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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北京胡同，很多人的印象便是灰墙青
瓦，古院民居。然而，作为北京城里最长的一
条胡同，东交民巷却有着规模较大、数量众多
的西洋建筑群，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刻下了
难以抹去的印记。

东交民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中部，东起崇文
门内大街，西止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全长大约
1.6 公里，如果加上西交民巷便足有 3 公里之长。

“元朝时，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是连在一起的一条
胡同，因地处南粮北运的咽喉要地，故而得名江
米巷。”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馆员董良向笔
者介绍说。

明朝永乐年间，东交民巷开始成为中央衙署聚
集地。后来，清政府又为其增添了对外交往中心的
职能。清朝雍正年间，位于此地的俄罗斯馆正式成
为专用，开启了在东交民巷内设立一国使者专属驻
地的先河。

“然而，真正为东交民巷带来转折的，是1901年
签署的《辛丑条约》。”董良介绍说，“条约规定，划
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自此，各
国除了扩建使馆外，还设立邮局、银行、饭店、官邸等机
构。1921年前后，东交民巷形成了全新的欧式街区。

中国政法大学的

在读研究生宋艺博慕名来到东交民巷，被旧使馆区的
一座类似巴黎凯旋门的建筑深深吸引。而这座大门的
背后，正是设立于清朝咸丰年间，后经扩建重修的法
国使馆旧址。使馆大门用灰砖做出壁柱和拱券，门前
放置一对中国石狮，院内配楼则是典型的法国乡村别
墅风格。

“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映衬着别有特色的西式建
筑，行人不多，整个巷子安静而肃穆。”曾游览过多处
景点的宋艺博颇有感触地说，“东交民巷让我看到了北
京古都风貌之外的异域风情。”

在东交民巷与台基厂大街交叉口附近，有一座圣
米厄尔教堂，虽然不大，但颇为引人注目。该教堂建
于1901年，在南立面设有主入口，装饰精致，中部主
体与两侧高耸的尖塔呈现出哥特式建筑风格。“中部主
体的柱顶安放有圣米厄尔雕像，而壁柱上的排水口采
用的却是螭首造型，二者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细节
体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与共生。”董良介绍说。

除了使馆、教堂外，多个国家亦在旧使馆区设立
了银行。位于东交民巷36号的北京警察博物馆正是建
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花旗银行旧址。该建筑为砖石结
构，外观稳定厚重，四根罗马爱奥尼式巨柱高大有
力，立于七步台阶之上，纵贯两层，呈现出典型的近
代古典主义银行建筑风格。在花旗银行之外，红砖清水

墙的英国渣打银行、外立面呈山字型的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砖木混合结构的日本正金银行等，
也构成了东交民巷风格各异的西洋银行建筑旧景。

作为北京仅存的上世纪初的西洋风格建筑群，东
交民巷使馆建筑群已于2001年7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 年 5 月，东交民巷
也被列入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

“东交民巷承载了太多的沧桑历史，那些因历史
因素形成的异域建筑别具特色，与京城内雄伟壮丽
的宫殿及朴素无华的传统宅院形成鲜明对比。”董良
表示，“东交民巷不仅是特定时期里出现的特殊历史
产物，更是近代中国重大历史变革的缩影与见证。”

近日，太庙艺术馆首次推
出“燕京八绝——能工巧匠”
北京本土工艺美术大展。展览
展出了数十位工艺大师制作的
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
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
京绣、民间工艺九大部分的百
余件传世工艺作品。

吴 镝摄
（《北京日报》发）

〖珍贵文物数量全国第一〗

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
查工作于2012年年底正式启动。近4年来，北京市对全市
15463家国有单位进行了调查，确认有可移动文物的收藏
单位共339家。

截至 2016 年 4 月 1 日，北京市申报的可移动文物为
6383254件 （套），其中珍贵文物439388件 （套）。北京市
申报的普查可移动文物数占全国的18.93%，珍贵文物数占
全国的22.76%，珍贵文物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北京市首次基本摸清了国有可移动文物家底”，北京
市文物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平介绍说，北京是一座有
着 3000 多年建城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种类繁多、
数量庞大、价值突出的可移动文物是北京先民文明智慧的
结晶，也是城市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

〖新发现多个可移动文物〗

北京地区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隶属关系复杂、类别广、
层级多、差异大，组织协调难度大。此次普查，北京市文
物局以文物收藏数量多的各大国有博物馆为重点，以中央
在京单位为龙头，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进普查工作。

普查中新发现208家国有单位收藏有可移动文物，包
括中央单位99家、市属单位17家、区属单位92家。于平

表示，以往大多认为文物只在文保单位或者博物馆内收
藏，但其实很多企事业单位也拥有文物收藏。比如，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找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材等珍
贵文物、北京第166中学发现了民国二十二年学生完成的

“动物学”作业等。
随着一大批有价值的文物得到发现和认定，纳入国家

文物保护管理体系，文物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而大众也
将得以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11月网上公布文物大账〗

目前，北京已初步掌握了市文博系统和各级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以及文
物的本体特征、基本数据，为文物发放了“身份证”。今
年内，北京将完成剩余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不少于150万件
藏品的信息采集和登录等工作。

通过此次普查，北京市域范围内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
全面、准确的国有可移动文物数据档案和大数据库，进一
步健全了文物登录备案机制和文物保护体系。于平介绍，
11月文物大账将上网公示，市民足不出户，动动鼠标就能
了解北京收藏了哪些宝。

下一步，将在全国可移动文物登录网逐步公布文物数
据，逐步公开符合公开条件的一般文物信息，定期公布文
物资源总体情况，发挥已登录数据在文博创意产业、智慧
博物馆项目、博物馆展陈、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作用。

同时，将加大对已登录文物的保护力度。根据普查数
据情况，启动普查新发现文物保护修复计划，特别是对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突出和亟待修复的藏品，开展抢救性
保护工作。

聚 焦 京 城

北 京 老 胡 同北 京 老 胡 同

总数占全国约两成 网上公示“身份证”

北京可移动文物首次亮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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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文物局首次发布“北京文物”的家底儿。截至2016年 4月1
日，北京市申报的可移动文物有 6383254 件 （套），其中珍贵文物 439388 件
（套），两者数量均居全国前列。经过普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材和昆虫、故宫
里发现的晚清玻璃底片等珍贵文物首次被纳入国家文物保护管理体系。

普查亮宝

●故宫25大类玻璃底片被发现

故宫发现的大量玻璃底片，内容涉及绘画、金
银器、陶瓷等25大类，是了解清朝宫廷生活的生动“纪
录片”。对于院藏的18134张清宫老照片，故宫正在建
立电子账并开展基本编目工作。同时，该院发现殷墟
甲骨 22463件，成为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历史语
言研究所的世界第三大甲骨文物收藏机构。此外，20
万件光绪大婚时特制的瓷器拥有了文物的新身份。

●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再现”

我国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教授获
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而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 《五十二病方》 中就记载了
用青蒿治病的药方。那么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2000多
年前的药材会是什么样的呢？这次普查中就发现有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材、昆虫分别收藏于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国家动物馆。

●找到34件《兰亭序》拓本

普查中，北京市共找到34件《兰亭序》拓本。这些
拓本分布在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
图书资料中心及北京艺术博物馆。其中北京艺术博
物馆所藏为宋代拓本，是国家一级文物，十分珍贵。

京城最长胡同——

东交民巷里的西洋旧景
党亚杰 文/图

1.5亿方“南水”进京“解渴”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魏梦佳）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南水北调办获悉，南水北调来水
调入密云水库调蓄工程目前运行顺利，截至
12日，调水量已累计超1.5亿立方米。通过向
密云水库等市内重要水源地补充“南水”，首
都水资源战略储备得到提高。

密云水库调蓄工程主要是从颐和园内团
城湖取水，将南水北调来水加压输送至北京
重要水源地——密云水库，增加其蓄水量。
由于地势差异，江水须通过京密引水渠反向
输水，借助 6级泵站，提升输水至怀柔水库，
之后再经3级泵站加压输水至密云水库。

该工程于 2013 年开工建设，去年 5 月进
入试运行调试阶段。截至 5 月 12 日，已累积
调水超过1.5亿立方米。其中，向密云水库调
水6000多万立方米，向怀柔水库调水4800多
万立方米，回补密怀顺水源地 3500 万立方
米，并向十三陵水库补水500多万立方米。

据悉，4月底以来，此项工程供水规模达
10立方米/秒，日供水量可达90万立方米，预
计今年将向密云水库补水1.6亿立方米。

北京市南水北调办介绍，通过这项工
程，不仅可增加密云水库蓄水量，提高北京
水资源战略储备，还可以实现南水北调、密
云水库、地下水的联合调度，提高全市供水
保证率，扩大南水北调供水范围，使北京除
延庆外的其他地区均可使用南水北调来水。

近百家博物馆免费开放

本报北京电 在第 40 个国际博物馆日到
来之际，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博物馆学会
主办，北京地区各博物馆参与的 90多项主题
活动已拉开帷幕。由北京市文物局官方认证
的微信订阅号“北京文博”也正式上线，持
续更新今年博物馆日各项活动动态。

据统计，北京地区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已
有170余家，其中多家国有及非国有博物馆当
日向市民免费开放。据不完全统计，今年5月
18 日对市民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将多达 97 家，
包括国有及非国有博物馆，遍及整个北京城。

在活动期间，故宫博物院将展出 《玲珑
万象——来自美国的俄罗斯皇家法贝热装饰
艺术展》《天下无双品，人家第一花——洛阳
牡丹与故宫博物院牡丹题材文物联展》《太璞
如琢——崔如琢故宫艺术大展》。北京市西周
燕都遗址博物馆与北京汽车博物馆将联合举
办“简单看世界，一起轻生活——‘燕国达
人’京津冀自驾游”活动，同时将正式推出

“燕国达人”京津冀旅游+博物馆跨界活动。
在 5 月 18 日当天将有 44 项活动与老百姓

见面。其中，首都博物馆将与北京志愿者联
合会联合推出“博物馆之夜”，届时首博会开
放全部展厅，邀请来自北京各个行业的 1000
余名志愿者观展。此外，由北京古代建筑博
物馆承办的文物鉴定公益活动今年也将继续
举办。

东交民巷里的法国邮政局旧址

燕京八绝

亮相太庙

说起北京的魅力来，我总觉得
“吸引”这个词儿不大够。它能迷上人。著

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上世纪30年代在北
大教过书，编译过 《现代中国诗选》。1940 年他

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
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其

实，这位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
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 《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 中，
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
的部分。

使他迷恋的，不是某地某景，而是这座古城的整
个气氛。

回想我漂流在外的那些年月，北京最使我怀念
的是什么？想喝豆汁儿，吃扒糕；还有驴打滚

儿，从大鼓肚铜壶里倒出的面茶和烟熏火燎的
炸灌肠。这些，都是坐在露天摊子上吃的，

不是在隆福寺就是在东岳庙。一想到那
些风味小吃，耳旁就仿佛听到哗啦

啦的风车声，听见拉洋片儿的
吆喊，“脱昂昂、脱昂

昂 ” 地 打 着 铜
锣 的

是耍猴儿或变戏法儿的。这边儿棚子里是摔跤的宝三
儿，那边云里飞在说相声。再走上几步，这家茶馆里唱
着京韵大鼓，那边儿评书棚子里正说着 《聊斋》。卖花
儿的旁边有个鸟市，地上还有几只笼子，里边关着兔子
和松鼠。在我的童年，庙会是我的乐园，也是我的学
堂。

近来听说有些地方修起高尔夫球场来了，比那更费
钱更占地的美国迪斯尼式的乐园也建了起来。我想：这
是洋人家门口就可以玩到的呀，何必老远坐飞机到咱们
这儿来玩？比如我爱吃炸酱面，可怎么我也犯不着去纽
约吃炸酱面，不管他们做得怎么地道——还能地道过家
里的？到纽约，我要吃的是他们的汉堡包。最能招来外
国旅客的，总是具有民族本色的东西，而不是硬移植过
来的。

听说北京要盖食品街，这当然也是从旅游着想的。
然而满足口福并不是旅游者最大的、更不是唯一的愿
望，他们更想体验一下我们这里的游乐——不是跟他们
那里大同小异的电影院和剧院，而是有特色的民间艺人
的表演。比起烤鸭来，那将在他们心目中留下更为深
刻、持久的印象。

去年，我到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兰克福。老实
说，论市容，现代化的大都会往往给我以“差不多”的

印象，三天的逗留，使我至今仍难以忘

怀的却是在莱茵河畔偶然碰上的一个带有狂欢节色彩的
集市。魔术团在铜鼓声中表演，长凳坐下来就有西洋景
可看。儿童们举着彩色气球蹦蹦跳跳，大人也戴起纸
糊的尖尖的丑角小帽。我们临河找了个摊子坐下来，
吃了顿刚出锅的法兰克福名产：香肠。到处是五光
十色，到处是欢快的喧嚣。我望着莱茵河，心里
在想：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居然还保留着这种中
古式的市集。同时又想，即使光为了吸引旅
游者，北京也应有一条以曲艺和杂技为
主体的游乐街呀！

（选自作者作品集《北京城
杂忆》，作于 1985 年。
本报有删节） 历 史 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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