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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

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并比较全面地记

述北京(包括城区和郊区县)胡同的起源和发展、构建特征、历史变迁、历

史文化、民俗文化及其现状。

二、本志上限追溯建置之始和事物发端，下限到2004年底。

三、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体结构。其中的“目”为“暗目”，不标注

在篇目上。

四、为了比较全面地记述北京的胡同，本志胡同的收录范围为北京市所

属的十八个区县。在记述北京胡同的篇目中，各区、县分别为章；区、县胡

同以各街道办事处所属胡同或镇所属胡同为节。乡、村胡同不在收录之列。

五、本志收有北京历史变迁图、北京历代街巷胡同图及所属各区、县街

道胡同示意图。

六、本志收录胡同，包括现存胡同及历史上存在但现已拆除的胡同。

七、本志在全面记述北京胡同的同时，也注意记述北京胡同的历史文化

和人文文化。

八、为保留文史资料及给读者以直观印象，本志收录了大量有关老北京

建筑、历史人文景观、传统民俗及胡同的照片。

九、本志在民国建立之前用中国传统纪年，同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图片附英文说明，后面附有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以方

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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