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力平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多年业余从事北京文史研究，特别是北
京地名、风物、民俗及古村落研究，并在
《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劳动午报》等
报刊发稿千余篇。 已出版《光阴里的老
北京》《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京西海淀
说故》《香山传说》等。

主讲人介绍：

京城胡同里的“吉祥鸟”地名

喜鹊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鸟类， 为
好运与福气的象征。 北京有多处以其
而称的地名。 喜鹊胡同位于东城区西
裱褙胡同， 始称于明代。 据传此地曾
有一棵老槐树 ， 喜鹊常在树上筑巢 ，
因此得名， 清代改为喜雀胡同， 民国
时又称喜鹊胡同， 1965年谐音改为喜
庆胡同， 1990年拆迁后在原址上建起
了北京邮政枢纽等。 喜鹊巷位于西城
区广安门内 ， 据 《北京胡同志 》 载 ：
该胡同北起定居胡同， 南至广安门内
大街。 民国时称雅雀胡同， 也是因胡
同内一棵老槐树上有喜鹊筑巢得名 ，
后雅化为喜鹊胡同。 1949年前后这一
带居民稀少， 比较荒芜， 此后逐渐形
成居民区。 1965年改称喜鹊巷， 今已
基本拆除， 但新辟街巷仍沿用 “喜鹊
巷” 之名。

孔雀有美丽与高贵之感， 在神话
中是美丽与才华兼具的象征。 孔雀胡
同位于西城区广安门内， 南起三庙街，
东通顺河三巷 。 清代始称孔雀胡同 。
清代 《光绪顺天府志》 称： “孔雀胡
同， 旧有孔雀寺。” 街以寺名。 今该胡
同已拆除， 地名尚存。

鹞儿属猛禽， 学名雀鹰， 俗称老
鹞子， 体型略小于鹰， 羽毛呈灰褐色，
腹部为白色 ， 清代多为旗人所驯养 。
鹞儿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南部， 东起前
门大街， 西至留学路。 明代称要儿胡
同， 清代演变为鹞儿胡同。 清末建立
警察制度， 外城巡警厅设在鹞儿胡同。
其前身为清代都察院中城正指挥衙门，
民国时期为市警察局侦缉总队队址 。
京城 “飞天大盗” 李景华 （绰号 “燕
子李三”） 曾羁押于此， 并留下许多传
奇故事。

鸦儿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北部， 自
东南向西北倾斜 ， 东起小石碑胡同 ，
西至鼓楼西大街。 明代因附近有广化
寺而称广化寺街， 清初因胡同位于后
海北沿， 又称沿儿胡同。 后因此地水
域宽阔， 野鸭成群， 故谐音为鸭儿胡
同。 1949年以后谐音为鸦儿胡同。 街
巷内分布多处文物保护单位和名人故
居， 如明代广化寺， 清代醇亲王府等。

松鹤为福寿、 长寿的象征。 松鹤
胡同位于西城区二龙路地区西北部 ，
东起枣林街 ， 西至复兴门北顺城街 ，

因胡同内有松鹤庵， 清代称松鹤胡同，
俗称松鹤庵 。 据传庵内悬有精美的
《松鹤图》， 长丈二， 高五尺， 民俗中
以松柏长青， 寓意长生不老， 而仙鹤
富有灵气， 寓意吉祥好运。 1990年代
该胡同拆除。

鹁鸽即家鸽， 灰黑色， 胫胸部有
暗红的色彩。 大、 小鹁鸽胡同位于东
城区王府井大街东侧， 其中大鹁鸽胡
同东端曲折， 东起灯市口北巷， 西至
王府井大街 。 小鹁鸽胡同中间曲折 ，
东起大鹁鸽胡同 ， 西至王府井大街 。
据 《京师坊巷志稿》 记载： “元时鹁
鸽市在喜云楼下， 楼今无考， 或当在
此。” 明清代两代称鹁鸽市， 曾是京城
有名的鸽子交易市场。 1965年整顿北
京地名时， 将北侧较小的胡同称小鹁
鸽胡同， 南侧较大的胡同称大鹁鸽胡
同。

铁鸟胡同位于西城区中部偏东 ，
北起西南园胡同， 南至前孙公园胡同。
因胡同内有铁老鹳庙， 殿宇三楹， 祀
关帝， 庙前有古槐。 殿顶鸱吻上设铁
鹳雀两只， 昂然高立随风旋转， 以驱
鸟雀 ， 故名 。 据 《燕京访古录 》 载 ：
“燕城多鸟， 独此槐无鸟敢栖， 或畏铁
鹳 ， 望影避之 。” 乾隆时称铁老观胡
同， 清末称铁老鹳庙， 1965年更名为
铁鸟胡同 。 胡同内曾有蒲城 、 大荔 、
襄阳等会馆。

京郊山岭上众多以鸟命名的地方

凤凰有 “吉祥鸟” 之称， 据传原
是一只普通的小鸟， 但在一个大旱之
年以辛勤劳动的果实拯救了濒临绝境
的百鸟， 从此被尊为 “百鸟之王”， 所
以受到人们的喜爱。 凤凰岭位于海淀
区西北部 ， 因这里的山势巍峨险峻 ，
从空中俯瞰 ， 状似一只蹲伏的凤凰 ，
欲展翅高飞， 故名。 房山区北部也有
座凤凰山， 当地人称 “北大梁”， 是燕
山北面的一座高峰， 山岭呈东西走向，
由东南向西北方向远远望去， 峭壁迭
起的南峰异常显著 ， 酷似凤首高挺 ，
而东北、 西北两峰向两侧舒展， 极像
凤凰的两道振翮翩翩的翅翼。 平谷区
则有两座凤凰山， 一座位于金海湖西
北部 ， 远望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 ，
当地有 “九龙二虎单一凤” 之说。 另
一座在金海湖西南部， 也因其山势似
一只欲飞的凤凰而得名。 凤凰驼位于

怀柔区与延庆区交界处， 又称凤凰山、
凤驼梁， 海拔1530米， 为军都山主要
山峰之一 ， 其南坡陡峻 ， 北坡略缓 ，
峰顶峻峭似凤凰停立。 怀柔水库西南
部还有一座凤凰山， 因山形地貌似凤
凰展翅欲飞状而得名。

燕子是北京地区季节性很强的候
鸟， 人们总是把它与春天联系起来，象
征吉祥与快乐。 聚燕台在大兴采育镇
南面，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土阜。 每年秋
社，许多燕子在辞巢南归时，先到此地
相聚，成千上万，呢喃二日后即去，如同
话别，故称聚燕台，被列为“大兴八景”
之一，称“燕鸣秋社”。 燕羽山位于延庆
区境内，为军都山主要山峰之一。 当地
人也称其为燕山，远眺山形似展开的燕
子之双翼，近看则像两三根羽毛刺向青
天，故此得名。 燕子口位于昌平区西北
部，明代称雁子口或雁门口，为明十三
陵陵域十口之一。 该山口因形似张开
的雁尾得名，清代成村，谐音为燕子口。
此外海淀香山有个燕儿岭、密云区有个
燕落村。

大雁是人们寄托思乡之情的祥鸟，
故有 “鸿雁传书” 之说。 雁翅位于门
头沟区西北部， 据说曾有一只美丽的
五彩神雁落在这里， 最终幻化成一片
形状如同大雁翅膀的山脉， 故名雁翅，
形成聚落称雁翅村， 今有雁翅镇。 雁
栖湖位于怀柔城区北部， 因每年春季
有成群的大雁、 白鹤等珍禽候鸟在此
栖息而得名。

鸽子是北京常见的鸟类， 多将其
视为和平、 友善的象征。 北京人自古
有养鸽子之好。 金鸽台位于海淀区樱
桃沟源头， 是一处高高的山崖， 相传
在很久以前， 一对金黄色的鸽子栖息
于此， 这对金鸽子凤头白羽， 红框金
睛， 格外美丽， 在山林中自由翱翔生
活。 后来雄鸽被官府派来的恶人捉去
献给了宫廷， 雌鸽终日哀鸣不已， 最
后撞崖而死。 为了纪念这对忠贞不渝
的金鸽子， 便将这处山崖叫成了金鸽
台。 鸽子洞位于昌平区东北部， 为一
天然洞穴， 因早年间常有成群的鸽子
栖息于此而得名。

鹰体态雄伟， 性情凶猛， 属猛禽
类， 有苍鹰、 雀鹰和松雀鹰之分。 晾
鹰台在大兴南海子， 元代是朝廷的鹰
坛和仁虞院， 明代仅遗留土台基。 史
料记载， 当时台高6丈， 径19丈， 周径

127丈， 因处地形开阔， 水草丰盛， 禽
兽孳生， 是纵鹰狩猎的理想之地。 通
州区永乐店镇也有一处 “晾鹰台”， 这
里的 “鹰” 指猛禽海东青， 海东青在
捕猎后， 由于劳累或入水擒鹅导致羽
毛浸湿， 需要在高处晾晒干燥后方可
再战， 所以晾鹰台为海东青的晾羽之
处。 打鹰洼地处香山北麓， 早年间多
有鹰栖息， 清乾隆年间山下建有健锐
营， 旗人有玩鹰之好， 故常有人到此
捕鹰， 其诱饵是拴在树上的活鸡， 上
面罩网， 鹰撞网以后， 捕鹰人用棉被
或大衣把鹰包裹拿下， 然后拿到家中
驯养。 鹰咀乜位于平谷区北部， 海拔
933米。 因山体远望酷似雄鹰展翅， 近
观岩体似卧鹰扭嘴眯眼状， 故此得名。

北京地区最美的 “鸟地名” 莫过
于房山区西北部的鸳鸯水了。 鸳鸯是
永恒爱情的象征。 相传清代在房山大
堰台沟畔的山洞中栖息着一对鸳鸯 ，
山洞下有一片山泉水汇成的水面， 这
对鸳鸯常在此戏水。 有一年山洪暴发，
这对鸳鸯在水中拼命挣扎， 其中一只
被山洪冲走了， 另外一只不顾一切地
顺着水流追去， 最后它们一同消失在
洪水之中。 为了纪念这对生死不离的
鸳鸯， 人们将大堰台沟畔的一个无名
小村落叫成了鸳鸯水， 今为史家营乡
的一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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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讲讲人人：：户户力力平平 文文//图图

鸟地名别别有有情情趣趣的的北北京京
4月1日至7日为北京市“爱鸟周”，旨在

提升市民对维护生态平衡和野生动物保护
的意识，特别是知鸟爱鸟的意识。

鸟是大自然的生灵，在生产与生活中与
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上北京地区不仅
鸟的种类多， 还有不少以鸟而称的地名，探
寻其由来，多有趣闻与掌故。 这里便借“爱鸟
周”之际，聊一聊北京的“鸟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