输赢只是几斤点心或水果。
小孩儿斗蛐蛐儿是下等，几个小孩儿各抱自己的蛐蛐儿罐儿，蹲在树下斗，输赢只是弹脑门儿或玻璃
球儿、香烟画片儿而已。
旧城的十大杠房杠房这个行业，在旧京存在了多年。
老北京人办丧事，出壤时用杠夫抬棺，抬杠的人数是有一定规制的，如帝王出喽用一百二十八人扛，
四分角各用三十二人抬。
朝臣包括王爷女臣按典礼规定最高者可用八十人杠，或六十四扛、四十八杠。
下面贫富不同，用扛人数也有别  巨富人家用六十四杠，富户人家用十六杠或二十四杠，也有用三十
二杠、四十八杠的。
小户人家一般用八人杠，也叫“小抬“，即棺材的前后各四人抬。
不管是官还是民，都不能越过规定。
大杠房是指能承办皇家、王公大臣丧仪的杠房，不是小杠铺。
旧京城中有“十大杠房”，这就是北新桥的永利杠房，它资本雄厚，历史悠久，清时京师出皇杠，王
公家办丧事，都让永利出杠；西四牌楼南缸瓦市日升杠房，军阀吴佩孚死时，就是用日升的六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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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出的殡；再就是西华门外德兴、德胜、兴胜杠房，后门和兴杠房，东城灯市口永畦杠房，鼓楼大街
信义杠房，西单牌楼同顺杠房，西四小吉杠房。
这些杠房也都出售棺材，租赁执事。
这十大杠房和旧京其他杠房、杠铺一样，随着历电的前进，殡仪制度的改革，解放后就都日渐衰落、
消失了。
源顺镖局响城源顺镙局创建于光绪五年(1879年)，是当时闻名京师的镖局之一。
源顺镖局的创始人是王五。
王五名正谊，字子斌，回族，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生于沦州。
出身寒微，家境清苦。
自幼拜沦州“成兴镖局”名镖师双刀李凤岗为师学艺。
进京办源顺镖局，又拜“昆仑派”的“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
王五使用的单刀大而宽，所以江湖上称他“女刀王五”。
源顺镖局旧址在崇文区西半壁街13号，坐南朝北。
原有房屋三十多间，分外柜旁、内柜房和练功棚等。
原门前右上角高竖一面写有“源顺镖局”四个大字的杏黄旗。
进门两厢各设一个柜旁，门道两旁设长板凳，东、西墙壁上悬挂“德容感化”和“义重解骖”两块匾
。
门洞内壁面上方有两块小匾，一为“尚武”，一为“济贫”，均为百姓昕赠。
大刀王五武艺高强，镖局内的三四十位镖师也个个身怀绝技。
镖局师法颇严，平日有镖走镖，无镖在家练功习武，互教互学，并定期考试。
保镖护资乃镖行正业。
除保镖外，王五还广交志士仁人，英雄豪杰。
清未“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幼年曾拜王五学艺健身，两人有师徒之情。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捕入狱，王五曾冒死相救，但因当局防范甚严，未能如愿。
谭嗣同被害后，王五又冒着风险为谭收尸，并运回湖南浏阳安葬。
1900年“庚子事变”时，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等，久幕大刀王五大名，亲自登门拜会王五，请其出山
，共举灭洋大旗。
义和团失败后，由于当地“混混儿”告密，王五被清政府逮捕，后被转送到八国联军的德国人手里，
在前门外东护城河沿英勇就义，时年五十六岁。
王五遇难后，镖局随之关闭，王五亲属花尽积蓄，陷入困境，只好用镖局房屋开客店度日，王五的后
人直到20世纪末，一直住在当年镖局的内柜房。
当年大刀王五使用的红木八仙桌和太师椅“德容感化”匾颈等，也一直保存。
现他们已经搬出这昕宅院。
而争里面极杂乱地盖了许多临时房屋，三四十户本地人和外地人住在里面。
匾额和大刀王五用过的桌椅也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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