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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世作用，有服务当代、辅政明事、为领导

层决策提供启示、样板、佐证的资政作用，还有发

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

养的教化作用：凡是志书的优势和效用，它皆有之。

但“志书”前面又加“特色”二字，则是因为这套

丛书，除志书的共性外，又有独特个性。

首先，它在众多的北京志书中，最能反映北京

人们在称赞北京历史文化博大精

，其头脑中最先联想的故宫、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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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北京猿人遗址等已被国际

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云居寺的石经、旧城的胡同、

明清的园林、金元的遗址等展示辉煌历史的盛迹，

王府井、大栅栏、琉璃厂、天桥、什刹海等“文味”、

“京味”浓郁而又集中的特殊地域，王府、祭坛、会

馆、庙会、“老字号”等文化内涵深厚独特、星罗棋

布于京城东西南北中的“亮点”，都是北京“特色志

书”的编修对象。如果一一成志，使其系列化、大

众化，不仅使各自的“特点”在互相比较中更为突

显，也使“亮点”在相互映照中更为亮丽，集聚效

应，显而易见。

其次，称“特色志书”还因为，我国当代修志

采取的是政府主持的体制，全国有一个大体的规划

和大家都遵守的编修体例，各省、区、市则在政府

统一主持下，作出篇目和工作的具体安排，并组织

实施。北京市第一轮修志规划I 72部，第二轮修志

篇目暂定百部左右。志书的编纂，都是组织有关各

方，“众手成志”。而特色志书的编纂，绝大多数不

在政府规划之列

地方志编委会办

而是在第一轮修志基础上，由市

公室另行策划和组织的“专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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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法上也有两个突破之处。一是更多地使用

了图片。图片具有直观、美观的特点，有的图片本

身就有历史文献价值。特色志书，特别是这套风物

图志，则几乎页页见图。地图、实物图、风情图、照

片、绘画、特制图等等，凡是有助于展现地域或景

物的图片，尽可能选用，使文字和图片相互照应，既

美观，又增强了说服力。二是在忠实承袭作为志书

生命的写真求实的特点的同时，对修志另一特点

“述而不论”则有所超越。叙述史实，不仅饱含激情，

而且有所评点，有的甚至以学者的认真，作出了推

论甚至结论。这在一般志书中是忌讳的。而特色志

书，却常常透出作者的好恶。某个评点，也许是个

人的一孔之见，但却给人以启发，大大增加了可读

性。

北京作为举世公认的文明古都，其历史文化积

淀深邃厚重，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又增添了新的

风采。用志书、辞书、百科全书、资料汇编等方式，

全面系统地整理、发掘、记录北才

一项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文化建

历史和现实，是

的基础工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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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先进文化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北京地方志·

风物图志丛书》是北京文化基础工程的组成部分。

如果把北京这块宝地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创造称之为

珠宝遍地、晶莹璀璨，繁星满城、彩光交辉，繁花

似锦、美不胜收，那么这套丛书就是从珠宝中择取

了几枚珍贵者，繁星中选出了几颗亮丽者，群花中

采摘了几朵美艳者加以展示，以奉献于人们。这对

于把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于实现“入文

奥运”，办好第29届奥运会，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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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告诉您：

王府井是怎么回事；

王府井与^面槽的传说；

王府井大街名称的来龙去脉；

王府井商业街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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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王府井

府JI：的“JI：''

王府井大街定名于清光结三十一年(1905年)，是

时，清政府“推行警政”、“整理地面”，对京师部分街

巷名称重加厘定，改“王府大街”为“王府井大街”。王

府井大街既然以“井”命名，就足以说明那口井在当时

的知名度甚高。然而，那口井在街面早已无存，便引出

了诸如井在何处，建于何时，有何特点及趣闻等话题。

王府井到底在哪里呢?姜纬堂于l 993年撰文指

出：“在今王府井大街南段路西，具体说就是东安市场

靠北的西门对面便道边稍北，约当今益民食品店门

前。”其主要依据是《乾隆京城全图》和民国二年(1913

年)《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均标明此处有井，且王府

井大街只此一井。1998年，在王府井大街市政改造施

工中发现了这口井，井壁与污水管道相通，井深八米，

井内有四米深的污水、两米厚的杂砖。井壁下部由小青

砖砌成，据此可知为明代所砌。姜纬堂考证在前，施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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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后，两相吻合。王府井被发现后，对其作象征性

修复，并将井盖设计成圆形青铜围龙浮雕，辅以文字说

明。其具体位置在今王府井大街西侧，天隆珠宝店与碧

春茶庄之间的便道上。

这口井是何时被称作“王府井”的呢?姜纬堂在

《王府井的七百年》一文中写道：“明·刘若愚《酌中志》

‘天师庵草场’条载：草场‘墙外有井，甘冽可用，不

减十王府街之井也’。据知：一、这口王府井，亦必是

‘甘冽可用’的甜水井；二、这口王府井，至迟在晚明

时便已相当著名，致他处之需与相比较而为说明；三、

这口王府井恐非晚明始有，其历史或更为久远；四、当

明末时尚只称之为‘十王府街之井’，则简称日‘王府

井’，则必是清代之事。”据此可知：十王府街之井开凿

于明代晚期以前，是一口甜水井，因水质好而扬名，清

代被称为“王府井”。

王府井与八面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旧都文物略》已将今

王府井大街分为三段，东安门大街以南称“王府井大

街”，东安门大街至灯市口称“八面槽”，灯市口以北称

王府大街。此种称法一直延续到1965年整顿地名时。

王府井大街得名于“王府井”已成定论，可是，对

八面槽的来历就有不同的说法。然而，无论哪种说法却

都与“王府井”有关，琢磨起来，颇为有趣。介绍三则，

供读者玩赏。

其一，过去北京城里的饮用水主要是井水，居民

到经营水井的地方(称“水窝子”)去买水。王府井自

然是一个水窝子，且地处冲要，所以，设置了八个专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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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饮水用的马槽，故名

“八面槽”。“水”自然取自

王府井。然而，有人反问，

只听说鼓可以论“面”，旗

子可以论“面”，什么时候

马槽的计量单位论过

“面”?

其二，此处有专供牲

畜饮水用的马槽不假，但

不是八个，而是一个呈八

面形的石槽，故名“八面槽”。然而，也有人反问，石

槽自有石槽的样式要求，八个面就近-,y-于圆形了，还能

叫“槽”吗?何不直接叫“八棱石瓮”或“石水池”呢?

其三，所谓“八面槽”是指“王府井”的井台。当

时王府井是卖水的水窝子，且地处交通要道，买卖自然

红火。于是修了一个有八个面的井台，在井台的每个面

上都凿有一条供流水用的水槽。这样，就可以同时为八

只水桶灌水，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八面槽”是指

王府井有一个八面都有水槽的井台，故名“八面槽”。然

而，还有人反问，既然是井和井台的关系自然是上下一

体，何以南段称“王府井”，北段称“八面槽”?“井”

总不会平躺在大街上吧。

历史传闻有时也是历史之谜，回答则颇为不易。

府Jl：人街的稆称浈变

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大都城竣工，今

王府井大街便是大都城南部中央稍东的一条重要的南

北通道，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当时，这条街的名称

一一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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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哈达门丁字街”，应该是由于大都城的文明门，俗

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文明门内)迤西的城墙内通道

(亦称城根，如同今日的顺城街)与该街形成一个“丁”

字而得名。

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今王府井大街以

东，帅府园胡同以北，金鱼胡同以南，校尉胡同以西建

成“十王邸(府)”。由此，衍生出今王府井大街被称为

“十王府”或“十王府街”。所谓“十王府”并非实指此

处建有十座王府，而是取诸王府之意。《燕都游览志》

载：“乌蛮市在王府街东之会同馆”。可见，继“十王府”

与“十王府街”混称之后，又出现了“十王府街”与“王

府街”混称的现象。

清代，乾隆年间将今王府井大街定名为“王府大

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推行警政”、

“整理地面”，对京师部分街巷名称重加厘定，改“王府

大街”为“王府井大街”。

民国元年(1912年)，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英国人莫

理循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住在当时的王府井大街100

号。莫理循积极支持褒世凯恢复帝制。袁世凯称帝后将

“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并在大街南口立

英文路牌——“Morrison Street”。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的《旧都文物略》已

将今王府井大街分为三

段：东安门大街以南称

“王府井大街”，东安门

大街至灯市口称“八面

槽”，灯市口以北称“王

府大街”。

1965年，整顿地名。

今王府井大街由三段改

o I府井大街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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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段，王府井大街依旧，八面槽并入王府大街，形成

今王府井大府南段称“王府井大街”，北段称“王府大

街”的局面。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

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

习惯)，掀起了对旧有的街名、店名、校名等标识进行

毁坏，并更名的狂潮。8月21日，“红卫兵”大闹王府

井商业街，将“王府井大街”和“王府大街”合并，取

名为“人民路”。

1975年，恢复“王府井大街”名称。此时的王府

井大街南起东长安街，北至东四西大街。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定名“王府井大

街”，到1975年恢复“王府井大街”名称，整整70年。

历史好像在这里走了一个圈，从王府井大街出发，又回

到了王府井大街。其间，有两次更名显得颇为滑稽。一

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倒行逆施，企图依仰洋人的势力当

他的“洪宪皇帝”，给王府井大街起了个洋名，人民自

然不屑，仍旧称“王府井大街”。二是“红卫兵”以“革

命造反”的先锋自居，将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似

有抬高人民地位的良好愿望。然而，人民依然称其为

“王府井大街”。因为，王府井大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深深地印在了人民的心中。

烈物麒忠业#王府井



li府JI：ii!；i,lk街I){

王府井商业街区在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辖区内，以

王府井大街为轴线，东、西延展，g-具体四至为：东起

东单北大街，西至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南起东长

安街，北至五四大街、东四西大街。南北长1780米，

东西宽950米，面积1．69平方公里。王府井大街贯穿

南北，是商业街区的核心，有“金街”之称。

王府井商业街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哈达门丁

字街的菜市，因史料缺乏，详情无考。但从《析津志辑

佚》“菜市丽正门三桥、哈达门丁字街。菜市和义门外”

记载中，可以想象当时的“菜市”还是颇具规模的。因

为。元代大都城可以入志的“菜市”仅此三处。

明代，今灯市口大街一带为北京内城繁盛之地。

《日下旧闻考》裁：“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门街

西，亘二里许，南北两廛(ch6n市房)，凡珠玉宝器

以逮日用微物。无不具悉。衙中列市棋置，数行相对，

俱高楼。楼设氍毹(qO shO)帘幕，为宴饮地。一日赁

直至有数百缗者。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

o首都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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