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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地名文化，堪称国之瑰宝。
五千年延续至今不断，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世界罕有：在古老的地名中都有所反映。
为了很好地保护这一珍贵的地名文化遗产，从2004年起，中国地名研究所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
部就启动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和原则，进行了中国地名文化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
这对保护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和中国地名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刘保全主席，2007年8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胡同>>

内容概要

《北京胡同》是“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总结了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遗产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并吸纳了一些专家、学者和“胡同居民”的著作。
    此书是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和中国旅游出版社向北京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献礼！
     在这里，没有壮丽的高山大河，没有细腻的江南秀色，这里只是北京再普通不过的一条条小胡同。
北京的胡同可谓名扬天下，人们提到北京的街巷，就免不了谈及构成街巷的胡同。
胡同是北京街巷的地方特色。
 本书是“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总结了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遗产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并吸纳了一些专家、学者和“胡同居民”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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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这两类大门的不同做法是车门，其做法是在门洞两侧构木制立柱，用一根横枋将两根立柱连接
起来，之后，用类似于菱角的木构件向里外出挑，承托屋顶。
车门实质是一种简易的牌楼门。
车门可以大，也可以小。
旧时的车门一般用于大宅院的马号，俗称菱角门。
也可以很小，用于小家小户。
　　清康熙以后，西式的做法传人中国，在北京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西洋门。
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中西合璧式的大门。
具体做法是在门洞两侧砌砖柱，砖柱之间砌砖墙，门洞起券，再上砌女墙，最常见的是匾额式，也有
阶梯或其他形状。
这种大门可以是屋宇式的，也可以是墙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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