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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北京古都文化特点和亮点的"北京地方志 · 风物

图志丛书"第一批 10部，于2005年7月出版，包括《王府

《天桥 )) ((前门· 大栅栏)) ((什刹海)) ((琉璃厂 )) ((会

馆 )) (( 王府)) ((庙会)) ((老字号)) ((祭坛 )) ，发行后颇受读

者青睐。时光匆匆，又过去近 10年，目前市场己难觅其踪，

需再版供应。现在我们又接续编篡了第二批 10部，计有《长

安街)) ((朝阜路)) ((平安大街)) ((国子监街)) ((牛街)) ((东

交民巷)) ((三山五园)) ((西单)) ((雍和宫)) ((南锣鼓巷)) , 

将来还应有第三批、第四批……，把北京这块宝地上现有的

和曾有的人类文明的闪光点、出彩处，尽可能网罗其中，展

示世人，同时也在志书的宏大家族中，创立北京特色志书的

"风味美食"系列，并使其生生不息，同现已经完成的规划

一轮172部志书，正在编寨的规划二轮67部志书，以及规划外

志书《北京胡同志)) ((北京四合院志》 等大型特色志书，古

镇图志等系列丛书，乡、村、街、社等综合性志书，各行业

的专业志书等，构成覆盖北京历史和现状的基础文化宝库，

必将光照现世，影H向千秋。

风物图志与规模宏大、历史知识丰富全面的北京规划志

书相比，应当说在内容上是出其类、拔其萃，使其特点更

加突出，亮点更加明亮。如果把规划志书比作无所不包的天

井》



空，那么风物图志就是在美不胜收的满天繁星中，顿取其最

美最亮者，给予拉近、聚光、展示，使其更加感动人、吸引

人。表现形式上，图志在遵循志书的体例和寨写原则的基础

上，比规划志书更多地使用图片展示内容，即图片多、占位

大，成规成套 ， 有地图、象形图、实物图照，有全局性图

照、局部图照、单位图照，有现状图照，也有历史图照。总

之，图片美观，形象性强烈，加之图文紧密结合，相互映

照，对读者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可以说，图志既是展示北

京风物的精选本，又是志书家族的精美书，更具有京昧，更

方便选用，也更大众化。

第二批 10部图志和第一批相较，无论是只写北京风物的

选题原则 ， 还是以专家为主的编篡路线，没有不同之处，

每部各自独立 ， 相互是单体并列，两批之间是整体接续的关

系。较大不同的是，第一批是以北京风物的"点" (诸如

《天桥》 等)、 "片" (诸如 《什刹海》等)、 "类" (诸

如 《会馆)) ((老字号》等)为主要展示对象，而第二批则以

"线"为主，辅以"点"和"片" 0 10部中有7部是展示名街

名巷的，这虽然在写作上增添了一些难度，但名街名巷是北

京古都风貌不可或缺的特色和闪光之处，把它们纳入图志丛

书系列，是图志领域的扩大，也是读者的要求。

志书是代代相续的资料性著述，时移势易，随着时代的

演进，北京风物也在不断变化，有的由亮变暗，有的增光添

彩，也有消失和新生的。志书编篡者都应如实记载下来，把

消失的纳入历史文化的宝库中，用以为子孙后代积累精神财

富:把新生的展示出来，以便为后来者接续编赛开创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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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于:瞻云牌楼

北京的西单，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可要是细细追问，西单这名号是咋来的，恐怕

能说清楚的人就不多了。

早年间，西单路口有一座四柱三楼油漆彩画、

木结构的冲天式牌楼，题名"瞻云"与东单的

"就日"牌楼遥相呼应。因为是一座牌楼或者说

是单座牌楼<<瞻云"

牌楼俗称西单牌楼，

"就日"牌楼俗称东单

牌楼，牌楼所在的地界

也就简称"西单" "东

单"了。这两座牌楼曾

经是标志性建筑，带有

"东边看日出，西边看

彩云"的美好含义。

《故都变迁纪略》卷六

载"西单牌楼民国十二年 (1 923年)拆毁" 0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西单牌楼在西单文化广场改造

中得以复建。

由于西单牌楼的缘故，牌楼以北的大街叫作

"西单北大街"。不过，不同时期的叫法并不一

样。清代，西单北大街南段称西单牌楼大街、瞻

2008年复建的西单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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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二 I 1958年的西单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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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的西单北大街

云坊北大街或宣武街 z 因为辟

才胡同东口有一座石桥叫甘石

桥，所以北段称甘石桥街。后

来南北两段合并，统称西单北

大街。"文化大革命"中曾一

度改名叫"红旗大街" "延安

路"。不过，时间不长又改回

来了。

现如今的西单北大街，南起

西单路口，北到丰盛胡同、大

酱坊胡同，全长1288米，是北京繁华的商业中心之

一。本书名曰《西单)) ，但不只是讲西单，而是涵

盖了整个西单北大街从明代到今朝的掌故、店铺、

美食、文化、红色故事等。

西单是大伙儿喜欢的地方、知名的商业区，但

愿记述西单的这本小册子也能让您喜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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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西长安街附近衙署众多，不仅

官宦名臣云集，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明成

祖朱棒的军师姚广孝的赐第就在西单的大木仓

胡同。茶陵诗派代表李东阳故宅在力学胡同，

清末以培养科学知识为目的的"进士馆"校址

后来也设在这里一一进士馆成为北平大学法学

院的前身。今天的民族大世界商场，曾是清贝

子府，还曾是吴应熊府邸。 ((红楼梦)) 的作者

曹雪芹曾在位于这里的右翼宗学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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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胡同，要是从字面上琢磨，好像和物理学

上的力学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过去那是一条用

人的名字命名的胡同，原来叫李阁老胡同。 1965

年，因为胡同的名字涉嫌"四旧"取"努力学

习"之意，改为力学胡同。

明代，官做到内阁首辅的位置就被视为一代阁

老。有两位李阁老先后住在李阁老胡同: 一位是李

贤，另一位是李东阳。到底胡同因为哪位李阁老得

名，己然不得而知了。

李贤①历经明宣德、正统、景泰、天)1田、成化

李冻 F目的书法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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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贤 (1408-1467年) :河南邓州人，宇原德，

管至首辅一职，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是明朝丈官

中的治世良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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