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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饭店传奇》全景式讲述了北京饭店自1901年开办以来开的兴衰史，而构成这一历史的则是
众多让人读来饶有兴趣，值得咀嚼的历史掌故和珍闻轶事。
“小门童挡驾大将军—冯玉祥”、“蒋介石张学良首晤北京饭店”、“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服务”
、“外宾们说北京饭店是政府宾馆”、“为毛主席飞车送饭”、 “为领袖理发的理发师”、“惊动中
南海的北京饭店事件”等以北京饭店为背景的故事。
该书风格独特，手法细腻，史料翔实，是一部以生动的微观历史细节反映宏观历史的不可多得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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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边东子，浙江诸暨人。
上过学，下过乡，当过教师。
曾任科普编辑、文学编辑、音像编辑。
后转入创作，主要获奖作品有长篇小说《神厨传奇》，广播剧《世纪之声》（合作）、《山魂》、《
妈妈，对不起》、《包起帆》，短篇小说《五十年前的潜伏》等。
近作有传记文学《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广受好评，10集科普卡通广播剧《五福猫和
小红袄》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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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两个法国人，一位小伙计扛洋枪的洋兵闯进了古都，“江米巷”变成了“交民巷”。
两个到中国来淘金的法国人开起了一个小酒馆。
中国人和洋老板争吵，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却是个半大小子。
在北京城东南，有一条举世闻名的街道——东交民巷。
这里本来叫“江米巷”，元代以后，从江南运来的大米在这里集散，故有此名。
明代，这里建起了正阳门，把江米巷截成两半，东边的叫做“东江米巷”，西边的自然就称做了“西
江米巷”。
那时的东江米巷风光旖旎，它的西边有一条河，名为御河，夹岸四季景物不同，春有嫩柳含烟，夏有
绿荫清流，秋有黄栌红枫，冬天更有银镶玉裹的雪世界。
这番美景常引得文人墨客或诗兴大发，或灵感突降。
正是由于这里景色优美，风光宜人，中国人又向有好客的传统，于是自明代开始，就在御河桥边建立
了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机构——“会同馆”。
据记载，1441年建成的“会同馆”分南北两馆，有客房763间，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饭店”。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以后又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向清政府提出，
要建立使馆，常驻京师。
国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互设使馆，本来是一件对等互利的好事，可是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没有讨价
还价的胆量与本钱，只能唯唯诺诺。
于是，御河桥所在的东江米巷一带就成了使馆云集之地了。
北京人常以所在地的特点作街道和胡同名。
某条胡同住过一位姓石的驸马爷，于是这条胡同便称为“石驸马胡同”。
某地曾有一个戏楼，这里就叫做“戏楼胡同”，虽然戏楼早已是人去楼塌，连废墟都找不到了，可是
名字却传了下来。
依据这种传统，北京人又约定俗成的把“江米巷”，改称了“交民巷”。
望文生义，倒也算贴切。
及至后来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行将使馆区扩大，中间设立隔离带。
于是人们也就把东交民巷周围的一大片地方都称作了“东交民巷”。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中国农历算是庚子年，鼠年。
以美、英、俄、法、德、意、日、奥组成的八国联军，借口镇压义和团，保卫使馆，大举入侵中国。
6月17日，他们从大沽口登陆，克天津，陷河西务，下杨村，一路攻城掠地，于8月14日占领了北京。
因为义和团曾经进攻过东交民巷使馆区，因此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东交民巷自然成了屯兵重地。
是军队就要操练，于是东单牌楼以南，崇文门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就成了洋兵的军营和练兵场。
八国联军的入侵，打破了北京的宁静与祥和。
从此，晨曦中东单一带再也听不到那悠远古老的驼铃、巧啭百啼的鸟鸣和苍凉遒劲的叫卖，取而代之
的是操着各国语言的口令声和军刀的碰撞声，还有炮车碾过古老的街道的轰隆声，马队踏过文明古都
土地的铁蹄声⋯⋯以洋枪洋炮开路，外国的资本、商品、各种各样的商人、实业家、投机者也纷纷来
到中国。
可是东单一带的平民百姓总要生活下去，“洋兵”也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剑拔弩张的过日子。
时间长了，一些善于抓住商机的小商小贩就在东交民巷和东单外国兵营周围开了些小酒馆、小饭铺，
赚外国人的洋钱以养家糊口。
慢慢地，有些外国商人也从中悟出了生财之道，于是也在这一带做起了各种各样的买卖，甚至还有妓
院。
从此这里便成了外国兵的聚集之地。
在东单和崇文门之间，有一条苏州胡同。
这名字是怎么来的，说法不一，有人说这里曾经有苏州人聚居，有人说，这里曾经是苏州会馆的所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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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反正和苏州有关系。
苏州人讲起话来，吴侬软语，如莺啼翠柳，鸟鸣花间，非常动人。
可是现如今，离这条胡同西口不远的地方，却有人在大声争吵，一方是京腔京韵，平上去入，四声分
明；一方却是洋腔洋调，出口滔滔，不知说的是哪国话。
原来，这里开着一家酒馆。
这酒馆不算大，门外不仅有中国式的招子、幌子，还有几行洋文。
过往的人们一看就明白，这是专门招揽外国人的买卖。
从此，东单这一带，这种专门招揽外国人的店铺越来越多了。
这天，一位达官显贵不知为什么兴致突发，要用“番菜”待客，于是就派佣人到这家小酒馆订一些煎
牛排和红葡萄酒。
酒馆的老板是两位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外国人。
买卖双方连比划带猜，总算把交易做成了。
可是没想到，正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一位瘦瘦的洋老板用手捏着佣人交到他手里的银元，在手里掂了掂，头一歪，“嗯哼”一声，显出一
脸的狐疑。
那个佣人以为是问他，应当找多少钱。
他心想，“洋人大概不识数，这点账都算不明白。
”就说，“这位洋大人，您应当找我十枚大钱。
”他怕外国人听不懂，又在柜台上写了个“十”。
没想到，那位洋老板对着那个“十”字左瞄瞄右看看，摊开两手耸?肩，随后又伸出右手的食指摆了摆
，嘴里还吐出一大串洋话。
佣人不高兴了，他心想，“怎么着，这洋人不找钱了？
”于是就和洋老板理论起来。
可是因为语言不通，两人越说越乱，正在纠缠不清，另一位洋老板出来了，他不但个头儿大，脾气大
，嗓门儿还大。
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就朝着佣人大吼大叫起来。
佣人因为事关自己的利害，也就扯开嗓子，和那位火暴脾气大嗓门的洋老板争吵了起来。
北京人爱看热闹，洋人和中国人吵架，更觉得新鲜，于是门口堵满了看热闹的人，有胆大的还进了店
，瞪着眼珠抻长了脖子细细地看。
在店里喝酒的洋兵，由于占地利之便，更是拥来了一堆。
围观的人都是想看热闹，谁也没有居中调停的意思，就是想调停也办不到，因为这些中国人里没有一
个能听懂外国话。
而这些外国大兵呢，也没有一个能说中国话，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官员是最好对付的，中国的宝物是
最容易得到的，可是中国的话却是最难学的。
正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个半大的小子忽然挤了进来，他哈哈一笑说：“都
别争了，你们闹误会了！
”大家定睛一看，这个半大小子也就是十四五岁，唇红齿白，模样倒也周正，一双眼睛中透着灵气。
出乎大家意外的是，这半大小子竟然用洋话，对那两个外国老板叽里咕噜了一阵，两位外国老板乌云
密布的怒相，立刻就变成了春风满面的笑脸。
围观的人一阵惊愕，有人不禁啧啧连声：“神了，这么大的孩子就会说洋话。
我活这么大一把年纪，连这洋人说的是哪国话都闹不清。
这孩子必是大户人家子弟。
”原来，那个半大的孩子叫邵宝元，年方14岁。
邵宝元一家原在天津。
天津从地理位置上讲，有拱卫北京的作用，于是又叫天津卫。
邵宝元的父亲本是个手艺人，但是他把教育子女看得很重。
1892年，也就是邵宝元7岁那年，被送进了一所私塾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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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宝元不仅聪颖好学，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表哥因为才学过人，曾经当过晚清摄政王家的
老师，表嫂的学问也很好。
邵宝元每日放学之后，都要到表嫂那里，由表嫂充任“家教”，解惑答疑，另外还要补充些在私塾中
没有学过的内容。
邵宝元的学识长进很快，11岁时就粗通文墨，写得一手好字。
“初生之犊不畏虎”，一次，有人拿扇面来求他书写，他竟也不推辞，挥笔而就，对方看了很满意，
高高兴兴地捧了回去。
邵宝元最难忘的是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在街上拾到了几十个铜钱，喜出望外地把这笔“小财”拿
回家去给父亲看。
都说见钱眼开，没有想到邵宝元的父亲一听钱的来路，脸都变了色，把儿子叫到祖先牌位下，郑重地
对邵宝元说：“儿啊，做人有两不可，‘不义之财不可取，缺德之事不可为’。
你知道你表哥为什么那么早就过世了吗？
”邵宝元摇摇头。
父亲按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说道：“你表哥学问好，可是他帮人家分家。
好嘛，分家，那还不是有损祖德吗？
结果呢，年纪轻轻，还没来得及中举就吐血而亡。
所以缺德的事万万干不得，不义之财万万取不得。
这钱说不定是哪位上有七十老母，下有黄口乳儿的人，辛辛苦苦挣下的养家钱。
咱要是花这钱，那不是缺了大德了吗？
”见邵宝元低头不语，父亲知道儿子是把自己的话记在心里了，就说：“把这钱拿上，在哪儿捡的，
就到哪儿等着去，一定要等失主来找为止。
”就这样，邵宝元真的就在捡钱的地方等着失主，一边等，脑海里还翻腾着父亲的话：“不义之财不
可取，缺德之事不可为。
”这个人生道理很朴实，在现在某些人看来，也许还很迂，可是它却给了邵宝元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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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饭店传奇》：豪华的饭店聚历史烽烟，丰盛的酒宴有唇枪舌剑，华贵的舞厅展人世代谢，显赫
的国宾留种种美谈。
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北京饭店，20世纪中国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在北京饭店留
下了他们载入史册的身影。
北京饭店不仅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它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近现代中
国的外交史、文化史、旅游史。
百年来的北京饭店记载着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那些屈辱、那些抗争、那些光荣、那些梦想，汇聚了一
系列震撼世界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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