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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建国门地区史语〉 一书，实际上是一本城市区域志。人们常说盛

世修志。"近年来北京史志大兴，出版的书籍不胜枚举，区县志、行业志、

园林志、文物志……琳琅满目。不过，从偌大的京城找出一个街道办事处，

写出一本内容翔实、鲜活生动的志书，还是很少看到。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区域志或称"社区志很难写，它不像城市意、区县志那样

内容全面，又不像行业志那样系统，也不像一座园林那样有许多绚丽的画

面可描述。 因其小往往不被重视，因其难很少有人尝试。所以，建国门街

道办事处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相关人员是一群"先吃螃蟹"的人，

他们编写这本小志书为方志事业又打开了一个新思路。他们以历史为线索，

用街巷、胡同画出一个面，再以名人历史遗迹为重点，写出那些人和事，这样，

一个古老的社区就跳动、鲜活起来了。

目下，北京城市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的巨大变迁，不可避免地带来

了一些街道、胡同、四合院，乃至历史遗迹的减少和消失，老北京的生活

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然而，社区就像一个人、一棵树，人再大依然保留

着父母的基因，树再高也离不开自己的根。新兴的市场、楼宇、实业正在

不断创造着巨额的财富，也改善着我们的生活条件。但人们不仅需要物质，

更需要精神。老社区承载的是我们先人的魂晚和祖宗的血脉。如何从中寻

找那些优秀传统，找出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这不只是发古之幽思，寻逸

闻趣事，而且是当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和"首都文化中心区、世界城

市窗口区"的区域定位之所需。从这一点说，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真

是思虑深远，开了个好头。其实，哪个地区不需要这种寻根觅晤的工作呢?

北京应有更多的"区域小志"才好。

本书的一大亮点，是它不完全像一般志书那样仅仅平列许多事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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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通过表象进一步发掘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征，以为今日之借鉴。

对建国门地区的传统特点，作者从 〈 易经 〉 的"罢卦" (言)入手，

是一个锐敏而又有趣的做法。"易

是以八卦之象来解析自然、社会、人事之万象、万物。所谓"京城翼隅

用白话说便是京城东南角

( :::) ，此方向为东南 i 气象为f风X巩飞 i 人事为文明、教化或才子±人 i 事业

为财源源、融入之地 1 经营为竹木商贸之利，性格为条达吸纳，人体为肝、为

目 …如此等等。看建国门地区的古今功能确实大体如此。都志群先生在

〈绪论 〉 中以宾卦为内涵归纳出该地区四大文化特点·地理优势、教化之

区、名人云集、 东富之域，是相当贴切的。它不仅是历史，也符合于当今。

追溯泡子河的遗迹，使我们又想到元大都通惠河的灌运，想到那"转粟春

秋人，连情集万艘"的画面。而今之北京站，仍然是八方物资来汇，日日

人流如潮。古代建国门地区的贡院，既是顺天府乡试的地方，更是朝廷会

试和恩科开选之处，所以有大量文人学士在此集聚;而近代又有那么多的

文学家、 教育家、艺术家、科学家在此择居，形成鳞次柿比的名人故居。

如今，文化大发展，宾隅一角已难以容纳那么多文入学子，表面看文教区

转移到城之西北学院区，但建国门却依然有全国最高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

科学院和典型的传统文化标志长安大戏院等坐落于此。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而是历史文脉的自然传承。在经济方面，这里在古代不仅是灌运的进京之路，

也是宝源局制造货币之处。还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的崇文门关税卡。当时，

京城粮米由灌运而来，而日常所需的鱼肉、果蔬、布串、药材、器物则集

中由崇文门而入，所以，崇文门关税成为京师财政的重要来源。而今天翼

隅"的"财气"又集中表现于

可见'一个区域的变化、发展有其内在的源由。

"区域志 " Jifi记载的，是以往的经验、先人的智慧和区域本身的规律。

那些己消失的胡同、 四合院、名人故居等古迹固然令人遗憾、 叹惋，但若

能通过志书、笔记、回忆录等种种方式记录下以往的点点滴滴，亦不失为

一种"抢救精神"的重要工作，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写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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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直宾胡同的瞿秋白故居，我们会想到这位革命家弹着风琴重译 〈 国际歌〉

的英姿 ， 提到东总布胡同的作家宿舍，我们仿佛又看到赵树理、 严文井、

艾芫、 文Ij白羽、萧乾等现代著名作家的身影，而看到关于火烧赵家楼的历史，

便会忆起爱国学生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历史是泉源、 河流，它会源源不

断地把那些优秀的精神传统注入今人的血脉，给我们鼓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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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

2012 年 7 月 18 日

于石景山依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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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都志群

建国门地区是指今北京城区东起建国门北大街、建国门南大街，西至

崇文门内大街、东单北大街，南起崇文门东大街，北到干面胡同、禄米仓

胡同这一区域，即由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管辖的行政区域。从元代开始，

这一地区初步形成街巷，到明清最终纳入北京内城，并逐步发展成为一片"不

远市尘外，污4然别有天"的市井街巷。

直至今天，建国门地区仍然拥有 3 处国家级、 10 处市级、 4 处区级文

物保护单位， 19 处未核定等级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众多的近现

代名人居所等，显现其涵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时，这里又在半个世

纪以来，先后矗立起北京站、国际饭店、中粮广场、长安大戏院等现代化

建筑，表明这里又是一片文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

交相辉映，京韵风情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正是建国门地区今日的写照。

探寻建国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首先要以北京历史文化作为大背景，

这是必要的前提。其次要定义好什么是地区历史文化特色?所谓地区历史

文化特色，应该是指一个特定地区先天固有的文化环境和后天呈现的文化

现象。这种文化环境和文化现象一般应是彼地区所没有而此地区所独有

的，或他地区虽有但不明显而此地区显著的文化因素。依照这一原则，建

国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京城翼隅一一传统地理物化的特色

2010 年 7 月，北京传统"东西文武"四城区调整为新东城区、新西城

区后，建国门地区位于调整后的北京东城区的中部。历史上，从元朝开始，

今建国门地区的北半部才进入到都城之内，位于元大都的东南角;至IJ 日月、

1 



建叫区，如

清二朝，完全纳入北京城区，位于内城的东南角。按照中国古代儒家经典

著作〈周易〉的说法，东南部是八卦的翼位。〈周易·说卦〉指出万物……

齐乎翼。罢，东南也。"也就是说7J物都汇聚在黑位，而翼位在东南部。

由此可见，建国门地区正好位于北京内城的翼位上，而且由于其位置偏东

南角，故历史文献中建国门地区有"京城翼隅"之称。

由于北京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大势，也使得建国门地区多"泡子 o 泡

子"是北方人的叫法，指的是有积水的坑塘洼淀。到了元代，大科学家郭

守敬主持开凿的运粮水道一一通惠河途经这里，更让这一地区变成通惠河

水源的重要补给地和灌粮货物的主要集散地。这似乎也应和了"罢位属天

水收地万物齐乎宾"的意思。

此外，翼卦之象为二阳交积于上，一阴交人于下，其形代表风，意指

如风之气自天上来，在五行中归属木，象征植物之象，故〈周易·说卦〉

又有"罢为木，为凤" 的说法。自然界的风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因

此翼卦是以"融入"为本，北京四合院的大门一般都开在宅院的东南角，

也是依据这一道理。建国门的开辟，虽只是在朝阳门南段的城墙上开出的

一个豁口，当初完全是出于方便交通的需要。不过，若从地理的角度来看

的话，也不能不说是恰当的。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无大都及明清北京城都是严格遵循 〈周易 } ( 周

礼〉等儒家经典所记的传统规制设计营建的，建国门地区的传统地理特色

应该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2. 教化之区一一科教文卫汇聚的特fi?，

按照 〈周易 〉 的观念，宾在五行中属木， { 尚书·洪范 〉称"木曰曲直

是指树木的生长形态，后来把具有生长、条达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均归属

于"木" 。 自元代以来，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城的营建者大概也遵循了这

一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把表示条达、 宜文职风宪之所设置在东南部，如元

朝掌天文历法的中央机构一一太史院，明清作为主要选拔文职官员的科举

考场一一贡院(中国风水学还认为东南"翼位"为文昌位，主管出文人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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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古代一些地方往往会在城东南方向建一座文昌阁或文峰塔，以期当地文

运昌盛)。

由于清末以来建国门地区就是华、洋学校扎堆的地方，文化氛围浓厚，

因此也就成为了北京城教育领域中的一个中心地带。近现代以来，今建国

门地区更是北京城的文教昌盛区域之一，从新式学堂的建立，再到现代化

的高等院校的兴起，建国门地区教育历史的变迁，可以说是 100 多年来中

国教育发展的缩影。就高等教育来说，当时的建国门地区有全国最高水平

的医学院校一一协和医学校，燕京大学的组成院校一一汇文大学，以培养

交通运输入才为主要方向的能辅大学等。中等教育领域里，汇文中学、慕

贞女校、大同中学又是民国时期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公私学校。专业教育

方面，这里的俄文专修馆，开中国专门教育的先河，北平艺专又是中国

现代美术教育的发源地。

建国门地区的医疗机构兴起于 19 世纪末，是北京最早开办医疗卫生

事业的地区。近代以来，建国门地区的医疗机构大多与西方教会势力有关，

这是该地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最大特点。最初，西方人在建国门地区开

办教会医院，为本地区的教徒服务，后来教会医院面向广大非教徒开放，

普通人也可以享受一般的医疗服务。渐渐地，这里的居民开始接受了西医

疗法，教会医院日益受到欢迎。

1885 年，北京妇婴医院(今北京第六医院前身)在后沟胡同创办，

1886 年美以美教会医院(今同仁医院前身)在孝顺胡同创办，这两所教会

医院是建国门地区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源地。随着医院规模的不断扩大，

来院就诊的病人日益增多，为了解决医疗人员紧缺的问题，创办了协和医

学院，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化的医学院校，校址就在今建国门地区

东帅府胡同。还有创建于 1904 年的中国红十字会(现称中国红十字总会) , 

会址在今干面胡同，是中国从事人道主义救助工作的社会团体。

目前，建国门地区存在的文化产业单位有近百家，其中除大华电影院、

长安大戏院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多数都成立于

1949 年以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家智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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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门地区必

这里汇聚了一些有影响的新闻出版机构，如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中国美术

出版总社、中国旅游出版社。还包括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

全国妇女活动中心、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

就北京地区而言，辖区内拥有如此众多跨越古今的科教文卫机构，建

国门地区当列前茅，其间教化功能亦可想见。

3. 择居之地~一名人居所云集的特色

建国门地区名人套萃，士也灵人杰，这里的各人类型可分为军政要员、

专家学者、文人骚客、艺术大师等几种，可将其总结为"官多、学众、文斐、

艺雅"。

富多 . 自民国以来的数十位军政要员在此居住，民国时期的代理总理

周自齐、教育j皂、长蔡元培、交通部长朱启铃、爱国将领冯玉祥，新中国成

立后的政协主席、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十世班禅，国家部委领导王首道、

陆定一等。

学众: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和协和医院的众多专家学者，涉足自然科学

和人文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专家林巧稚、吴英'皑、黄家驷，

化学家侯德榜，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华南圭，历史学家顾颠刚、盟

伯赞，哲学家金岳霖等，他们为我国近代以来的科学文化建设书写了辉煌

篇章。

文斐:诸多享誉文坛的名家著者在建国门地区安家落户，钱锺书、杨

缉、萧乾、文洁若、沈从文、郑振锋、邓拓、艾青、丁玲、周立波、张天翼、

刘白羽、张光年、赵树理、严文井、杨朔、市之琳等，他们是中国现代文

学发展的推动者，创作了影响几代人的佳作，斐然卓著。

艺雅戏剧、绘画、雕塑界的名家泰斗云集于此，著名戏曲理论家齐

如山，京剧名家梅兰芳、李少春、梅碟王久，评剧名家自玉霜、新凤霞，著

名画家徐悲鸿、董希文等，演绎了不少艺坛佳话，也为建国门地区平添几

分高雅气息。

建国门地区名人的居所，现存数量较多，大部分保存完好，蔡元培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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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铃故宅、马寅初旧居等部分有待修缮。而已无存的也为数不少，如东

总布胡同的作协宿舍、中国科学院宿舍等。从建筑形式来看，这些名人居

所多是传统的四合院，少量是中西合璧的近代建筑。从产权情况看，新中

国成立前，有的是自己购买宅院，有的是租住。新中国成立后，名人择居

于此，主要是三种情况·国家安排、单位宿舍和自主选择。

总体而言，建国门地区各人居所分布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

"大集中"指大部分名人居所以东、西、北三条总布胡同、外交部街、干

面胡同、东堂子胡同等为代表，汇聚各界各流。.. / J\分散"指小部分名人

居所零星散落在崇内、泡子河等地。究其缘由，多是地理位置的关系。较

为集中的几条胡同都在辖区内偏北地区，自清代以来这里就是达官显宦的

居所，如大学士李鸿藻的官宅、协办大学士敬徽的"意园"等，民国时期

仍保持清末的建筑格局，环境较好，政要名人仍是钟情于这里就不难理解了。

相对而言，商贾聚集的崇内、泡子河等南部地区多是平民居住，热闹而繁华，

名流则较少问津。

4. 东富之域一一商街洋行集中的特色

自近代以来，建国门商业区的分布集中在"三条街"和"两个圈"。

‘三条街"指东单北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和金宝街。东单北大街商业

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追溯到明清，因东单临近贡院，应试举子的到来带动了

该地区的消费，使得人流攒动，商贾云集;近代以来这里更是日益繁华、

店铺林立，时至今日，这里被称为"精品一条街... 。与之相接的崇文门内

大街，商业兴起也较旱，明清以来是人们进入内城做生意的必经之路，旧

京著名的商业街之一，民国初年此街的铺户已达 300 余号之多。目前，这

两条老的商业街依然繁华，老字号还在经营， '新铺面时有增加，仍是东城

区重要商区。第三条商街就是新兴的、号称"世界第十一商街"的金宝街，

是目前中国最具国际现代商街风范的代表，建国门地区 21 世纪经济腾飞的

标志。这里由高端商业物业构成，商务及文化名流汇聚，是连接东二环建

国门和王府井商圈的一条经济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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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区先生

"两个圈'指的是"东单商业圈"和"北京站商业圈"。东单商业圈

的形成较早，清末民初时已具有相当规模，包括东单北大街、崇文门内大

街和东单牌楼附近地区，这里是店铺最为集申的地方。发展至今，东单商

业圈的辐射范围更大，西接王府井，东接建外 CBD，南连"北京站商业圈

经济效益不可小觑。新中国成I立后，北京站的兴建改造了崇内以东地区，

罔时也带动周围地区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了"北京站商业圈"。针对

旅客是这个商圈主要服务对象的特色，旅游、交通、餐饮、服务等行业的

商铺发达。

近代以来，建国门地区的商铺涉及衣食住行、金融贸易、娱乐服务等

多个行业，比较全面。曾因毗邻东交民巷使馆区，使得这里商业经济富于

传统，又洋昧儿十足，具有东西交融的特点。以东单和崇文门内大街两条

商业街为代表，老字号和西洋店铺共罔经营，如宝泉堂、德昌厚、宝成当、

祥泰义、法国面包房等。这里的商业文化带有东西文化的共同特征，两者

相互交汇的特性便出现了洋人建中式店铺、国人开洋店的现象。今日的建

国门地区，大量的中资、外资企业进驻，商厦林立，繁华热闹，是京城东

部的重要商区。

5. 西风入境→←中外文化擅变的特色

1860 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英法等西方列强最终用炮火轰开了

北京的大门，各国公使馆纷纷在北京东交民巷落户。西风入境，中外文化

在冲撞与融会中发生着擅变。建国门地区由于紧邻东交民巷，包含东单商

业街，拥有多所教会学校和医院，因而这里在街署、商贸、建筑等方面的

近代化上具有较为突出的特色。

衙署的近代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位于东堂子胡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的建立，这个清朝末期的内阁机构，掌管中国外交事务 40 年。这 40 年也

是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开眼看世界的 40年，逐步走向近代化的 40年。此外，

位于小报房胡同的大清邮政局的创立，则是中国自办邮政的滥筋。

商贸的近代化主要兴起于 20 世纪初，在东交民巷、崇文门内大街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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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带，首先由来华的外国人开办了十几家洋行或饭店，中国人也相继开

办发昌祥、亚新、周记、兴康等中西服装店，还开办法国面包房、快马自

行车行、鸿德利电料行。 1909 年，祥泰义商行在崇文门内观音寺开业，经

销欧美洋酒、罐头、食品、西餐具等。东单北大街还有德昌厚食品店、宝

泉堂浴池、华茂西服庄等。为满足洋人需要，各铺面经营起了洋品牌，许

多铺面建筑的风格也逐渐洋化。

建筑的西化表现为在建国门地区兴建的教堂。 1870 年，美国卫理公会

在崇文门内建立了亚斯立教堂。该教堂正立面向南，由三部分组成，中部

三角形山墙两边做成台阶状，申央部分平直高起，水平沿以上做成雄蝶形

女儿墙。墙面中央做成上部半圆形的直窗，两侧各连以小窗。人口分列左

右两边，西部人口处上有西洋古典式三角形山花雕饰，东部人口做成凯旋

门式。整体建筑用灰色清水砖砌筑，显得平和肃穆。此外，位于东单北大

街的中华圣经会，占地 1826平方米，平面为矩形，是基督教会的代表性建筑。

罔样位于东单北大街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是一座红砖砌筑的三层小楼，

建于 1911 年，是由美国人万那美克捐款、美国建筑师设计的仿欧洲古典

式建筑，在细部又融合了一些中国建筑手法，成为独具特色的融合中国建

造特点的西式建筑物。

除了教堂本身为西式建筑外，教会开办的学校和医院的建筑也多为西

式风格，如汇文中学的德、本斋、安德堂等校舍建筑均为西洋楼样式，造型

奇特，精巧美观，是北京近代建筑的代表。不过协和医学院的校舍建筑主

体风格依然因循中式传统的"大屋顶"。校园里一座座绿色琉璃瓦覆盖下

的房殿顶建筑，间或夹杂一些造型新颖别致的西洋楼，整个校园中西合璧、

相得益彰。而"协和医院别墅区"由多栋美国乡村独立别墅构成，建筑精

致优雅，另iJ具风格。

几百年的岁月浸润，使得位于北京城中心地带的建国门地区的历史

文化特色突出，可谓是"造化钟神秀，雅俗济一堂"。应该说以古观象台、

智化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亚斯立教堂和众多名人故居等作为文化表

征的建国门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种种文化碰撞和融合，最终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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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门地区，岛

出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文化集聚区。这一文化集聚的根

源是来自于古都北京的独特文化，同时也丰富了北京文化资源。面向未

来，我们坚信厚积于古的建国门地区历史文化一定会在新时代里更加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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