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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故居
成了法制名人博物馆

沈家本故居位于西城区上斜街金
井胡同1号。 1840年出生的沈家本是浙
江吴兴人， 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 历
任天津与保定知府、 刑部侍郎、 修订
法律大臣、 大理院正卿、 资政院副总
裁等， 坚信以法救国、 以法强国， 在
清末激烈的思想与权力交锋中， 使一
系列与世界接轨的法律条文问世， 如
《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 等， 著有 《历
代刑法考》 《诸史琐言》， 还主持制定
了 《大清民律》 等一系列法律， 建议
废止凌迟、 戳尸、 刺字等酷刑， 堪称
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

故居整体坐北朝南， 从院子东侧
走过， 高高的墙体已然修葺一新。 故
居前面新辟出一个方形小公园， 空间
顿显敞亮， 在这紧促的胡同里实在是
难得一见， 故居木质大门看上去比普
通四合院的门大许多。

这是一座三进四层的院落。 进门
东侧有一座中西合璧、 砖木结构的两
层小楼， 就是1905年沈家本筹资建成
的藏书楼———“枕碧楼”， 楼内曾藏书5
万余卷。 这位清末著名法学家从1900
年入京到1913年逝世一直住在这里 ，
写成了多部著作。 2017年10月这里成
了中国法制名人博物馆， 对外开放。

杨椒山祠
正在腾退修缮中

达智桥胡同和校场三条交接处 ，
是赫赫有名的杨椒山祠。 这座院落是
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号椒山） 的
故居松筠庵， 杨继盛因写了 《请诛贼
臣疏》、 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 被诬陷
下狱杀害， 被后人尊为忠臣典范。 死
后12年， 明穆宗登基， 赐杨继盛为太
常寺少卿， 谥号忠愍。 杨继盛临刑前
写下的名句———“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
千古。 生平未报国， 留作忠魂补”， 直
到今天仍为人们所传诵。 清乾隆年间，
松筠庵被改为祠堂， 起草 《请诛贼臣
疏》 的书房后来被称为 “谏草堂”， 清
代道光年间的1848年在祠之西南隅建

一八角 “谏草亭”。
走在杨椒山祠西侧的校场三条 ，

胡同两侧的墙体都已进行了修缮， 院
子内， 大部分住户已经搬走， 院子里
杂草丛生， 还有假山石可以辨别， 谏
草亭则被砖封得严严实实。

东莞会馆
同古老斜街一起复兴

达智桥胡同往西不远， 有一条不
长的斜街———上斜街， 据说是京城最
古老的斜街之一， 历史可以追溯到900
多年前的辽代， 当时叫 “檀州街”， 由
于历史上这条胡同里共建有3座关帝
庙， 所以得名三庙街胡同。 在辽金时
期， 三庙街胡同就相当于今天的西单、
王府井， 是一处相当繁华的街区。

上斜街56号门前挂着一块牌子 ，
上书 “东莞会馆” 几个大字， 大门两
侧是保存完好的八字影壁， 很是气派。
传说这里曾是清雍正年间大将军年羹
尧的故宅。 光绪年间的1910年， 这处
院落由广东陈氏家族陈学陶等人购得，
次年改建为东莞会馆， 据说当时在后
院设立了敬贤堂， 主要祭祀袁崇焕等
莞籍先贤。 晚清进士、 莞籍文人张其
淦曾撰文： 孤忠曾督蓟辽师， 问前朝，
柱石何人， 赫赫大将军， 足显山川聚
灵秀； 伟烈犹思东莞伯， 愿后辈， 风
霜炼骨， 茫茫新世界， 好凭时势造英
雄。 东莞会馆大部分建筑还保有旧时
格局， 历史上曾经居住过古文字学家、
金文专家容庚， 史学家、 方志学家张
次溪等莞籍名人。

走进东莞会馆的院子， 基本都是
拆改翻建的房子， 只有中间一栋从屋
檐、 房柱等判断是老房子， 这里的腾
退工作从2015年3月31日就开始了。

龚自珍故居
历史风貌保存较少

从东莞会馆往东， 穿过名为广安
胡同的马路， 右手边的上斜街50号就
是龚自珍故居、 后来的广东番禺会馆。
龚自珍是清代著名思想家 、 文学家 ，
官至内阁中书、 礼部主事， 他自15岁
起写诗， 直到1841年49岁去世， 总共

创作诗集 27卷之多 ， 今存 600余篇 。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九州风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等诗句， 至今人们仍久为传诵。

一条夹道， 直达院中， 横横竖竖
的几排房子， 早已面目全非， 不由让
人想起龚自珍的 《鹊踏枝·过人家废园
作》： “绣院深沉谁是主？ 一朵孤花，
墙角明如许， 莫怨无人来折取， 花开
不合阳春暮。” 这座原本坐南朝北的故
居， 有两进院落， 分为东、 中、 西三
路， 西路及会馆大门因拓展道路已被
拆除， 中路一进院为格局相对规整的
四合院落， 二进院现存四幢传统建筑。
文物建筑翻改严重， 历史风貌保存较
少。 据介绍， 东莞会馆、 龚自珍故居、
太原会馆等5个市、 区级文保单位目前
正在腾退中。

湖南会馆
腾空后准备办书院

烂缦胡同原名烂面胡同， 原本北
起广安门内大街， 南至南横西街， 早
在明朝就已形成的古老胡同。 距离胡
同北口不到50米远的101号就是湖南会
馆。 建于1887年的会馆最初是来京应
试的湖南籍举子、 京官及候选人员的
住处， 民国时期成为湖南籍革命志士
活动的场所。

这里也曾留下毛泽东早期革命活
动的身影。 从1918年3月开始担任湖南
督军的张敬尧， 上台后无恶不作， 引
发了湖南人民的愤怒。 当年9月， 毛泽
东在学生联合会干部中酝酿驱逐张敬
尧。 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起的第一
次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 为取得全
国各界支持， 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
表团赴京。 1919年12月28日， 毛泽东
组织在湖南湘乡会馆召开 “旅京湖南
各界驱张运动大会”， 在会上发表了演
讲 ， 大声疾呼 “张毒不除 ， 湖南无
望”， 10位国会议员当场签名， 并推举
熊希龄、 范静生、 郭同伯三位议员见
呈总统、 总理， 表达湘民 “驱张” 的
决心。 这期间， 和李大钊、 陈独秀等
人的交往， 对新书籍的阅读， 使青年

毛泽东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湖南会馆原来是一处幼儿园， 现

在已经腾空， 据说准备作为北京阳明
书院的 “办公” 场所。

绍兴会馆
主体建构得以保存

绍兴会馆就在烂缦胡同东侧的南
半截胡同7号， 坐西朝东， 从胡同北口
往南走几步就能看见。 这里早就是典
型的大杂院， 建满了杂屋， 院内 “小
路” 仅能容一人通过， 左侧路中间一
株像藤的树顽强生长， 令人印象深刻。

由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编辑的 《文物古迹览胜———西城区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一书这样描述
绍兴会馆： “现存建筑大部分主体建
构未经改动， 风貌古朴。” 和东莞会馆
等相比， 这就算幸运的了。 会馆始建
于清道光六年 （1826年）， 是鲁迅先生
在北京的寓所之一。 1912年， 周树人
来到北京工作就落脚这里， 一住就是7
年。 在这里， 周树人于1918年创作出
了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 》 ， 还写出了 《孔乙己 》
《药》 等作品。 毫无疑问， 这里是鲁迅
早期作品的摇篮， 难怪有人说， 鲁迅
是到了绍兴会馆后才成为 “鲁迅” 的。

鲁迅在北京住了14年， 从一名公
务员成长为伟大作家， 其中有一半时
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 绍兴会馆称
得上是鲁迅 “故居”。

一座城市的灵魂与荣光

据介绍， “十三五” 期间， 北京
市西城区将有包括28处名人故居和会
馆在内的50余项直管公房类文物完成
腾退。

真是好消息！ 不由想起 《比较视
野中的北京文化》 一书中所说的一段
话： “名人故居的多少是一座城市历
史悠久和文化厚重程度的标志之一 。
保护这些地方的原貌， 不仅让后人感
受到文明长河的久远， 更重要的是能
形成一种文明氛围， 让仰慕文化的人
们产生一种对文化古都的敬仰。”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 套用这句话 ， 城不在大 ，
有名人就行， 街不在老， 有故事就好。
因为这些名人先贤身上， 往往凝聚着
人类一些最宝贵的品质、 精神， 给后
人以启发、 勇气甚至光明， 可以照亮
前行的道路。 摘自京报网

北京是一座千年古都， 建城
3000多年， 建都860多年， 从辽
金元明清到近现代， 这片热土上
镌刻着太多帝王将相 、 革命志
士、 英雄豪杰、 文人墨客的历史
痕迹。 故居和会馆， 就是这些痕
迹最有效的载体。

“老城不能再拆！” 党的十八
大以来， 这座城市对历史文化的
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些被列
为市、 区级文保单位的故居、 会
馆等直管公房类建筑启动腾退。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从长
椿街到宣武门， 再到菜市口， 不
到两小时的时间里， 徒步探访了
东莞会馆、 龚自珍故居、 沈家本
故居、 杨椒山祠、 湖南会馆、 浏
阳会馆……

？？昔日会馆今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