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匠营铁匠胡同
曾是打造冷兵器的作坊

北京有多处称铁匠胡同或铁匠营
的地方， 均为明清时设有制作铁器的
作坊或铁匠聚居地得名 。 铁匠俗称
“打铁的”， 是一门古老的职业， 匠人
们以铁为原料， 靠一把小小的铁锤打
造出各式各样兵器或生产、 生活工具。
打铁是个技术活儿， 多由师徒二人以
上组成 “小作坊”， 其工具有炉台、 风
箱、 砧子、 锻锤等， 劳动强度很大。

西城区厂桥附近有前铁匠胡同和
后铁匠胡同， 清代称铁匠营。 当时此
地为 “八旗” 之正黄旗地界， 驻有旗
兵 ， 所设铁匠营以打造兵器为主 ，
1911年后析为前、 后两条胡同， 分别
称前 、 后铁匠营 ， 1965年定名为前 、
后铁匠胡同。

丰台区以铁匠营命名的地名有六
个， 分称铁匠营、 东铁匠营、 西铁匠
营、 南铁匠营、 北铁匠营和小铁匠营，
均为明初在此设打造兵器的营地而得
名。 明代军队所使用的兵器多为铁制，
为满足军队训练和作战的需要， 朝廷
组织铁匠成立了打造兵刃和铁器的工
匠营 (兵工厂)， 俗称铁匠营， 属官营
的手工业 “大作坊”， 按照兵部要求打
造各种兵器。 现在方庄桥和刘家窑桥
之间的东铁营桥即是源自铁匠营之名。

弓箭大院弓匠胡同
曾为清代骑射制造弓箭

弓箭是古代军队使用的一种以弓
发射、 具有锋刃的远射兵器。 弓由弹
性的弓臂和有韧性的弓弦构成； 箭包
括箭杆、 羽箭、 箭头。 弓箭结构看似
简单， 但制作工艺很高， 历代从事弓
箭制作的匠人不计其数。

因清代乾隆年间为制作弓箭之所
而得名的弓匠胡同很多， 如位于西城

福绥境地区的东弓匠胡同、 西弓匠胡
同、 小弓匠胡同， 位于东城区朝阳门
北小街东边的南弓匠营胡同和北弓匠
营胡同。 此外， 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
还曾有个弓箭大院， 胡同呈南北走向，
北起东四西大街， 南不通行， 道路两
侧是整齐的营房， 成形于明代， 当时
有四十多家制作 、 经营弓箭的作坊 。
随着火药的发明、 枪炮的使用， 到了
清朝规模缩小， 只剩下十七家， 隶属
朝廷造币处管理， 所制作的弓箭均上
缴兵部 、 礼部 、 户部等 ， 不得外卖 。
“聚元号” 是这里最著名的一家作坊，
创办于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 其匾
额据传为乾隆皇帝御笔所题。 “聚元
号” 制弓十分繁杂， 有200多道工序。
到了清末 ， 已传至第七代店主王氏 。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 弓箭大院内的店
铺日渐衰败， “聚元号” 老板将弓箭
铺变卖于 “全顺斋” 掌柜堂弟杨瑞林。
其后店内弓箭经杨瑞林悉心制作、 灵
活改进 ， 曾参展民国初年 (1912年 )
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获奖 。 如今
“聚元号” 已为第十代传承人， 其弓箭
制作技艺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鞍匠胡同的老工匠
曾被乾隆封为“九品鞍匠”

鞍匠胡同位于西城区福绥境地区，
呈东西走向。 东起小太平胡同， 西至
阜成门北顺城街， 清代称鞍匠营， 曾
为制造马鞍之所。

满族是一个矫健而善于骑射的
“马上民族”， 各旗都设有制造弓箭的
工匠营 。 雍正八年 (1730年 ) 曾有谕
旨： “五匠俱系出征、 行围所需， 命
定期考验， 其技艺不精者勒限学习。”
当时五匠的编制为1118人， 鞍匠作为
五匠之一， 人数为447人。 马鞍是一种
用包着皮革的木框做成的座位， 内塞
软物， 前后均凸起， 其制作工艺颇有

讲究。 据传， 鞍匠营有一位技艺高超
的老鞍匠， 曾为乾隆皇帝制作过御马
鞍， 并受过皇封。

清代皇帝每年要举行 “塞外行
围”、 “木兰秋狝”， 所用御马鞍由总
管内务府造办处承作。 有一年， 造办
处为乾隆皇帝制作了三个御马鞍， 但
乾隆皇帝都不满意。 造办处打听到鞍
匠营有位王师傅技术高超， 制作马鞍
已有30多年， 于是将他请到造办处专
为乾隆皇帝制作御马鞍。 王师傅的手
艺果真不一般， 一个月之后便制作出
一副金镂雕双龙马鞍。 其前后鞍桥通
体饰银叶， 錾龙、 云、 火珠， 镶嵌青
金石、 珊瑚等， 面部以金镂二龙戏珠
及如意云纹， 样式独具匠心。 乾隆皇
帝看后甚是喜欢， 于是封其为 “九品
鞍匠”， 并赐黄马褂一件。

棚匠皮匠胡同
的著名工匠各有绝活

棚匠胡同在新街口北大街以西 ，
最初叫棚匠刘胡同， 东西走向， 东起
东校场胡同， 西至中校场胡同。 据传
早年间因胡同内有棚匠开设的棚铺得
名。 老北京有三种精绝手艺， 搭棚匠
是其中之一 。 棚匠搭棚 ， 只有杉篙 、
竹竿、 芦席、 绳子， 平地而起， 高至
十丈， 宽亦十丈， 中间不见一柱。 多
为夏季庭院中搭的天棚以及平时住户
殡丧嫁娶等红白喜事搭的灵堂、 寿堂、
喜堂。 据传明永乐年间， 在棚匠胡同
住着一位叫刘富贵的棚匠， 能搭各式
各样的棚， 与真的建筑无异， 所以京
城大户人家办红白事多请刘师傅搭棚。
由此其所在的胡同被称为棚匠刘胡同、
棚匠胡同， 后谐音称为朋奖胡同。 如
今胡同已拆除， 不见其踪。

皮匠胡同今称王皮胡同， 呈东西
走向 ， 东起前门大街 ， 西至煤市街 。
《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 载： “王皮胡
同在明即已存在， 属正西坊。 其名称
来历 ， 据说是因一姓王皮匠居此得
名 。” 皮匠是早年间京城最常见的匠
人， 俗称补鞋匠， 以皮革制作或修理
皮鞋、 皮件谋生， 尽管使用的工具只
有锤子、 钉子等， 但同样属于技术性
较强的行当。 王皮胡同最初称王皮匠
胡同， 万历年间胡同东口住着一位缝
制靴鞋的王皮匠， 为人和善， 手艺娴
熟， 因而远近闻名， 这条胡同遂被称
为王皮匠胡同， 后称皮匠胡同。 清末
民初 ， 这里曾是 “八大胡同 ” 之一 ，
1949年11月北京市彻底取缔妓院后 ，
被改称王皮胡同。 摘自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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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大漠迎入冬首雪
冬景如画

太极道院落户重庆
外籍弟子表演功夫

咸阳唐贞陵为防盗
石狮被“关”铁笼

南宁公交车变曝光台
“载”老赖曝光一个月

盘点老北京
那些以工匠命名的

近日， 广西南宁市， 一辆公交车
上曝光了一批老赖的信息。 南宁市兴
宁区法院将利用公交车车身流动曝光
老赖信息， 并向社会发出 “执行悬赏
公告”， 此举在广西法院尚属首创， 曝
光时间为一个月。

近日， 在陕西泾阳县唐贞陵， 两
尊被 “关” 在铁笼里的石狮引人好奇。
据了解， 自从建陵石狮被盗后， 贞陵
石狮就失去了 “自由”， 被关进铁笼子
保护起来。 保护两尊石狮的铁栅栏大
约是在2010年制作的。

近日， 武当三丰派太极道院落户
重庆 ， 武当太极传承基地正式成立 。
现场， 十余名外籍弟子现场表演武当
功夫， 引得市民拍手叫好。 武当三丰
派第十五代传人陈师行道长表示， 希
望武当太极传承基地能以太极为核心，
弘扬传统武学、 推广全民健身。

近日， 甘肃敦煌迎来入冬以来第
一场降雪， 素有 “中国旱极” 之称的
这里顿时成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 雪
后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冬景如画， 黄
色的细沙交织着洁白的积雪， 交相映
衬出一幅别样的大漠雪景图。

“工匠” 即有工艺专长的匠人， 古有 “百工” 之称。 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 “百工” 已成为手工业者的通称， 《论语·子张》 云：
“百工居肆， 以成其事”。 古都北京作为能工巧匠的荟萃之地， 有不
少街巷名称都是以工匠命名的……

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