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年春节里， 后海再次成
为京城内外游客关注的打卡
地。 每天来什刹海荷花市场看
蛟龙出海造型的人络绎不绝。
因为这里高达202.4米的蛟龙出
海巨龙造型， 极赋象征意义。
这条巨龙， 透射着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气度和力量。

漫步在后海这片历史街区
里， 沐浴着初春的阳光， 徜徉
在这片有着千年历史的景观
中， 内心不免陶醉起来。 这是
一片怎样的历史街区啊……

后海是京城难得的城中景观湖

说起来， 如今北京城市核心区的
河流、 湖泊还是稀缺的， 因此在市中
心能有后海这样一片大面积的城中湖
就十分难得了 。 作为什刹海 （后海 、
前海、 西海） 三海之一的后海， 是什
刹海的主要水域和主体部分。 这里不
但有浩渺的水域， 还能观山， 还可以
在古街里休闲。 后海东起地安门外大
街， 西至新街口大街， 南起平安大街，
北至北二环， 总面积146.7公顷， 其中
水域面积34公顷， 绿地面积11.5公顷。
这里还是北京城内700年以前元大都时
期的古老水域。

我在看什刹海历史展时了解到 ，
后海是13世纪元大都规划设计的基本
的依据之一， 当时是漕运的终点， 被
称为 “北京古海港 ”。 一直到明朝中
叶， 后海还是北京城的一个内陆港口。
我在鼓楼西大街漫步时， 偶然还发现
了元代码头遗址所在地。 可见， 当年
的水域是多么的壮观。

从元代开始， 因为历代帝王都相
信这里的水域连接着龙脉， 因此后海
一直被视为风水宝地。 据考证， 元大
都城依据积水潭东岸而确定了北京城
的几何中心和南北中轴线。 所以这里
是老北京城的核心区域所在。 这种城
市格局中心一直延续至今。 后海的水
连着北海， 承袭着老北京的悠闲气质。
如今依然连接着京杭大运河， 是城市
中的一颗璀璨宝石。

古街烟袋斜街充溢历史韵味

在后海一带流连， 要去的地方实
在太多了。 不过， 我第一个看重的还
是烟袋斜街。 这条古街被人们誉为北
京十大胡同之一。 它得名于其形状狭
长、 弯曲如烟袋。 这条街道保存了许
多传统的老北京建筑和风貌， 是北京
市的一个重要文化景观。 另外还有一
说是， 烟袋斜街的得名应是和卖烟袋
的店铺多有关。

明朝时期， 这里曾经是皇家贵族
居住区域。 后来， 逐渐成为商业繁荣
的区域， 吸引了众多商贾和手工艺人
在此聚集。 街道两旁的建筑大多是传
统的四合院， 保留了古老的建筑特色，
有着浓厚的京味儿。 清朝初期， 经过
整顿和改建， 烟袋斜街逐渐形成了今
天的样貌。 康熙帝时期， 这里成为贵
族和富商居住的地方， 商业逐渐繁荣
起来 。 同时 ， 由于腰鼓曲艺的流行 ，
烟袋斜街也成为戏曲表演和艺术活动
的重要场所。 到了民国时期， 随着北
京城市的发展， 烟袋斜街逐渐成为交
通和商业中心。 在20世纪初的民国时
期， 这里充满了商贾和手工艺人， 店

铺林立。 这条街还曾住过不少历史名
人， 清朝文人魏源的故居就位于烟袋
斜街。

全长232米的烟袋斜街作为北京最
古老的商业街之一。 虽然经过近千年
的风雨， 历史面貌已不复存在， 但街
道弯弯曲曲的格局还在， 一些古建筑
还保留着 ， 依稀能看出当年的繁华 。
走到街口 ， 可以看到后海的银锭桥 ，
“银锭观山 ” 是北京著名的景观 ， 为
“燕京小八景” 之一。 我先后来这里十
余次， 每次都站在桥头看西山， 的确
依稀可见。 如今， 这条古街上有各种
小吃的店铺， 各地的游客可以一边吃
着小吃， 一边观赏两边的古建筑， 好
不惬意。

广福观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窗口

烟袋斜街还有一个重要的文物 ，
那就是广福观。 说起这个道观， 很多
人都很陌生。 但是它确实是北京一座
重要的道观， 位于烟袋斜街37号。 明
天顺三年 (1459年 ) 建 ， 明代管理天
下道教的道录司 （ 明代为掌管道士的
最高权力机构， 隶属于礼部） 曾设于
此观。 清雍正年间重修， 改名孚佑宫。
光绪九年 (1883年 ) 改建山门 ， 民国
后又复称广福观。 广福观分东西两院，
东院即正院， 保存较为完好， 有山门、
中殿、 后殿等建筑尚存， 西院却仅余3
间正殿， 3间东配房。 在许多人心中，
广福观成了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象征。
可以说， 植根于道教文化的广福观被
人们视为后海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个重要符号。

后海一带历史上寺庙林立，自唐代
起，后海地区修建的寺庙多达160余座，
是北京寺庙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

影响较大的寺庙有火神庙 、 护国寺 、
关岳庙 、 广化寺 、 拈花寺 、 净业寺 、
贤良祠、 广福观等。

如今广福观被充分利用起来， 这
里常年陈列的什刹海历史文化展， 成
为向公众普及什刹海历史的一个最佳
窗口。 它形象直观地将什刹海的地理
形貌、 人文古迹、 历史底蕴、 民俗风
情展示出来。 我前后来过两次观看展
览， 获益匪浅。

难得开门的广化寺别有洞天

后海这边还有很多胡同值得驻足，
如鸦儿胡同，不长，却十分安静，建筑很
古朴，尤其是这里深藏着在北京很有影
响的广化寺。 这个寺虽然一般市民很
少知道，但在驴友和佛教界却很知名。

历史上北京也是寺庙之都， 鼎盛
时期据说有3000多座寺庙， 如今留存
的并不太多。 而在这些古寺中， 广化
寺的影响力还很深远， 被人们列为北
京十大寺庙之一。 广化寺作为一座北
京著名的大型佛教寺院， 也是北京市
佛教协会所在地。 广化寺占地面积20
余亩， 但却拥有殿宇329间， 规模可谓
不少。 共分中院、 东院和西院三大院
落。 整座寺庙建筑布局严谨， 雕梁画
栋， 金碧辉煌。

广化寺大约建于元朝 ， 时间在
1342年前后。 明清时期， 广化寺 “殿
堂廊庑， 规模宏大”， 为京都有影响的
佛刹。 民国时期， 这里曾改为京师图
书馆， 对市民开放。 当年鲁迅作为教
育部主管图书馆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
一科科长， 常来此工作。 可见广化寺
确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刹。

据工作人员的介绍， 这座寺庙平
时不开放， 每月只在初一、 十五这两
天开放。 我走进这座古寺， 但见建筑
物十分规整， 整体院落保持完好， 建
筑共分五路 。 除一般寺庙的中 、 东 、
西路以外， 又在两旁增建东二路和西
二路， 整体上错落有致。

据说这里有一个藏经阁， 位于寺
院后部， 是一个二层罩楼， 阁内藏有
珍贵的明清两种刻本 《大藏经》 7部。

寺庙内还保存一批藏经、 佛画、 碑刻、
僧人影像及名人字画等珍贵文物。 广
化寺共收藏国家各级文物1716件， 其
中图书1087部， 字画282件 ， 碑拓298
件， 其它物品49件， 不少是文物珍品，
有很高的价值。 如明水乐年间翰林院
刻印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 清雍正皇
帝抄写的 《金刚经》， 还有不少明清名
人字画。 由于时间匆促， 我没有来得
及细看寺内建筑， 但也能感觉到这座
寺庙的紧凑。 大四合院还套着众多的
小四合院， 这种巧夺天工的布局， 在
其它寺庙中还没有看到过。

总之， 后海真是一座鲜活的历史
文化宝库， 除了上述的重要文物古迹，
还有宋庆龄故居、 郭沫若故居、 醇亲
王府、 丁玲故居等50多位名人故居值
得探寻。

□□主主讲讲人人：：赵赵强强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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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赵强， 资深出版人、 编审、
知名时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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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多篇杂文 、 评论 、
散文等。 为北京杂文学会会员，
至今仍笔耕不辍 。 业余时间致
力于对老北京古都文化的探索。

主讲人介绍：

漫漫游游后后海海：：
感感受受浪浪漫漫的的人人文文底底色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