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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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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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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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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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那么风物图志就是在美不胜收的满天繁星中，撒取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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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开创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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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住是一条街毡，是一条著名的街岳

街巷在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辖区内，东起崇文门内大

街，西至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全长1552米。街巷西口外原

有一座4柱3间 3楼冲天式牌楼，明代额书"文德"清代

改为"敷文"是正阳门内棋盘街的东首牌楼。棋盘街西

首也有一座同样的牌楼，明代额书"武功"清代改为

"振武"取"文东武西"之意。因为棋盘街东首牌楼

正对着东交民巷西口，在人们心目中便成为东交民巷的

标志。

明永乐十七年 (1419) 十一月，拆除今东、西长安街

一线的原大都城南城垣，南移二里筑北京城南城垣。今东

交民巷地段括人城内，形成街巷，名"东江米巷"。顾名

思义，此处初为江米(糯米)交易市场。

清道光二十二年(1 842) ， ((南京条约》签订。以此

为标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东江米巷

居留的外国人擅自改"江米巷"为"侨民巷'\国人则将

"侨" "交"音转，称"东交民巷"。

光绪二十六年(1 900) ，在义和团运动中将东交民巷

改为"鸡鸣街"由《推背图》中"金鸡啼后鬼生愁"衍

生而来。光绪三十一年(1 905) ，清政府推行警政，对京

~ 

F-

东
交
民
巷

。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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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4在京口

东交民巷西口

师部分街巷名称重加厘定，正式定名为"东交民

巷"。

"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度改为"反帝路

复称"东交民巷"。

东交民往是一个街区，是一个沧桑

的街区

街区四至 : 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天安门广

场东侧路，南起前门东大街、崇文门西大街，北至

东长安街，面积75万平方米。正义路、台基厂大街

纵贯南北，东交民巷横贯东

西，还有兴华路，大华路，

新大路和台基厂头条、 二

条、 三条等街巷。

明代，属南熏坊。街区

内有户部街、兵部街、台吉

(基)厂、白家栅栏、花

子营、卖羊肉胡同、洪厂

(昌)胡同、水搬胡同等街

巷。自北向南的御河(玉

河)将东江米巷裁为东、西

两段"御河中桥"将其连

通。

清代，属正蓝旗。咸丰

十年(1 860)至光绪十二年

(1886) ，英、法、德、

美、意大利、奥地利、比利

时、荷兰、日本等国相继在

街区内建使馆。住在街区内



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发出"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的感叹。及至《辛丑条约》签订，划东交民巷为

"使馆界"。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

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

不准在界内居住"。岂止"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

内居住" ‘就连大清皇帝祭神的堂子也被迫迁至东

长安街以北(今贵宾楼饭店所在地)。东交民巷成

了"国中之国"。羞于"与鬼为邻"的大学士徐桐

自主益身亡了。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南迁，改北京为"北平

特别市"。各国使馆遂迁至南京，但北平的"使馆

界"依然如故，只是将"使馆"改为"领事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 11

月 24 日发布 《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 。北平

市政府决定，原使馆界不单独设管理机构，由内七

区警察分局管理。

1949年9月 27 日，改北平为北京，东交民巷属

第七区。 1950年5月，区划调整，东交民巷属第五

区。 1952年 7月，再次区划调整，东交民巷属第一

区 9月，改第

一区 为"东单

区"东交民巷

属东单区。 1958

年5月，东单区与

东四区合并为东

城区，东交民巷

属东城区。

2010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批

复《北京市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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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念侧路

明成4且朱4求画像

政府关于调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的请示))

"同意撤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北京

市东城区，以原东城区、崇文区的行政区域为东城

区的行政区域。"东交民巷属东城区。

东交民巷是一部史白，是一部凝重的

史书

史书的开揣一一一明永乐十九年(1421 )正月，

明成祖朱楝驾临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宴

群臣。

明成祖朱楝挟"靖难之役"胜利取得的

皇位和五出阴山、平定漠北的赫赫战功迁都

北京，设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

部、工部、鸿萨寺、钦天监、太医院、翰林

院、詹事府、上林苑监于此，体现了"面

朝背市"的都城营造理念。御河(玉河)

自北向南流淌，两岸遍植杨柳， 一派江南

景色"玉河清浅晓期(瓢，绿漾平沙柳色

新。两岸楼台春似画，紫驷风滚落花尘。"



文明门(崇文门)设宣税分司，负责京师商税，进

京货物只能由文明门(崇文门)入城才能完税。至

今，北京尚有一句老话一一"咱这货，是从崇文门

进的"以示正大光明、遵纪守法。近水楼台先得

月，向阳草木早逢春。东江米巷因地近崇文门而成

为京师商业重镇。"籍袭狐腋，江米街头:珊砌珍

珠，廊房巷口"。

东交民巷开篇是辉煌的，这辉煌延续到清代嘉

庆年间。

顺治元年(1 644) ，清承明样，人主中原。

在此增建皇帝祭神的堂子和佐命殊勋八大"铁帽

子王"之一豪格的肃亲王府。中央机构设置基本

沿用明制，街署也均用前朝旧址，唯将此处的

明代上林苑监改作用于接待蒙古王公的"骚达

子馆"骚"者，似

应是"骚人"之"骚"

也，与"雅"相通"达

子"亦非贬义。康熙六年

(1 66 7) ，在台基厂建裕

亲王府。康熙四十八年

(1 709) ，在御河(今正

义路)西建淳亲王府。雍

正十年(1 732) ，在明代

会同南馆旧址建东正教

"奉献节堂俗称"俄

罗斯馆" ((乾隆京城全

图》标为"天主堂"。乾

隆年间，因安定门外建有

接待蒙古、西藏等少数民

族来京官员的"外馆"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

骚达子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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