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梅竹斜街

赵强 ， 资深出版人 、 编审 、 杂文
家、 评论家， 曾在多家出版机构担任重
要职务。 著有杂文集 《楞客天下》 《出
版行旅—总编辑手记》 等7种， 在100多
家媒体刊发近2000篇杂文、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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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赵强 文/图

北京现存罕见的民国文艺范
胡同标本

这个胡同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且
有着极佳的区位优势， 地处前门大栅
栏核心位置。 全长496米， 是一个很短
的胡同。 如果是走马观花， 十分钟就
能走完。 不过， 凡是到了这个胡同的
游客， 没有一个大步流星地走过。 因
为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打量、 慢慢品味
的具有民国文艺范的胡同。

杨梅竹斜街东起煤市街， 西到延
寿街。 明代称 “斜街”， 因为该街的走
向自东北向西南倾斜，故得名。 清朝乾
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京城全图》中，
标注为“杨媒斜街”。据说这是因为清朝
前期这条斜街居住着一位善于说媒的
杨媒婆。清朝光绪年间， 谐音并雅化为
“杨梅竹斜街”。 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
名时， 将喜兴胡同以及一尺大街并入。

我这是第二次来到这条不同凡响
的胡同。 好在有了第一次的走访基础，
这次轻车熟路地来到了大栅栏煤市街
里的杨梅竹斜街。与胡同外面人声鼎沸
的喧嚣相比， 这里稍微显得有些冷清。
因为还是在春节里，不少游客还是成群
结队慕名到这里打卡。 我观察了一下，
多为中青年，有的带着相机， 不停地拍
照， 有的身背六弦琴的年轻人在扎堆
聊天。 胡同不时出现东张西望的游客
和出来晒太阳的老住户。 在每一处老
建筑、 每一个特色店铺前都有人流连。

这里曾经是出版一条街

在北京有历史记载的文献中， 集
中了如此多的出版社机构， 唯有杨梅
竹斜街。 民国时期， 杨梅竹斜街是北
京书局最集中的地方， 这里有世界书
局、 中正书局、 开明书局、 广益书局、
环球书局、 大众书局、 中华印书局7家
书局。 现在还能看到旧址的世界书局，
位于杨梅竹斜街75号， 是一座坐北朝
南、 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 采用中西
结合的建筑风格， 端庄大方， 外部保
存完好 。 书局荟萃吸引了众多文青 。
世界书局主营理工类图书、 翻译外国
图书， 例如 《范氏大代数》 等等， 新
中国成立后停业， 旧址现已改作民居。
中正书局旧址位于杨梅竹斜街98号 ，
外形和世界书局旧址类似， 现已被拆
改得面目全非。 这些书局主要负责出
版进步书刊 、 科技读物 、 外文图书 ，
街上来往的都是记者、 学者、 文化人。
如今 ， 这些书局保存得较为完好的 ，
只有75号的世界书局了。

从清末到民国， 经常来这条胡同

的文化名人实在太多， 鲁迅是这里常
客， 李大钊、 康有为、 谭嗣同、 梁启
超、 梁实秋等众多历史名人都在这里
留下了痕迹。 此外还有众多的出版人、
记者、 编辑在这条胡同出出进进。

浓郁的文化氛围， 还吸引了不少
文艺青年前来光顾， 坐落在杨梅竹斜
街61号的酉西会馆， 就曾经是现代文
学作家沈从文住过的旧居。 为了探究
沈从文在100年前的足迹， 我在这个胡
同转悠了好几遍， 都没有找到这个会
馆旧址。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在胡同大妈的指引下， 找到了这个会
馆。 只见门口并无任何标识， 完好的
大门似乎依稀可见当年的气派。 推开
门， 发现院内近乎是建筑废墟， 破旧
的小房子东倒西歪， 其中靠近门口的
还写着社区提示，告知是危房，请远离。
于是，我赶紧离开了这个院子。 刚出了
门，正在犹豫间，从大门里走出一个60
多岁拿着啤酒瓶的老人， 告知我他是
66年的老住户。 问及沈从文故居一事，
他淡然地说自己就住在那间， 让我可
以进去看。 并说来这里探访最多的是
湘西人， 北京人不多。 于是我再次进
入， 透过窗户看到这个狭窄的小房间
十分破旧， 出于谨慎， 并没有推门进
去。 原先有十几个房子的会馆几乎就
是一处建筑废墟。

1923年8月， 20岁出头的沈从文，
在参军5年之后， 只身一人来到北京，
他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酉西会馆。 只
有高小文化的沈从文，未能通过大学入
学考试，只好在这里开始自学写作。 每
日两三个馒头， 一点泡咸菜便是佳肴，
走出会馆，直奔宣武京师图书馆，两点
一线。 入冬，气温骤降， 他仍薄薄单衣
苦寒读……好在有《笔记大观》《小说大
观》《玉梨魂》《史记》等相随左右。 在这
里他住了半年，除了读书，也开始了其
文学创作历程。他日后发表的很多短篇
小说都是以他在酉西会馆时的经历写
就的自传体小说 。 异常艰苦的生活 ，
为他日后写出 《边城 》 《湘西散记 》

《长河》 等奠定了基础。 因此酉西会馆
是沈从文重要的文学出发地。

在杨梅竹斜街31号， 是名扬京城
的模范书局 。 是在民国时期 《生报 》
社 、 “彝宝斋南文具店 ” 旧址之上 ，
改造出的一家新的书局 。 走进书局 ，
但见世面很少见的古旧书、 文物、 乃
至家具， 杂乱地摆放在空间不大的屋
子里。 虽然没有游客， 店员也很淡定，
说不时会有外地来的游客光顾。 这个
书局是北京的网红店， 还开进了天桥
艺术中心和金融街购物中心， 风格虽
有不同， 品位却很高。 门口的宋体字
店名很契合这座古旧建筑。 遗憾的是，
这些出版机构的旧址因为都是民居 ，
没有提示牌。 如果这里要是能恢复北
京出版街的风貌， 会更加彰显北京的
出版之都的历史底蕴。

青云阁：往昔的北京最时尚之地

青云阁无疑还是这条胡同最大的
看点， 只是如今它已经面目全非， 后
门开在胡同， 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身姿，
但是小楼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1905年
重新翻建， 是一座典型的轿子型建筑。
它是清末民初北京四大商场之首，还曾
引进台球这一时尚运动， 供达官贵人
们消遣。 蔡锷与小凤仙也经常选择青
云阁的普珍园小酌。 据说普珍园的名
菜辣子凤节备受小凤仙喜爱。

如果要看到它的全貌， 需要走出
胡同， 到煤市街去看， 只是都改做了
其它项目， 如鞋店、 服装店、 客栈等。
店家也不让上楼去看这个建筑， 只能
从外面看看建筑风格。史料记载，鲁迅、
周作人、陈百年、刘叔雅、朱逖先、沈士
远、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众多知名
学者，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实秋
等众多历史名人也经常来此品茗会友、
小酌休闲。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来
青云阁多达三四十次。 可见这里的极
大魅力和生活便利。 不管怎么说， 青
云阁时光应该是鲁迅一生中灵魂得以
放松的重要场所。北京岁月也是他最不
孤独，事业和生活最惬意的时光。 而蔡
锷和小凤仙的恋情则被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拍成名噪一时的电影《知音》。

除了上述的历史建筑之外， 这里
还有很多别具一格的小店， 如杂货店、
旧货店 、 瓷器店 、 文具店 、 皮具店 、
咖啡店、 书吧、 甜品店、 小吃店、 工
艺品店等几十家小店。 只是这些店并
不都是随时开门， 还有很多在休息状
态。 此外， 杨梅竹斜街25号， 曾是清
朝乾隆帝御赐给户部尚书、 东阁大学
士梁诗正的宅邸， 目前也已经腾退完
毕， 还没有对外开放。

如果想让自己的心灵尽情放松 ，
就来这个浸润着浓厚历史文化氛围的
杨梅竹斜街穿行吧， 不但让自己穿越
了时空， 也会在品茗赏景中， 增添无
穷的乐趣！

在北京的胡同中， 我发现既能体现老北京历史文化风貌， 有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 又能融合了当今崭新的时代元素， 让老胡同焕发时代生机
的，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胡同之一， 那就是杨梅竹斜街了。 在这里可以访古
探幽， 鉴赏民国建筑， 还可以在一些特色小店、 网红店品茗会友， 搜寻老
物件， 更可以在民国老建筑二楼喝着咖啡， 晒着太阳。 当然还有一些网红
餐饮店让你大快朵颐。

民民国国文文艺艺范范的的
穿穿行行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