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史家胡同的隔壁正
是世界名车商店云集的金宝街，这里

的平房也因顶着“学区房”的光环而售价高
达十几万元 !平方米。也就是在这里，在胡同的 "#

号院内，人们三三两两走在院子里，诉说着这样的声音：
“看这些物件儿，听这些叫卖声，让我们想起过去的日子……”
这就是近期开放的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一个让人怀着无限思绪
的地方。
作为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史家胡同始建于元代，而胡同博物馆

所在的院落曾经是现代作家凌淑华的故居、史家胡同幼儿园旧址。一进
门，墙上的砖雕是从临近胡同收来的老物件，地上散落的汉白玉井圈据说
是以前王公贵族才能用的。在馆内，一个根据 !$%&年测绘图和 !$%$年航拍
图制作的史家胡同沙盘精致地还原了整条胡同的风貌。
胡同长大的王女士虽然早已不住在这里，但“胡同情结”一直挥之不去，这

次约了发小，骑着自行车专程过来参观。她回忆说：“你看这雪花冰箱、单桶洗衣
机……那会儿谁家要有这么一套组合柜，羡慕死了；谁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全
院儿都得上他家去。那时候买夏普、东芝的电器，得用‘出国人员服务券’，要上
安定门外的出国人员服务部提货去。哎哟，都是奢侈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生张屹然也在留言簿上写道：“在史家胡
同 '#号院生活了 !'年，曾在史家幼儿园上小班、史家小学上小学、北
京二中上初中，目睹胡同的点滴变化。我们居民希望多元的文化，
但更希望继续过平静的生活，不愿意这里成为第二条商业街。”

如今，博物馆隔壁依然住着老住户，他们三两倚着院门聊
天，收音机里放的相声、评书，生活一如既往。朝阳门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博物馆空
了”：“不应该把博物馆塞得满满当当，希望好
东西能够重新回到胡同。整条胡同才

是一个活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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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份

记忆，也是一面

镜子。有人说，

“了解过去的一千

年，是为了更好

地建设今后的五

百年。”尊重文化

遗产，留住历史

记忆，保存文明

发展的脉络，才

使得我们对文明

的记忆更加丰富、

鲜活。

近年来，作

为文化遗产保护

的一种方向，民

间收藏与展示正

获得越来越多的

社会关注。它不

仅是官方博物馆

的必要补充，更

鲜活地勾勒了人

们的生活风貌，

唤醒沉睡的生活

记忆，展示了完

整 的 文 化 脉 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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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 "(( 多个收破烂的朋
友，他们一旦发现什么老物件，就会立马

打电话叫我去买。”阿龙对于民俗老物件的把握，
全凭自己的感觉。他说，“我收藏的这些东西，以前只是

自个儿看，自个儿欣赏，但后来我的想法变了，想拿出来让大
家都能欣赏到老北京的传统物件。”
阿龙，名叫宋振忠，满族人，是第五代北京人。他在钟鼓楼旁一间

不起眼的平房里，陈列了 !$((年到 !$&(年间京城老百姓饮、食、衣、用、
家居等方面的经典物件。每一个带着好奇来到陈列室的人，都会带着满满
的收获和敬意离开。这里的老物件让人们尘封多年的记忆被打开，仿佛又回
到了几十年前。
说到收藏“文化”的渊源，还要从 !$)!年说起。那时的阿龙跟着母亲“玩儿”

收藏，从八仙桌、太师椅到缠线的线板、挠痒痒的老头儿乐；既有做买卖用的各
种叫卖工具，也有日常生活用品，每一件都是一把可以打开老北京记忆的钥匙。
也是从那时开始，阿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尽最大能力收藏老北京的民俗
物件，开一个民俗博物馆。

如今，他实现了这个梦想。“你不知道外国人看了这些老物件有多喜欢，
你看看这个留言本。”阿龙自豪地给我翻看外国朋友们的留言，有英语、有
法语、有德语……虽然不能完全看懂外国朋友都写了些什么，但我们似乎
可以想象他们提笔留言时内心的惊讶与感动，惊讶于这里的生活乐趣
和智慧。

就为着让人们能更多地了解那些胡同里普通百姓的生活
状态、生活智慧，阿龙就这么执着地“坚持了 '(年，奋斗了

'(年，收藏了 '(年”，他还说，“如果有一天，要看
中国的老物件需要跑到外国的博物馆里，那

算怎么回事儿啊”。

老物件陈列室：咂摸民俗的滋味

胡同博物馆：讲那过去的故事

京城老物件陈列馆就坐落在钟鼓楼脚下，钟鼓楼铃铛胡同 #号，从

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钟楼。

宋振忠收藏了很多老北京旧

时的“响器”。
老物件按照衣、食、住、

行四个部分进行陈列，图为展

示的钱币收藏。

博物馆还用社区居民捐献

的旧生活用品营造了两个穿越

时空的胡同人家。

“七八十年代的记忆”展厅有了组合柜、

黑白电视机、单开门冰箱，那时有一句流行

语“组合家具沙发床，黑白电视放中央。

屋里陈列着 '((余件老物件，八仙桌、供台、太师椅……进入房间让

人恍如隔世，%(多平方米的展厅布置得像老北京家里的客厅。

胡同沙盘精致地还原了整条胡同的风貌。

博物馆由老舍之子舒乙题写馆名，经过两年多“修旧如旧”的修缮，现

有 )个展厅，用实物、图片、微缩模型等展示了史家胡同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