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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拥有全新商
贸形象的秀水街市场。这家知名的商场
以销售中国丝绸、手工艺品著称，并早
早凭借使馆区的区位优势成为了商品交
易的佼佼者，是与长城、故宫、北京烤
鸭等齐名的必游之地。

据了解，秀水街市场成立于 1980
年，一开始只有零零落落的几家商铺，
散落在一片使馆和外交公寓中间。到了
1985 年末，政府在这里批准成立了秀水
市场，一些商户开始转营有中国特色的
丝绸服饰及工艺品，并很快以“中国丝
绸一条街”走红。秀水街所卖的东西大
部分是紧俏的出口转内销商品，这些商
品很时髦，价格低廉，质量较好，品种
丰富，符合消费者的胃口，口碑逐渐远
播。

如今，这条街上汇集了更多具有中
国特色的品牌商户。如作为北京市首批
退税商店的“兰亭国礼”店铺，店内空

间幽静，设有品茶区，主营产品有茶
道、香道、民族工艺收藏品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艳君绣品行内销售的绣花
鞋，图案讲究，绣工出色，很好地展现
出女性的优雅与含蓄，又承载着中国文
化；懿菲旗袍品牌则彰显东方韵味，店
内旗袍以杭州的丝缎为主，辅以其他面
料，以精湛的手工缝制技术和手绣工艺
见长，在制作过程中恪守唐装传统工
艺，手工滚边、立领、绣花、织锦缎，
同时融入现代元素，创作出复古又时尚
的经典唐装服饰，让消费者都能在此找
到适合自己的中国服饰。

“这里的很多商品都充满了中国特
色，是中国所独有的，在我们塔吉克斯
坦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来自塔吉克
斯坦大使馆的金流不禁发出感叹，这次
活动让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品牌和文
化的独特魅力。

路文军副主任表示，此次“亲历北
京”活动以北京奥林匹克塔、蟹岛度假
村、秀水市场等特色景区为核心，以点
带面，着力打造了朝阳区独具特色的奥
运旅游、休闲旅游、商务旅游为一体的
特色旅游，并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向中
外游客广泛推介了朝阳区丰富的旅游文
化资源，以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来北京
朝阳参观游览、购物休闲。

据了解，“北京沙龙·亲历北京”系
列文化活动，秉承“以体验为精髓，以
文化为主线”的宗旨，在过去的 3 年中，
邀请在京境外人士体验了中国京剧、昆
曲、武术、民乐、茶艺、风筝、宫廷美
食等文化，得到了众多在京外籍人士的
热烈欢迎与追捧，拥有了众多铁杆粉
丝，成为外国人了解北京文化、了解中
国文化的重要平台。

作为活动主办方，北京月讯杂志
社、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历来以传播
北京城市形象为己任，连续 17 年举办“外
国摄影师拍北京”活动，每年举办魅力北
京图片展、“文化国门·美丽北京”图片展，
自2013年开始举办“北京沙龙·亲历北京”
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已经形成品牌，受
到了境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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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这真是太棒了，感觉整个北京城都在脚下。”18日，刚刚

“加冕”奥运五环标志的北京奥林匹克塔迎来一批特殊的外籍客人，

近百名来自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国际组织驻京机构官员、外国驻京商

会代表和境外驻京媒体记者走进北京市朝阳区，感受城市之美。

此次“北京沙龙·亲历北京”系列文化活动由北京月讯杂志社、

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中心主办，以“亲历朝阳区旅游文化”为主题，旨

在通过“一日游”的方式，带领在京外国友人们亲身体验朝阳区以奥

运旅游、商务旅游、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旅游特色，了解朝阳区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感受北京魅力。

活动第二站为蟹岛度假村。在朝阳区中隐藏着多处亲近自然
的休闲旅游佳地，蟹岛度假村正是其中之一。“这里以餐饮、娱
乐、健身为载体，以四季采摘、产销绿色食品、钓螃蟹、吃农家
饭等为消费特色，让客人享受清新自然、远离污染的高品质生活
为经营宗旨。”蟹岛度假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外国友人们首先来到了蟹岛度假村中独具特色的北京四合院
区域。“我们现在所在的房间是客厅，也是正房，楼上是主人的主
卧和次卧，旁边还有东厢、西厢，耳房等，可以容纳24人入住。”
北京市蟹岛绿色生态农庄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志鹏介绍说，这座
名为“万盏金”的四合院以前是供富贵人家居住的，寓意也比较
好。“一般情况下，北京四合院在建筑上的规格是坐北朝南，北面
是正房，东西是厢房，南面是倒座，东西南北四面都是房子，整
体由廊子贯通。”

“由于各种因素，现在北京的老胡同、四合院正在逐渐减
少，”刘志鹏说，蟹岛度假村之所以要打造这种四合院，是因为想
在北京保存下完整的四合院，供客人参观、游览和入住，为客人
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据介绍，仿古农庄是蟹岛度假村精心打造的住宿区，围绕农
庄小河建有16种风格的北京四合院，每个院落均是磨砖对缝，青
砖灰瓦白墙，风格及内饰物品与院名相一致，给人以古朴、厚重
之感，完整再现了北京古村庄的起居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
美国的文化有着很多不同之处。所以，我感觉自己很荣幸，能够
在北京了解中国文化、体验城市魅力，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
段经历。”参观完四合院的秦文岳说，之前自己也曾参观过北京四
合院，但是带上家人一起来参观还是第一次。

除了了解北京四合院的历史，外国友人们对钓螃蟹也是兴趣
十足。只见在室内垂钓馆，外国友人们纷纷在池塘边上“落座”，
拿起钓竿，兴致勃勃地开始了钓螃蟹比赛，体验起水上乐园的童
趣，现场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声。

体验活动丰富精彩，但时间安排比较紧凑。外国友人们非但
没有疲惫之感，反而兴致盎然，意犹未尽，有的甚至主动当起了
义务“推介员”。“说起来，自己快要离任了，但我还是对北京充
满留恋。”秦文岳对本报记者说，“回国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向我的邻居、朋友们推荐来北京旅游。他们要是能来参观，
一定会被北京的独特魅力所折服。”

图①：外国友人参观北京
2022冬奥会相关展览。

本报记者 赵鹏飞摄
图②：外国友人参观北京四

合院。 马 柯摄
图③：外国友人挑选中国服

饰。 马 柯摄
图④：外国小朋友体验从井

中汲水。本报记者 赵鹏飞摄

朝阳区拥有“中国奥运旅游第一
区、中国商务旅游第一区、中国都市休
闲旅游示范区”等诸多称号，旅游资源
丰富独特。6月12日，这里诞生了一个北
京新地标——北京奥林匹克塔，永久性
奥运五环标志也于塔顶落成。

记者首先跟随外国友人们来到了北
京奥林匹克塔，只见5个高低不同的独立
塔高高耸入云霄，塔顶位置的树冠造型
新颖独特，吸引不少外国友人纷纷驻足
欣赏、拍照合影。“这座塔真的很高啊，
而且造型独特，的确很让人震撼。”一名
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抬着头仰望奥林
匹克塔，不禁感叹。

来到塔基大厅内，现场的工作人员
介绍称，北京中轴线凝聚了中国传统文
化，北京奥林匹克塔就坐落在中轴线的
延长线上，分为塔基大厅和塔体两部
分，其中塔体由 5 座 186 米至 264.8 米高
的独立塔组合而成。目前，它是世界唯
一的由5个独立塔组合而成的建筑，也是
世界上永久设置奥运五环标志的最高建
筑。

北京奥林匹克塔以“生命之树”为
设计理念，寓意大地隆起开裂，生命之
树从地壳破土而出，自然生长，在塔的
顶部逐渐向四周延展，形成树冠形状。5
个高低不同的塔身在空中似合似分，蕴
含着奥运五环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外国友人们纷纷登上北京奥林匹克
塔俯瞰北京城，领略北京中轴线上的绮丽
风景。“站在这里能够看到北京全貌，这种
感觉真棒！”来自美国大使馆的秦文岳对
本报记者表示，“参观北京奥林匹克塔，最
大的感触有两点：一是站在塔上可以将北
京这座规模庞大的国际化大都市一览无
余，既有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建筑，又包括
现代化的摩天大楼，这种感觉非常好；二
是这个塔的造型设计也很吸引人，在给人
们带来惊喜的同时让人印象深刻。”

来自西班牙的小姑娘朱莉娅今年刚4
岁，在父母的照顾下，也奋勇争先地爬
到了塔顶的观景平台。“这里真高啊，能
看到很远很远。”朱莉娅在父亲的怀抱
中，兴奋地用手指着远处，尽管话语中
充满了童真，但她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喜
爱溢于言表。

“本次活动旨在打造朝阳区新的旅游
品牌形象。”北京市朝阳区旅游发展委员
会副主任路文军介绍说，朝阳区已成为
每年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的魅力城区。特别是奥运旅游作为北京
很有代表性的特色旅游，应当更好地推
介出去，希望能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亲身
感受北京的奥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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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只有东四胡同才能
代表北京城”。东四胡同有什么特
点，以至于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有人
总结出了四句歌谣来概括：“街道胡
同故事多，名门大户任评说。皇粮仓
房历史老，传承文化谱新歌。”

在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路东，自南
向北依次排列着名为“东四头条”至

“东四十四条”的 14 个胡同。其中，
东四三条至八条一带属于北京旧城历
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一区域的四合
院、胡同、街巷是在元代街巷格局上
发展形成的，街巷严格遵循大街 24
步、小巷 12 步的规制建造。街区内
胡同排列整齐，四合院布局规整，显
现了完整的“鱼骨”式的胡同肌理。
当年西方人马可波罗对元大都的街巷
赞不绝口，他这样描写——“周围皆
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
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
言”。

位于东四六条的崇礼住宅号称
“东城之冠”，是目前北京最具有代表

性的四合院之一，也是唯一被列为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私人住宅。在东
四街区文化志愿者蒋大爷的带领下，
笔者有幸进入这座曾经辉煌气派、如
今已变成住宅的古老宅院，一探究
竟。

蒋大爷介绍说，崇礼是晚清大
臣，光绪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如今
六条的63号和65号虽已被砖墙隔开，
但在旧时均属崇礼住宅。崇礼住宅全
园面积达 1 万平方米，东西都是一个
四进的大四合院，后门直通东四七条；
中部为花园，有假山、亭阁、古树等。

“这么大的园子，现在住了这么多人
家，在当时那可就是崇礼一家人的府
邸，真是气派啊！”蒋大爷在介绍间隙
对笔者感叹道。

人称“冬皇”的京剧名伶孟小
冬，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
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自 20 世纪 20
年 代 起 ， 东 四 三 条 旧 门 牌 25、 26
号，便是孟小冬的家。自拜余叔岩为
师后，孟小冬每天下午三至五时在家

中自己吊嗓子，吃过晚饭便从东四三
条出发，到宣外椿树头条余府学戏，
就这样持续了 5 年。自拜师余门之
后，孟小冬的技艺有了很大突破，一
跃至当时众多须生之上。

在东四 14 条胡同当中，像这样
的名宅大户、名人住所不胜枚举。例
如，被称为“七君子”之一的沙千
里，曾居住在东四六条 55 号；著名
作家、教育家叶圣陶，曾居住在东四
八条71号院；八条111号则曾是民国
初期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朱
启钤的住宅……东四胡同承载着厚重
的历史文化，见证着岁月变迁，堪称
一座“百姓身边的博物馆”。

如何将这份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当
今时代相结合，将其传承保护并重新
赋予它新的生命力，这是历史给我们
留下的重要课题。

家住东四六条的王阿姨今年已经
70岁了，自嫁到东四胡同的那一天起，
她已经在这里居住了整整 48 年。“东
四条条胡同都跟我自己家一样，闭着

眼都能摸到。”王阿姨边跟笔者交谈，
边戴上红袖箍、穿上统一发放的蓝色
志愿者制服，投入到“胡同清洁日”活
动中，擦洗门窗，清除小广告，清理堆
积垃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齐心
协力，把胡同打扫得焕然一新。

实际上，相关部门一直在积极推
进胡同整治及文化建设工作。东四街
道办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
希望能帮助东四胡同成为名符其实的
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而要想做到这一
步，仅靠外界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
从咱们胡同自己的居民开始，自发自
觉、齐心协力地建设老北京胡同。”
据了解，自今年 6月份起物业公司正
式入驻东四胡同起，胡同秩序、环
境、治安等都有了明显改善。

下一步，东四街道办还将举行胡
同文化展、摄影展等活动，并积极培
养能够讲解胡同历史文化的志愿者，

“要让更多人了解老北京胡同文化，
让每一个来东四胡同参观的游客都能
感到不虚此行。”

北 京 老 胡 同

东四胡同里的老北京故事
李梦迪

●●奥运高塔看全貌奥运高塔看全貌
●●仿古农庄寻历史仿古农庄寻历史

●●特色商铺试旗袍特色商铺试旗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