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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本书根据新民印书馆东方民俗丛书(1) 《北京地名

志》(1944年9月版)译出。章节目录均按原书次序，’正文

个别部分作了位置调整，省略了原序文和作者前记。

这本书是专门研究：f匕京地名的书。书中对北京地名的发

生，各种街道胡同的意义，以及地名的更易、变迁、分类等，

都有较详细的阐述和说明，对了解北京的地理、历史、风俗．

民情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对旧中国古老北京与地名

相关韵生活风貌更多有记述。书中所列《北京地名表》，反

映了民国时期北京城的地名状况，为明清以来北京地名史的

研究提供了资料。原表按日文字母五十音序编排，为方便国

内读者阅读，现改为按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排列。原书所附

《北京内外城略图》也复制于书后供读者参考。

原作者多田贞一，在中国多年，对解放前的老北京曾敲

过多方面的调查。但写作时，受到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观

点有限裁性。对此，翻译时，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删节。总

观全体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书。

译者

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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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概观

一、城和门

北京被称为千年古都，隋唐的时候暂且不说，就是辽金

殪q都城，除仅仅地名残留下来以孙，当时的情况几乎全都看

不到了。都城的位置也随着时代而有所不同，和现在的北京

重合的不过是西南的一部分，约略在现在的位置上固定下来。

而目前存在的遗迹是元朝大都以来的东西，可是修整成今天

钧伟容，却是以明朝永乐年问修筑的都城为依据的。
燕京这个地方，有万世帝王之都的说法，西北靠山，东

南是平啄，实在是占据了一个很好的地形。发源于西山的玉

泉清流，至北京西北隅分为两条水，一条顺着城墙，进入护

城河，一条流入城内的太液池。这两条水在东便门外再会合

一起，成为通惠河向东流，经过通州，到达天津，与永定河

合并，汇自河，注入渤海。．．

天津和通州之间，是大运河的一部分。它从天津通向遥

：远的南京和杭州。北京比通州要高六丈九尺，所以在这中间

设有两道闸门，使船通行，这也就是所谓闸河。直到前清时

代为止，京师的禄米全部都是用这条运粮河，从遥远的南方

运来。 ：

北京城的规模是t内城东西约七千米，南北约五千米。

雹的南部接连着东西约八千米，南北约三千五百米的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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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的厚度也有五丈，其上可以行走汽车①。北京城门的羧

目，以前说是里九外七，内城九个门，外城七个门。可是义

和团事变后，在大使馆区域的南边，外国人开了一个水门，

民国十五年，段祺瑞等又在正阳门和宦武门之间开了一个租

平门，合起来内城是十一个门②。外城除原七个门外，为了

开通铁路，叉开辟了三个门，所以是十个门。

城门是交通要道，所以于居民的关系最深，例如和平门

外、齐化门内之类的地方，为了示明居住地大体的位置，虽为

旧名，还是常常通用。今天城门的名称都是依明代之旧，一般

元代的旧称和俗称也沿袭下来，所以在北京居住的人总是设

蓄这两方匝。

内城 现在名 俗名或旧称

东面北东直门

南 朝阳门

西面 北西直门

南 阜成门

南面东崇文门

中 正阳门

西 宣武门

北面东安定门

西 德胜门

外城 现在名

东面北东便门

南 广渠门

匹面北西便门

南 广安门

2

齐化门

和义门

乎刚门

哈达门

前 门

顺承门、顺洽门

俗名或旧称

沙窝门

广宁门、彰仅门



南厨 东左安门 江擦门

中 永定门

趟 右安门 南西门

这样的许多门，除内外城通行以外，每日早晚有一定的时

棚开闭。夜间，从门里可以出到门外，但从门外到门里是绝

对不行的。这样的城墙和城门，在都市的发展上一看就是没

有用的东西，但在中国由于治安的关系，现在还不可能很快

就拆除掉。

内城之中有皇城，皇城的最中心是紫蔡城。皇城的周围

长一万四千米，有高达一丈八尺的城墙围绕着。到了民国的

时候，东和北两面被破坏了。

明朝的时候，皇城以内是禁地，据说一般人民是不能随

使出入的。到了清代，紫禁城以外的地区也允许人[屯居住，

商店也出现了，和别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的内六区的地方，就是原来的皇城区域，今天还残

留有黄城根等地名。清朝亡了，文字也就由皇城改成黄城了。

紫禁城就是宫城，周围长三千五百米，民国以后，成为

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向市民开放。北海、中南海公园

就是所谓太液池。

注释

①据《燕都丛考》等对北京城规模的叙述大体如下。内城是明

洪武初年将元朝大都北璇缩进了五里，永乐年闯将土城改为砖城。外

城是明嘉靖年问修筑的。

内城t南面长二千二西九十五丈九尺三寸 ．

北面长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

东面长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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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面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0一

城墙高三丈五尺五寸一

垛口高五尺八寸

城墙厚t基部六丈二尺

顶部五丈

外城；南面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中

东面长一千八十五曩，一尺

西面长一千九一r三义二尺

城墙高两文

垛口高四尺

城墙孕：：壤部二丈

顶部一丈四』己

②根据最近北京大城市计划，为了使东郊和西郊成为通达的盘

线道路，东单牌偻东面和西单牌楼西砸的城墙切开了．骶cC．内城磐

际上是十三个l r^『。

二、内外城

明朝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以下简称《胡同集>)，

把北京内外城分成F面五个部分；

中城：正阳门内皇城两边地区(东单牌楼和东嬲牌偻蚣

连接线及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的连接线之阃地区)。

东城；中城的东侧，包括朝阳、东直两门外的地区。

西城：中城的西侧，包括阜成、西直两门外的地区。

南城：芷阳、崇文、宣武三门外，即外城内外。

北城：地安门以北，安定，德胜两门内及北关外。

这些名称在今天还是大体上l沿袭簿，只肓中城为东、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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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城所分割了。到了清代¨内城和外城各分为五城，这办法
一般来说似是不用了。

在京师的俗谚中，有“东富西贵"的说法，似乎是说贵

人多在西城居住，而仓库都是在东城，这是指内城而盲。外

城也是如此，劈}文门外是商入聚集之地，寅武门外有很多汉

人官吏的寓所。

又有这样鼬俗涵；

东城——布帛菽粟

西城——牛马柴炭
南城——禽鱼花鸟

北城——衣冠盗贼

中城一珠玉锦绣
这是指清代外五城说的。东城的布帛菽粟，是说用运河

从南方运来的物资；西城的牛马柴炭，大概是从西山方面以牛

马驮来柴炭的意思，禽鱼花鸟，是说南城人家很少，多为金鱼

池、陶然亭、天坛等胜地，北城的衣冠盗贼，是说宣武门外

官吏的住宅很多。还有，在它的附近也有小市，所谓贼市场，

古董铺也很多。中城即前门外，是元以来北京繁华的中枢，

为豪商、富贾、剧场、酒楼、妓馆密集之所。据说内城以前

是不允许设剐场的，这是因为宫中有许多忌日，这时公开演

唱是一种对上不恭敬的行为。

其次，内城的房子也一般比外城大，《天咫偶闻》说明

了这点。外城的住宅接近南方的样式，墙矮，院子狭窄；内

城的则院子宽广，门也大，多极堂皇。这是因为在内城，明

代勋戚和清朝世家大族的府第多，所以自然要在居住的华丽

上竞赛。据本地人说，外城，特别是北半部分人口最为稠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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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院子，连使用的厕所也没有，都是用所谓马桶作便t

器。

，又，前清时，满州旗人全部住在内城，旗人以外的即艇

是官吏，也都居住在外城。八旗的人口约六万，分为下面左
右两翼：

左翼：镶黄旗(安定门内)正白旗(东直门内)

镶自旗(朝阳门内)正蓝旗(崇文门内)

右翼：正黄旗(德胜门内)正红旗(西直门内)

镶红旗(阜成门内)镶蓝旗(宣武门内)

三、道路

北京城，其规模的雄大是世界少有的，它的街道也宽阔

整齐。但是，道路在民国以前似是相当糟心的。“无风三尺土。

有雨一街泥”这个谚语就是很好韵见证。无名氏的《燕f}J百

怪歌》说符更妙： “风一欧，荻尘卷起地，泥沟奇臭猛冲鼻。

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这在今天，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事实

的。夏季连降数小时的大雨后，笔直的大道上忽然停止通行

的地方不乏其例。

胡同内同时当作垃圾场、便所和下水沟。下雨就成池成

河，和以前没有两样。少数头脑很旧的北京人，大概并不以

为街遘是人们走路的地方。初到北京来的人感到惊奇拘是，

连只有在日本动物园才见得到的骆驼，竟在街中摆出悠然阔

步的姿态，可见北京的街道是最适合这种沙漠动物的行走_『。

在道路上徒步行走的人属于仆役等阶级，对他们轻视的风气，

到现在还是牢不可破的。少数有身分的人，有钱的人，他似



并不走路，而是乘车以行。就连维持每天生活都很困难的人，

有时为了面子，也总要乘车。据说聚在北京的有数万洋车(人

力车)。只要走在道路上，就会看到垃圾、粪便等污物。这

个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痛苦，对于不走路的阶级不仅不成为

什么问题，反而是别有利用价值。

《清稗类钞》有下面这样的话：北京街道的坏，不是医

为市政府的财政困难，一个原因便是官吏的腐败。即他们侵

吞了道路修理费，道路越坏越合适。若是附近的居民、商人

等愿意各自捐款修路的话，当官的也要以妨碍通行等给予种

种刁难，很不容易许可的。

又例，每年到了春四月都要开沟，进行浚沟。按中国的

说法是为了宣泄地气。过去北京的暗沟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

出口／仿佛是自然的往地下浸透，所以这种宣泄地气是有实

际需要的。它的臭气熏染了人，容易引起瘟疫，人马误陷其

中，也往往难以生还。现在好象也还要进行开沟，每年到了这

个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令人作呕的臭气，数日问飘荡

不绝。

以前，这个时候，故意在大商店门前把沟打开，使臭气

散发，店主怕因此妨碍了买卖，所以便向官吏行贿，要求改

变地点。这样，水沟闭塞，污水停滞，倒成了小官吏们发财

的机缘了。

光绪年问，潘文勤做工部长官的时候，他的部下有一个

人对于修筑道路，开通沟渠颇为热心，居民非常热爱他，送

钱给他。但是这位文勤公是反对的，并劝阻他的部下说： “这

个计划的确是好的，但那利益只是一时的。象你这样热心予

工作，利欲观念又少的人，在当事人中是好的，但是你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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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地名

一、地名的发生

北京的地名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如何变化来的，古名的

残留是多大个限度等，都是很麻烦的问题。

根据《日下旧闻考》等记载，远在唐朝，此地设置幽州的

藩镇以前，在这附近就有叫做蓟的城市了。现在的北京八景

之一就是德胜门外的蓟门遗址①。
‘

，

张江裁的《燕京访古录》中记载，东直门内五岳观有一日

汉代的绿石钟，高五尺，上周三尺八寸，下周五尺，用精巧的篆

文刻有“惟大汉建武二十年春，于上谷郡蓟县城内建立大禹

王庙云云。”又据说广安门内西砖胡同，有一铁碑，上镌陛

大隶字“威镇蓟城”和小隶字“大燕元玺元年壬子冬腊日立，

燕帝慕容俊御极铁铸”。

但是，只以这些事实来说明=l匕京城的历史是很古老的，

还不行。这些实物是不是真的，即便是真的，是不是从别处

运来的亦不可知，所以单单用这个作为北京是蓟城的证据还

是困难的。因为现在还有安定门内孔子庙存有周代的石鼓，

一直保存到民国二十二年的例子。

北京的东北大约二十里地是蓟县，它是蓟运河的起点，

此地在清朝时是从北京出山海关的必经之路。．未曾去看过，

据说那里北面是高山，南面是平原，道路平坦，有数十个寺

9





三里河、八里庄等都是以距离北京城的里数为地名的。今天

虽然在城内仅仅有三里河、五里屯等少数地名，但却可以说

是明代筑城以前的东西。

注释

①指蓟门烟树——译者注。

②若就满洲调查所的山本氏的话来既，蓟县附近的居民都说自

己这个地方比北京更古老。

③宣武门外老墙根有一段半截的废城，长一丈八尺，高九尺，

城砖坚固，基石如新。有一块白石长四尺八寸，宽二尺，平嵌在上面。

上刻隶书“通天”二大横字，左边刻有“辽开泰元年”五字，右边刻

“：l匕门”二字，都是隶书。在它的残破的城砖上，又有一铁方砖平嵌

在砖上，方一尺二寸，厚七寸，上镌“龙翔风舞"四个大隶字，它的上

面横镌“大辽开泰殿陛”六个小隶字。这个地方想是辽时内城的东北

瞄(《燕京访古录》)。

④辽、金亦何尝没有创建都城呢?今天它的城仅仅剩下土了，砖

甓都叫人们拿走了。它的土是真正的黄土，当地人把它取去和煤烧了，

也有用它作基的，是取其坚固(明·刘定之《保斋集》)。

二、胡同的意义

胡同正写是颟衙，相当于小通路、横街、。小巷等。它是

从蒙古语来的。据北京大学今西君说，外蒙黑城的浩特，虾

夷族神居古潭的抠探也是同一语的传讹，在蒙古，比村稍大

胸部落就叫胡同。北京也是很早就有称为胡同的事了，今天

几乎被完全使用在街道的意义上，胡同的意义却是更近于村、

镇的。据最近从蒙古来的入说，锡棉郭勒地方的包，五个六

个集在一起，就称为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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