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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坊桥路口是南城重要节点。

纪晓岚故居在路口东北。路口西南则是湖广会馆。从外表看，湖广会馆古色古香，
但明显重修过。

它最初为官员府邸，1807年捐为会馆，成为湖北、湖南两省人士在京交往的根据地
。1830年重修并增建戏楼。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5次莅临会馆。当年8月，在此
主持成立国民党，会馆见证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成立。谭鑫培、余叔岩、
梅兰芳等京剧大家都曾在大戏楼舞台留下痕迹。1997年北京戏曲博物馆在此成立。
戏楼现在继续对外演出。票很便宜，比正乙祠便宜许多，明显给大众看的价位。

《风雨晴雪走胡同：一个媒体人的北京胡同行脚》，侯东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
21年5月版。

原文作者丨侯东合

摘编丨安也

民国时，香厂名气很大。它不仅是一条胡同名，而且成为地域名。彼时北起虎坊桥
大街，南抵先农坛，东起留学路，西至虎坊路，均统称“香厂”，为民国政府为振
兴北京而开展的区域试点之一，建造了大量西式建筑。

当时，“香厂新市区”总面积约22公顷。经过建设，这一带成为当年北京最西化、
最繁华时尚的地区，首设了路灯、交通岗亭、汽车出租行等新鲜事物，汇聚了多家
剧场、电影院、曲艺场和中西餐馆，引入了节假日促销、电话订餐等服务。商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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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则定位于“新、奇、特”，引进了哈哈镜、魔术等娱乐活动。这里的东方饭店在
全国率先做到每间客房都有电话，并有7部汽车免费接送住店客人。香厂新市区成
为北京从封建城市过渡到现代化城市的先行地区，成为当时的“新北京”，堪称北
京当年的CBD（中央商务区）。从1914年兴建至今，已经100多年过去了。

惜1928年后，北京不再是首都，降格为北平，同时又因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人口
迁移以及自身商业定位失准等诸多因素，新市区商业逐步衰退为小商铺和平民街区
，既往的辉煌早已被人淡忘。我也是来到香厂，才知此地昔日之辉煌。据初步梳理
，香厂地区现存民国时期建筑共计10处。

市政当局当时在香厂地区建新北京，共规划建设14条大路，香厂路是其中之一。现
在香厂路，已没有老建筑，改建成了二层小楼。一些地方摆满了小摊。百年前CBD
，今日平凡如斯。万明路也是民国时北京市政当局在香厂新市区新辟的大路，因其
北端东侧明清时有万明寺而得名。开辟大路时，万明寺被拆除。1916年前后，在万
明路与香厂路交会处东北侧，建起了4层船形大楼的“新世界游乐场”，系仿照上
海“大世界”而建，内设书场、剧场、影院、杂技场等，楼中有电梯，楼顶有花园
，是当时北京较高的楼房建筑，游人众多，在当时繁华一时。其地位大约相当于现
在王府井的东方广场。20世纪80年代，此楼被拆除，改建为居民大楼。

1919年6月11日晚，《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3人，曾在楼顶
花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当场被捕，监禁3个月，经李大钊等人营救释
放。

万明路11号是东方饭店。乍一看，东方饭店只是座现代高楼。从合适角度往里看，
则发现院子里有楼，三层，上面写着“1918”。上有“北京东方饭店初期建筑”文
物说明牌。时有一些外国人从东方饭店里边出来，欧美脸型。这就是东方饭店老楼
，建于1918年，是当时北京唯一的民族资本自营的高档饭店。也是香厂新市区组成
部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饭店由法国人开办、管理，六国饭店是英国人奠基、主事
，唯有东方饭店是中国人创办、经营。当时凡有骨气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包括政
界要员、商业大亨、文化名人都愿下榻东方饭店。所以，在此曾发生了众多历史事
件，并且留下了各界名人的足迹。陈独秀、蔡元培、张学良、白崇禧、胡适、梅兰
芳等均曾在此下榻。东方饭店是目前香厂地区仅存的保持原有名称和业态的民国公
建，其北侧客房保留完整，楼梯和阳台扶手均为1918年原状原物。

饭店目前正在依托其独有的历史资源，全力打造国内第一家“民国文化主题酒店”
。每层、每间名人住过的客房外都挂着精致标志牌，上面镶嵌着人物肖像和文字说
明。他们是：刘半农105房，黎锦熙106房，赵元任107房；胡适201房，陈独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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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房，鲁迅206房，蔡元培209房；钱玄同304房，李大钊308房，邵飘萍310房……

你想住哪间房？

东方饭店主楼大堂墙壁上，则分别悬挂着五幅油画，形象再现了发生于此的历史场
景。宴请苏联代表团：1922年，罗文干、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胡适、马叙伦
等北大教授，在东方饭店宴请苏联政府代表团；国语注音：1925年至1926年，钱
玄同、赵元任、刘半农、黎锦熙、林语堂等学者，每月聚集在东方饭店研究汉语注
音问题；鲁迅避难：1926年，直奉战争爆发期间，鲁迅先生避难住进东方饭店，并
在这里写下《记念刘和珍君》；北伐告捷：1928年6月10日，白崇禧率部进入北平
，在东方饭店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北伐胜利；少帅斡旋：1935年至1936年
，张学良、张大千等人住在东方饭店。少帅张学良设宴调和张大千与时任中国画院
副院长徐燕孙二人矛盾，徐张遂握手言和，此后张大千蜚声北方画坛，一发不可收
。

而今日此饭店也有传奇：1957年7月至10月，傅抱石、关山月在此联手创作著名国
画《江山如此多娇》，毛泽东主席亲笔为此画题词：江山如此多娇。此画曾悬挂于
人民大会堂，世界闻名。

香厂路东段连着仁寿路。仁寿路也是当年新市区的14条马路之一。因曾有仁寿寺，
故名仁寿路。新中国成立后仁寿寺尚存，但已破败，后被拆除。

仁寿路南段，一座青砖老楼极有气场，一下子就吸走了人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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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里内部

泰安里可谓北京里的上海。可以来看看。时间是一位伟大的作者，它能写出城市的
最后结局。

“新市区”附近胡同

校尉营胡同。明时称校尉营，以有兵营而得名。1965年定名为校尉营胡同。北侧有
一些工棚，原来的建筑拆掉，正在兴建沿街新建筑。南侧房屋保存甚好，皆小四合
院，有老北京感。36号、14号、16号都是保护院落。从围墙就能看出，这些四合
院功力深厚。

44号四合院，高门楼，广亮大门。过道墙壁上挂着文物保护牌，它是宜兴会馆，西
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牌子上说，此院原为清朝光绪年间两任顺天府尹周家楣的故居
，光绪十三年（1887）周家楣去世，顺天府民众集资将其故居扩建为宜兴会馆新馆
，并在馆内设立祠堂，以纪念周在治理顺天府时的清明政绩。顺天府尹相当于今日
之“北京市长”。周家楣在顺天府尹任上，弹劾贪官污吏，救灾施赈，疏浚河道，
兴办教育，政绩斐然，为顺天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宜兴会馆的祠堂，他逝世
后，京郊之地、顺天府乡绅百姓念其德政，还在通县为他建了专祠。看来，周家楣
彼时是人民的好公务员。

“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时官员都是向老百姓摊派、集资甚至搜刮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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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封建官员，逝后百姓主动集资为其建祠，实属不易。他大概是元、明、清、民国
几朝，最受人民爱戴的“北京市长”。因为从建筑上尚没看到对其他“府尹”的讴
歌。局部的贡献，只有局部的人知道。周勤政爱民的先进事迹，只有顺天府的人知
道，并不为更多人所知。倒是其在任上编纂的《光绪顺天府志》，质量上乘，让人
念念不忘。现在院里边住着住户，建起了一些临时建筑，原建筑的轮廓，尚可以看
出。

校尉营胡同往东走到头，是一堵围墙。从围墙边往北，竟是一个教堂的背影。此乃
珠市口教堂。珠市口教堂是北京南城唯一一座具有简易哥特式风格外貌的基督教堂
。正位于珠市口西大街和前门大街两条繁华路段接合处。教堂始建于1904年，是1
900年以后美国卫理公会开设的八座教堂的第一座。1921年该堂进行了扩建，基本
形成了今日教堂的三层建筑格局。为了保留这处教堂，当年扩建马路时，特意从此
绕了一个弯儿。现在，教堂周围周筑都没有了，只有它在路边，显得突兀。

墙隔开新大街和老胡同：左为前门大街，右为铺陈市胡同。

储子营胡同。明称厨子营。民国后雅化为储子营，名称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后。民国
很逗，储子比厨子高雅吗？1965年定为今名。此地为散帮厨子的居住集中地，主要
以协助事主料理婚丧嫁娶的宴席为生，因而得名。这是代表厨师的北京胡同。是典
型的南城普通胡同，有些普通四合院，后来改建得比较多。历朝历代，厨师哪会住
上好房子？所以，难怪穷汉们的铺陈市胡同连着厨师界的本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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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湾胡同。明称般若寺。清称般若寺胡同、九曲湾。由于胡同弯曲多变，民国后更
名为九道湾。《北京胡同志》称，该胡同最窄处仅70厘米，只能单人只身通过。弯
曲之处达13处之多，故称九道湾。1965年更名为九湾胡同，现在公认是北京市最
弯曲的胡同。经典四合院不多，多是后来改建的红砖平房。把一条胡同修得如此弯
曲，实在不易。

鹞儿胡同

居仁里胡同。民国时称香厂居仁里。名妓赛金花曾住居仁里16号院。彼时，清华大
学刘半农教授及商鸿逵二人多次到居仁里采访赛金花，并出版了《赛金花本事》一
书。全书以自传体的形式介绍了赛金花生平。赛于1936年12月3日病死于居仁里宅
内，终年72岁。死后葬于陶然亭锦秋墩上，其墓碑现保存于陶然亭慈悲庵陈列室内
。16号院，后来改建过，院里有临时搭建的塑钢房子。原来房子不存在了，只有这
块地还在。胡同往北不通行，北部已拆建成楼房。不仅想起已走过的陕西巷怡香院
，赛金花在那里时，曾多么奢华风光，而最后病死于这样一条陋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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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佑胡同：群猫会

何家胡同。清雍正以前叫何家庄，后改为何家大院，1965年更名为何家胡同，据说
因此处何姓住户多而得名。1949年前多住体力劳动者，拉排子车的和装卸工居多。
不长。多红砖平瓦平房，简单实用而欠美观。只残留个别四合院。历朝历代，干体
力活的总难以住上好房子。

永胜巷。多好的名字！明清时，巷内有庙名“斗姥宫”。清康熙时以宫为名，改称
西斗母宫。1965年改称永胜巷。房子大部为后来改建。福昌里。以前胡同里有座娘
娘庙，后来拆掉，两边盖成民房，形成胡同，取名福昌里至今。著名天桥双簧艺人
“大狗熊”孙宝才曾住此里。乱搭的违章建筑多，把胡同弄得很窄。

华康里。从1930年开始，这里就叫华康里。华康里建于1915年至1918年间，是当
时“新市区”建设中一组封闭的街坊。临街有楼，朝南。在当时确为格局形式新颖
之建筑。彼时此处曾有妓院。现在只是一个南北向巷子，窄。巷两边其实就是老房
子，但私搭乱建后已不清晰。华康里南边尽头，是一幢楼房的拱形过道。上有标识
，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这幢二层青砖楼，简约西式风格，门洞上方写有“华康里
”三个大字。看质地，应是民国原版。一层被各种违建包围。

                                    7 / 9



智行理财网
蚌埠老庙黄金店(蚌埠百货大楼老庙黄金电话)

大川一巷

红炉胡同。原名铁香炉，因此处曾有一大铁香炉而得名。据称铁香炉现在仍埋于地
下。1965年，改名为红炉胡同。不长，传统四合院少，小院落大部改建成普通平房
。

照阳胡同。原名阴阳胡同。20世纪40年代曾称照阴阳胡同。1965年改此名。窄，
再加上搭出来的违法建筑，显得特别杂乱。

红光胡同。胡同曾用名王家大院。里边略微曲径通幽。

华严路，明清时曾名花园路，据说有一位姓甄的大官僚在此路东口居住，人称甄家
花园，故街名花园路。1915年定名华严路。懂点佛教的人，都知道常有华严寺，乍
一看以为此路跟华严寺有关系，实际没有半毛钱关系。猜测，“华严”是“花园”
的谐音。民国很搞怪，“花园”有何不雅，非要谐音弄成“华严”？

双五胡同，曾用名双五老庙、双五道庙。窄，多简易小四合院。路极绕。板章路。
清时此处即名板章路。当年，是民国新市区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居民混住，显得比
较破旧。13号为二层青砖老楼，跟陕西巷云吉班那种色情楼风格接近。13号、15
号、17号连在一起。有标识，它是西城区普查登记文物板章路商住楼。

板章胡同。有板章路，亦有板章胡同。路与胡同共名，北京少见。两处所不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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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章路南北向，宽。板章胡同东西向，窄。板章路北段东侧与板章胡同相连。这是
板章路与板章胡同的相会。清时即称板章胡同，胡同内曾有安溪、同安等会馆。13
号，是座三层青砖小楼，很老。发出一种楼老了后独有的古老气味。此楼必有资历
，但查不到其在江湖的传说。

留学路。明称牛血胡同。据说这里宰牛户多，故得名。民国初年，市政当局在香厂
地区进行开发建设时，将其谐音雅化统称留学路。从牛血到留学，这是神一样的逻
辑。去留学宰牛吗？这是民国留下的又一段名字佳话。路很长。名字虽然文雅，但
现在已成一条典型的低端商业街，两侧都在卖日用品。没有故事。

正阳胡同。明称养羊胡同。据传此地贫民多以养羊为生，故称。1965年称正阳胡同
。一侧是住宅楼，一侧有简易平房。窄。

华仁路。形成于1915年。因与华严路、仁民路相连，故定名为华仁路。全是后来改
建的一层平房或二层楼。已无过去踪影。

仁民路。清至民国，天桥一带医院少，只有一家市立第一医院，即仁民医院。此处
遂以仁民医院为路名，称仁民路。过去风貌已荡然无存，建筑皆为重修。路边宣武
中医院，乃仁民医院故址。

齐胜巷。巷中原有一座小庙，称“七圣庙”，遂以此为名。民国时期有妓院。1956
年将庙拆除，建成友谊医院家属宿舍。1965年定名齐胜巷。建筑皆后来改造之平房
，没有什么特点。这一代带胡同大都只剩名字，没有遗存。

本文及文中所附图片皆选自《风雨晴雪走胡同：一个媒体人的北京胡同行脚》，较
原文略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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