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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力平，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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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劳动午
报》等报刊发稿千余篇。 做客北京电台
文化节目百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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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中的“龙”：

“龙的世界” 紫禁城

龙是神话中的神兽， 为智慧、 威
武、 权力的象征， 所以历代帝王都将
自己说成是 “真龙天子”。 紫禁城为中
轴线的核心地带， 各种建筑景观及装
饰陈设等无不体现出龙的元素， 并营
造了一个 “龙的世界”。

紫禁城建筑装饰上的龙最多， 正
脊、 瓦当、 滴水、 彩绘、 门扇、 裙板、
檐窗， 藻井、 天花、 梁枋、 暗柱、 金
柱墙壁、 毗卢罩， 到处都装饰着各种
材质、 各种姿态的龙。 家居装修上也
都是龙， 匾联、 屏风、 宝座、 地坪等。
而宫毯、 帷幔、 铺的盖的坐的织绣物
上， 室内的摆设、 储物的家具、 陈设
的几架上， 都饰满了织绣、 彩绘、 浮
雕、 立体的龙纹。 墙上镶嵌着琉璃龙，
院子里摆着青铜龙 ， 而丹陛 、 台阶 、
石座等都雕有各种形态的龙， 器物上
的龙更是数不胜数， 服装服饰、 典章
文物、 怡清雅物、 游乐玩物等等， 到
处可见龙的形象。

太和殿是紫禁城建筑的中心， 也
是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 自明代起便
是皇帝登基、 寿辰、 大婚、 册立皇后
等大典的场所。 因殿内殿外有众多雕
龙、 龙纹的装饰， 俗称 “祥龙宝殿”。
据 《故宫史话》 载： 太和殿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及殿内陈设上造型各异的行
龙、 围龙、 蟠龙等共有13844条龙。 其
中殿内有横竖梁枋182根， 暗柱22根，
共彩绘龙纹1540条。 暖阁的梁枋上彩
画龙纹244条， 内檐额枋上有龙纹803
条， 横竖梁枋之间的井口天花绘有围
龙1720条 。 整个藻井有大小龙17条 。
此外， 宝座的座基四周也以各种龙纹
为饰， 共有龙纹416条。 殿的东西北三
面墙壁上有364条纹龙。 东西暖阁的四
扇门上有纹龙24条 ， 门罩上有龙170
条。 其两侧陈设紫檀雕云龙大柜两对，
共有龙纹178条。 如果加上太和殿外石
雕栏杆上的雕龙龙纹， 太和殿内外共
计有蟠龙、 行龙、 团龙、 坐龙、 升龙
及龙纹14986条， 可谓是中轴线上 “龙
迹” 最多的建筑景观。

九龙壁位于故宫皇极门前， 建于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 ）， 是一座长
20.4米， 高3.5米的高大琉璃照壁， 九
条巨龙跃然于其上， 且分置于五个空
间， 因为阳数之中九是极数， 五则居
中寓意 “九五之尊”。

云龙石雕位于故宫保和殿后面三
层须弥座高台正中的御路上， 在山崖、
海水和流云之中， 雕刻着9条凌空飞舞
的巨龙 ， 分为三组腾飞于流云之中 ，
它们或升或降， 高高地突起在巨石的
表面， 造型十分生动。

街巷中的“龙”：

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中轴沿线有两条以 “龙” 而称的
街巷， 即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飞龙桥胡同地处中轴线东侧南池
子大街路西。 据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
志》 载： “飞龙桥胡同， 清朝属皇城，
此地为明南城龙德殿的一部分， 殿后
原有飞虹桥， 其桥南北有牌楼曰飞虹、
曰戴鳌。 因龙、 虹音讹， 胡同得名飞
龙桥， 今桥已无存。 清宣统时称飞龙
桥， 民国沿称， 1949年后称飞龙桥胡
同。” 清代 《京师坊巷志稿》 有 “飞虹
桥， 虹俗讹龙” 记载。

飞龙桥胡同的形成可追溯到明代。
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朱祁镇御驾
亲征，却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剌
部军队俘获。留守北京主持兵部事务的
左侍郎于谦等人指挥了“北京保卫战”，
且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 是为明代
宗。次年，明朝与瓦剌议和，英宗获释。
回京后，英宗被软禁于皇城东苑（又称
“南城”）的重华宫（今普度寺），长达八
年之久。景泰八年（1457年）的“夺门之
变”后，英宗恢复帝位 。但他十分怀念
“南城”一带的幽静，数次到此游赏，并
且新建了一座“嘉乐馆”。其正殿为龙德
殿，后边的玉河上，横跨着一座白色石
桥，名曰“飞虹桥”。桥栏上精雕龙、狮、
蛙、鳖、鱼、虾、海龟等 ，并凿有水波纹
饰，栩栩如生。清朝定都北京后，龙德殿
一带逐渐废弃，唯有石桥尚在，后桥名
被讹为“飞龙桥”。《日下旧闻考》云：“其
地犹有名飞龙桥者， 盖即飞虹桥遗址，
龙、虹音近而沿讹耳。”可惜，民国年间
飞龙桥拆毁，后形成了一条小巷，称飞
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位于中轴线西侧的地安
门西大街北部。 据《北京市西城区地名
志》 载：“龙头井街北起定阜街与柳荫
街、前海西街相连，南至地安门西大街。
明代称人头井， 属发祥坊。 清代雅称
为龙头井， 南段亦称南药王庙街， 以
庙得名。 为正黄旗地界。 1911年后统
称龙头井。 1948年后定名龙头井街。”

据传 ， 该街原有一口井 ， 旧名

“人头井”， 因水面很浅， 人站在井边，
能倒映人的头影， 故名。 附近有一座
古庙。 清朝时有一年大旱， 别处水井
的水位急剧下降， 唯有这口井里的水
依然旺盛而清澈。 一天， 附近庙中的
和尚来打水， 隐隐约约发现井水里有
个龙头在水波中晃来晃去， 好像正吐
水， 于是官府派人到此察看。 来人趴
在井口上向下一望， 果真见到了一个
龙头。 官员大吃一惊， 这时忽听喜鹊
叫声， 抬头一望， 见一只喜鹊正落在
古庙的鸱吻上。 这官员恍然大悟， 原
来是庙上鸱吻倒映在井中， 形似龙头。
由此 “人头井” 被谐音为 “龙头井”，
所在的街巷被称为 “龙头井街”。

沟渠中的“龙”：

龙须沟

历史上中轴线以 “龙” 而称的沟
渠有一条， 即龙须沟。 因老舍先生的
名著 《龙须沟》 而为人们所熟知。

龙须沟在前门大街东侧， 其名最
早见于清宣统年间 《清北京城 》 图 。
此地原是一条水沟， 北起正阳门大街
迤东沟尾巴胡同、 精忠庙街， 中经金
鱼池东流， 沿着天坛北坛墙， 过红桥，
折向东南 ， 经东四块玉的一片苇坑 ，
入左安门内， 西入龙潭湖， 再出南城
护城河。 因为这条水沟窄长， 最宽不
足四米， 窄处只有1米多， 但弯弯曲曲
很长， 所以人们称它龙须沟。 名字虽
好听， 但实际上是个臭气熏天， 蚊蝇
乱飞的臭水沟。 特别是夏季每当大雨
之后， 污水经常漫出沟外， 淹没附近
贫苦居民的低矮棚房和土屋， 甚至有
小孩子跌入沟内丧命， 这种脏乱差的
状况从清朝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20世
纪50年代初， 为彻底改善居民居住条
件和环境卫生， 北京市政府对龙须沟
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整治， 改明沟为地
下水道， 在其上面修成的道路称 “龙

须沟路”。 老舍先生的话剧 《龙须沟》
就是根据治理龙须沟的史实编写的 ，
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 由此使京南名
不见经传的龙须沟， 为人所熟知。

老字号中的“龙”：

壹条龙饭庄

“壹条龙” 饭庄地处前门大街西
侧， 原名 “南恒顺” 涮肉馆， 创建于
清乾隆五十年 （1785年）， 是中轴线上
唯一以 “龙” 而称的老字号。

“南恒顺”涮肉馆是由山东禹城韩
家寨一位韩姓回民创办的，最初是设在
东四牌楼的饭摊儿。 迁到前门大街时，
希望买卖永远兴隆、 事事顺心如意，便
将店铺字号取名“南恒顺”。因地处前门
外，人来人往，生意很是红火。

据传 ，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
春末的一天， “南恒顺” 来了两位顾
客 ， 一位撩袍而坐 ， 一位立于其侧 ，
似主仆二人。 但吃完火锅后却没钱付
账。 掌柜子见这二人的装束、 举止不
像是诓吃的人， 就解围道： “没带钱
没关系， 您什么时候方便了， 给送来
就行！” 随后恭恭敬敬地将二人送出店
门。 谁知， 第二天一大早儿， 宫里的
一个太监就把双倍的饭钱送来了。 掌
柜子这才知道原来昨天来吃饭的是当
今圣上光绪皇帝， 急忙将头天皇帝坐
过的 “龙凳” 用黄绸布包好， 把用过
的 “宝锅” 系上红缎子供奉起来， 不
许任何人再使用。

很快， 万岁爷到 “南恒顺” 用膳
的事儿就在京城传开了， 好奇的人都
来这里观看 “宝座 ”。 从此 ， “南恒
顺” 涮肉馆是门庭若市， 生意兴盛。

既然皇帝来 “南恒顺 ” 用过膳 ，
掌柜便想把字号改个名字， 使其带个
“龙” 字。 但仔细一想， 有些不妥， 这
“龙” 字可是皇家的御用， 前门一带的
店铺还没有那家敢用 “龙” 字。 直到
1912年民国成立了， 皇帝退位了， 才
挂出 “壹条龙” 饭庄的招牌， 但店内
来往账目和营业凭证， 用的还是 “南
恒顺” 的字号。

1921年8月， 掌柜特请原任清廷工
部正七品笔帖式（文书）杨铎声题写了
“壹条龙”三个大字，其笔法圆润饱满、
工巧平和、自然匀称、疏密有度，极富金
石气。遂制成黑底金字牌匾，悬挂在店
铺门头。据说当年光绪皇帝曾用过的铜
锅后来仍在店内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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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户力平 文/图

龙迹北北京京中中轴轴线线上上寻寻

2024 年 是
“龙年 ”。 龙是华
夏 民 族 的 图 腾 ，
被视为祥瑞 。 中
轴线是北京城的
中心标志 ， 承载
着很多历史文化
瑰宝 。 在这条长
7.8公里的轴线及
附近有多处与龙
有关的景观文化，
溯其渊源 ， 多有
趣闻与掌故……

景观中的“龙”：

“龙的世界” 紫禁城

龙是神话中的神兽， 为智慧、 威
武、 权力的象征， 所以历代帝王都将
自己说成是 “真龙天子”。 紫禁城为中
轴线的核心地带， 各种建筑景观及装
饰陈设等无不体现出龙的元素， 并营
造了一个 “龙的世界”。

紫禁城建筑装饰上的龙最多， 正
脊、 瓦当、 滴水、 彩绘、 门扇、 裙板、
檐窗， 藻井、 天花、 梁枋、 暗柱、 金
柱墙壁、 毗卢罩， 到处都装饰着各种
材质、 各种姿态的龙。 家居装修上也
都是龙， 匾联、 屏风、 宝座、 地坪等。
而宫毯、 帷幔、 铺的盖的坐的织绣物
上， 室内的摆设、 储物的家具、 陈设
的几架上， 都饰满了织绣、 彩绘、 浮
雕、 立体的龙纹。 墙上镶嵌着琉璃龙，
院子里摆着青铜龙 ， 而丹陛 、 台阶 、
石座等都雕有各种形态的龙， 器物上
的龙更是数不胜数， 服装服饰、 典章
文物、 怡清雅物、 游乐玩物等等， 到
处可见龙的形象。

太和殿是紫禁城建筑的中心， 也
是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 自明代起便
是皇帝登基、 寿辰、 大婚、 册立皇后
等大典的场所。 因殿内殿外有众多雕
龙、 龙纹的装饰， 俗称 “祥龙宝殿”。
据 《故宫史话》 载： 太和殿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及殿内陈设上造型各异的行
龙、 围龙、 蟠龙等共有13844条龙。 其
中殿内有横竖梁枋182根， 暗柱22根，
共彩绘龙纹1540条。 暖阁的梁枋上彩
画龙纹244条， 内檐额枋上有龙纹803
条， 横竖梁枋之间的井口天花绘有围
龙1720条 。 整个藻井有大小龙17条 。
此外， 宝座的座基四周也以各种龙纹
为饰， 共有龙纹416条。 殿的东西北三
面墙壁上有364条纹龙。 东西暖阁的四
扇门上有纹龙24条 ， 门罩上有龙170
条。 其两侧陈设紫檀雕云龙大柜两对，
共有龙纹178条。 如果加上太和殿外石
雕栏杆上的雕龙龙纹， 太和殿内外共
计有蟠龙、 行龙、 团龙、 坐龙、 升龙
及龙纹14986条， 可谓是中轴线上 “龙
迹” 最多的建筑景观。

九龙壁位于故宫皇极门前， 建于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 ）， 是一座长
20.4米， 高3.5米的高大琉璃照壁， 九
条巨龙跃然于其上， 且分置于五个空
间， 因为阳数之中九是极数， 五则居
中寓意 “九五之尊”。

云龙石雕位于故宫保和殿后面三
层须弥座高台正中的御路上， 在山崖、
海水和流云之中， 雕刻着9条凌空飞舞
的巨龙 ， 分为三组腾飞于流云之中 ，
它们或升或降， 高高地突起在巨石的
表面， 造型十分生动。

街巷中的“龙”：

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中轴沿线有两条以 “龙” 而称的
街巷， 即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飞龙桥胡同地处中轴线东侧南池
子大街路西。 据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
志》 载： “飞龙桥胡同， 清朝属皇城，
此地为明南城龙德殿的一部分， 殿后
原有飞虹桥， 其桥南北有牌楼曰飞虹、
曰戴鳌。 因龙、 虹音讹， 胡同得名飞
龙桥， 今桥已无存。 清宣统时称飞龙
桥， 民国沿称， 1949年后称飞龙桥胡
同。” 清代 《京师坊巷志稿》 有 “飞虹
桥， 虹俗讹龙” 记载。

飞龙桥胡同的形成可追溯到明代。
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朱祁镇御驾
亲征，却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剌
部军队俘获。留守北京主持兵部事务的
左侍郎于谦等人指挥了“北京保卫战”，
且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 是为明代
宗。次年，明朝与瓦剌议和，英宗获释。
回京后，英宗被软禁于皇城东苑（又称
“南城”）的重华宫（今普度寺），长达八
年之久。景泰八年（1457年）的“夺门之
变”后，英宗恢复帝位 。但他十分怀念
“南城”一带的幽静，数次到此游赏，并
且新建了一座“嘉乐馆”。其正殿为龙德
殿，后边的玉河上，横跨着一座白色石
桥，名曰“飞虹桥”。桥栏上精雕龙、狮、
蛙、鳖、鱼、虾、海龟等 ，并凿有水波纹
饰，栩栩如生。清朝定都北京后，龙德殿
一带逐渐废弃，唯有石桥尚在，后桥名
被讹为“飞龙桥”。《日下旧闻考》云：“其
地犹有名飞龙桥者， 盖即飞虹桥遗址，
龙、虹音近而沿讹耳。”可惜，民国年间
飞龙桥拆毁，后形成了一条小巷，称飞
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位于中轴线西侧的地安
门西大街北部。 据《北京市西城区地名
志》 载：“龙头井街北起定阜街与柳荫
街、前海西街相连，南至地安门西大街。
明代称人头井， 属发祥坊。 清代雅称
为龙头井， 南段亦称南药王庙街， 以
庙得名。 为正黄旗地界。 1911年后统
称龙头井。 1948年后定名龙头井街。”

据传 ， 该街原有一口井 ， 旧名

“人头井”， 因水面很浅， 人站在井边，
能倒映人的头影， 故名。 附近有一座
古庙。 清朝时有一年大旱， 别处水井
的水位急剧下降， 唯有这口井里的水
依然旺盛而清澈。 一天， 附近庙中的
和尚来打水， 隐隐约约发现井水里有
个龙头在水波中晃来晃去， 好像正吐
水， 于是官府派人到此察看。 来人趴
在井口上向下一望， 果真见到了一个
龙头。 官员大吃一惊， 这时忽听喜鹊
叫声， 抬头一望， 见一只喜鹊正落在
古庙的鸱吻上。 这官员恍然大悟， 原
来是庙上鸱吻倒映在井中， 形似龙头。
由此 “人头井” 被谐音为 “龙头井”，
所在的街巷被称为 “龙头井街”。

沟渠中的“龙”：

龙须沟

历史上中轴线以 “龙” 而称的沟
渠有一条， 即龙须沟。 因老舍先生的
名著 《龙须沟》 而为人们所熟知。

龙须沟在前门大街东侧， 其名最
早见于清宣统年间 《清北京城 》 图 。
此地原是一条水沟， 北起正阳门大街
迤东沟尾巴胡同、 精忠庙街， 中经金
鱼池东流， 沿着天坛北坛墙， 过红桥，
折向东南 ， 经东四块玉的一片苇坑 ，
入左安门内， 西入龙潭湖， 再出南城
护城河。 因为这条水沟窄长， 最宽不
足四米， 窄处只有1米多， 但弯弯曲曲
很长， 所以人们称它龙须沟。 名字虽
好听， 但实际上是个臭气熏天， 蚊蝇
乱飞的臭水沟。 特别是夏季每当大雨
之后， 污水经常漫出沟外， 淹没附近
贫苦居民的低矮棚房和土屋， 甚至有
小孩子跌入沟内丧命， 这种脏乱差的
状况从清朝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20世
纪50年代初， 为彻底改善居民居住条
件和环境卫生， 北京市政府对龙须沟
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整治， 改明沟为地
下水道， 在其上面修成的道路称 “龙

须沟路”。 老舍先生的话剧 《龙须沟》
就是根据治理龙须沟的史实编写的 ，
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 由此使京南名
不见经传的龙须沟， 为人所熟知。

老字号中的“龙”：

壹条龙饭庄

“壹条龙” 饭庄地处前门大街西
侧， 原名 “南恒顺” 涮肉馆， 创建于
清乾隆五十年 （1785年）， 是中轴线上
唯一以 “龙” 而称的老字号。

“南恒顺”涮肉馆是由山东禹城韩
家寨一位韩姓回民创办的，最初是设在
东四牌楼的饭摊儿。 迁到前门大街时，
希望买卖永远兴隆、 事事顺心如意，便
将店铺字号取名“南恒顺”。因地处前门
外，人来人往，生意很是红火。

据传 ，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
春末的一天， “南恒顺” 来了两位顾
客 ， 一位撩袍而坐 ， 一位立于其侧 ，
似主仆二人。 但吃完火锅后却没钱付
账。 掌柜子见这二人的装束、 举止不
像是诓吃的人， 就解围道： “没带钱
没关系， 您什么时候方便了， 给送来
就行！” 随后恭恭敬敬地将二人送出店
门。 谁知， 第二天一大早儿， 宫里的
一个太监就把双倍的饭钱送来了。 掌
柜子这才知道原来昨天来吃饭的是当
今圣上光绪皇帝， 急忙将头天皇帝坐
过的 “龙凳” 用黄绸布包好， 把用过
的 “宝锅” 系上红缎子供奉起来， 不
许任何人再使用。

很快， 万岁爷到 “南恒顺” 用膳
的事儿就在京城传开了， 好奇的人都
来这里观看 “宝座 ”。 从此 ， “南恒
顺” 涮肉馆是门庭若市， 生意兴盛。

既然皇帝来 “南恒顺 ” 用过膳 ，
掌柜便想把字号改个名字， 使其带个
“龙” 字。 但仔细一想， 有些不妥， 这
“龙” 字可是皇家的御用， 前门一带的
店铺还没有那家敢用 “龙” 字。 直到
1912年民国成立了， 皇帝退位了， 才
挂出 “壹条龙” 饭庄的招牌， 但店内
来往账目和营业凭证， 用的还是 “南
恒顺” 的字号。

1921年8月， 掌柜特请原任清廷工
部正七品笔帖式（文书）杨铎声题写了
“壹条龙”三个大字，其笔法圆润饱满、
工巧平和、自然匀称、疏密有度，极富金
石气。遂制成黑底金字牌匾，悬挂在店
铺门头。据说当年光绪皇帝曾用过的铜
锅后来仍在店内珍存。

景观中的“龙”：

“龙的世界” 紫禁城

龙是神话中的神兽， 为智慧、 威
武、 权力的象征， 所以历代帝王都将
自己说成是 “真龙天子”。 紫禁城为中
轴线的核心地带， 各种建筑景观及装
饰陈设等无不体现出龙的元素， 并营
造了一个 “龙的世界”。

紫禁城建筑装饰上的龙最多， 正
脊、 瓦当、 滴水、 彩绘、 门扇、 裙板、
檐窗， 藻井、 天花、 梁枋、 暗柱、 金
柱墙壁、 毗卢罩， 到处都装饰着各种
材质、 各种姿态的龙。 家居装修上也
都是龙， 匾联、 屏风、 宝座、 地坪等。
而宫毯、 帷幔、 铺的盖的坐的织绣物
上， 室内的摆设、 储物的家具、 陈设
的几架上， 都饰满了织绣、 彩绘、 浮
雕、 立体的龙纹。 墙上镶嵌着琉璃龙，
院子里摆着青铜龙 ， 而丹陛 、 台阶 、
石座等都雕有各种形态的龙， 器物上
的龙更是数不胜数， 服装服饰、 典章
文物、 怡清雅物、 游乐玩物等等， 到
处可见龙的形象。

太和殿是紫禁城建筑的中心， 也
是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 自明代起便
是皇帝登基、 寿辰、 大婚、 册立皇后
等大典的场所。 因殿内殿外有众多雕
龙、 龙纹的装饰， 俗称 “祥龙宝殿”。
据 《故宫史话》 载： 太和殿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及殿内陈设上造型各异的行
龙、 围龙、 蟠龙等共有13844条龙。 其
中殿内有横竖梁枋182根， 暗柱22根，
共彩绘龙纹1540条。 暖阁的梁枋上彩
画龙纹244条， 内檐额枋上有龙纹803
条， 横竖梁枋之间的井口天花绘有围
龙1720条 。 整个藻井有大小龙17条 。
此外， 宝座的座基四周也以各种龙纹
为饰， 共有龙纹416条。 殿的东西北三
面墙壁上有364条纹龙。 东西暖阁的四
扇门上有纹龙24条 ， 门罩上有龙170
条。 其两侧陈设紫檀雕云龙大柜两对，
共有龙纹178条。 如果加上太和殿外石
雕栏杆上的雕龙龙纹， 太和殿内外共
计有蟠龙、 行龙、 团龙、 坐龙、 升龙
及龙纹14986条， 可谓是中轴线上 “龙
迹” 最多的建筑景观。

九龙壁位于故宫皇极门前， 建于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 ）， 是一座长
20.4米， 高3.5米的高大琉璃照壁， 九
条巨龙跃然于其上， 且分置于五个空
间， 因为阳数之中九是极数， 五则居
中寓意 “九五之尊”。

云龙石雕位于故宫保和殿后面三
层须弥座高台正中的御路上， 在山崖、
海水和流云之中， 雕刻着9条凌空飞舞
的巨龙 ， 分为三组腾飞于流云之中 ，
它们或升或降， 高高地突起在巨石的
表面， 造型十分生动。

街巷中的“龙”：

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中轴沿线有两条以 “龙” 而称的
街巷， 即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飞龙桥胡同地处中轴线东侧南池
子大街路西。 据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
志》 载： “飞龙桥胡同， 清朝属皇城，
此地为明南城龙德殿的一部分， 殿后
原有飞虹桥， 其桥南北有牌楼曰飞虹、
曰戴鳌。 因龙、 虹音讹， 胡同得名飞
龙桥， 今桥已无存。 清宣统时称飞龙
桥， 民国沿称， 1949年后称飞龙桥胡
同。” 清代 《京师坊巷志稿》 有 “飞虹
桥， 虹俗讹龙” 记载。

飞龙桥胡同的形成可追溯到明代。
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朱祁镇御驾
亲征，却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剌
部军队俘获。留守北京主持兵部事务的
左侍郎于谦等人指挥了“北京保卫战”，
且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 是为明代
宗。次年，明朝与瓦剌议和，英宗获释。
回京后，英宗被软禁于皇城东苑（又称
“南城”）的重华宫（今普度寺），长达八
年之久。景泰八年（1457年）的“夺门之
变”后，英宗恢复帝位 。但他十分怀念
“南城”一带的幽静，数次到此游赏，并
且新建了一座“嘉乐馆”。其正殿为龙德
殿，后边的玉河上，横跨着一座白色石
桥，名曰“飞虹桥”。桥栏上精雕龙、狮、
蛙、鳖、鱼、虾、海龟等 ，并凿有水波纹
饰，栩栩如生。清朝定都北京后，龙德殿
一带逐渐废弃，唯有石桥尚在，后桥名
被讹为“飞龙桥”。《日下旧闻考》云：“其
地犹有名飞龙桥者， 盖即飞虹桥遗址，
龙、虹音近而沿讹耳。”可惜，民国年间
飞龙桥拆毁，后形成了一条小巷，称飞
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位于中轴线西侧的地安
门西大街北部。 据《北京市西城区地名
志》 载：“龙头井街北起定阜街与柳荫
街、前海西街相连，南至地安门西大街。
明代称人头井， 属发祥坊。 清代雅称
为龙头井， 南段亦称南药王庙街， 以
庙得名。 为正黄旗地界。 1911年后统
称龙头井。 1948年后定名龙头井街。”

据传 ， 该街原有一口井 ， 旧名

“人头井”， 因水面很浅， 人站在井边，
能倒映人的头影， 故名。 附近有一座
古庙。 清朝时有一年大旱， 别处水井
的水位急剧下降， 唯有这口井里的水
依然旺盛而清澈。 一天， 附近庙中的
和尚来打水， 隐隐约约发现井水里有
个龙头在水波中晃来晃去， 好像正吐
水， 于是官府派人到此察看。 来人趴
在井口上向下一望， 果真见到了一个
龙头。 官员大吃一惊， 这时忽听喜鹊
叫声， 抬头一望， 见一只喜鹊正落在
古庙的鸱吻上。 这官员恍然大悟， 原
来是庙上鸱吻倒映在井中， 形似龙头。
由此 “人头井” 被谐音为 “龙头井”，
所在的街巷被称为 “龙头井街”。

沟渠中的“龙”：

龙须沟

历史上中轴线以 “龙” 而称的沟
渠有一条， 即龙须沟。 因老舍先生的
名著 《龙须沟》 而为人们所熟知。

龙须沟在前门大街东侧， 其名最
早见于清宣统年间 《清北京城 》 图 。
此地原是一条水沟， 北起正阳门大街
迤东沟尾巴胡同、 精忠庙街， 中经金
鱼池东流， 沿着天坛北坛墙， 过红桥，
折向东南 ， 经东四块玉的一片苇坑 ，
入左安门内， 西入龙潭湖， 再出南城
护城河。 因为这条水沟窄长， 最宽不
足四米， 窄处只有1米多， 但弯弯曲曲
很长， 所以人们称它龙须沟。 名字虽
好听， 但实际上是个臭气熏天， 蚊蝇
乱飞的臭水沟。 特别是夏季每当大雨
之后， 污水经常漫出沟外， 淹没附近
贫苦居民的低矮棚房和土屋， 甚至有
小孩子跌入沟内丧命， 这种脏乱差的
状况从清朝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20世
纪50年代初， 为彻底改善居民居住条
件和环境卫生， 北京市政府对龙须沟
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整治， 改明沟为地
下水道， 在其上面修成的道路称 “龙

须沟路”。 老舍先生的话剧 《龙须沟》
就是根据治理龙须沟的史实编写的 ，
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 由此使京南名
不见经传的龙须沟， 为人所熟知。

老字号中的“龙”：

壹条龙饭庄

“壹条龙” 饭庄地处前门大街西
侧， 原名 “南恒顺” 涮肉馆， 创建于
清乾隆五十年 （1785年）， 是中轴线上
唯一以 “龙” 而称的老字号。

“南恒顺”涮肉馆是由山东禹城韩
家寨一位韩姓回民创办的，最初是设在
东四牌楼的饭摊儿。 迁到前门大街时，
希望买卖永远兴隆、 事事顺心如意，便
将店铺字号取名“南恒顺”。因地处前门
外，人来人往，生意很是红火。

据传 ，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
春末的一天， “南恒顺” 来了两位顾
客 ， 一位撩袍而坐 ， 一位立于其侧 ，
似主仆二人。 但吃完火锅后却没钱付
账。 掌柜子见这二人的装束、 举止不
像是诓吃的人， 就解围道： “没带钱
没关系， 您什么时候方便了， 给送来
就行！” 随后恭恭敬敬地将二人送出店
门。 谁知， 第二天一大早儿， 宫里的
一个太监就把双倍的饭钱送来了。 掌
柜子这才知道原来昨天来吃饭的是当
今圣上光绪皇帝， 急忙将头天皇帝坐
过的 “龙凳” 用黄绸布包好， 把用过
的 “宝锅” 系上红缎子供奉起来， 不
许任何人再使用。

很快， 万岁爷到 “南恒顺” 用膳
的事儿就在京城传开了， 好奇的人都
来这里观看 “宝座 ”。 从此 ， “南恒
顺” 涮肉馆是门庭若市， 生意兴盛。

既然皇帝来 “南恒顺 ” 用过膳 ，
掌柜便想把字号改个名字， 使其带个
“龙” 字。 但仔细一想， 有些不妥， 这
“龙” 字可是皇家的御用， 前门一带的
店铺还没有那家敢用 “龙” 字。 直到
1912年民国成立了， 皇帝退位了， 才
挂出 “壹条龙” 饭庄的招牌， 但店内
来往账目和营业凭证， 用的还是 “南
恒顺” 的字号。

1921年8月， 掌柜特请原任清廷工
部正七品笔帖式（文书）杨铎声题写了
“壹条龙”三个大字，其笔法圆润饱满、
工巧平和、自然匀称、疏密有度，极富金
石气。遂制成黑底金字牌匾，悬挂在店
铺门头。据说当年光绪皇帝曾用过的铜
锅后来仍在店内珍存。

景观中的“龙”：

“龙的世界” 紫禁城

龙是神话中的神兽， 为智慧、 威
武、 权力的象征， 所以历代帝王都将
自己说成是 “真龙天子”。 紫禁城为中
轴线的核心地带， 各种建筑景观及装
饰陈设等无不体现出龙的元素， 并营
造了一个 “龙的世界”。

紫禁城建筑装饰上的龙最多， 正
脊、 瓦当、 滴水、 彩绘、 门扇、 裙板、
檐窗， 藻井、 天花、 梁枋、 暗柱、 金
柱墙壁、 毗卢罩， 到处都装饰着各种
材质、 各种姿态的龙。 家居装修上也
都是龙， 匾联、 屏风、 宝座、 地坪等。
而宫毯、 帷幔、 铺的盖的坐的织绣物
上， 室内的摆设、 储物的家具、 陈设
的几架上， 都饰满了织绣、 彩绘、 浮
雕、 立体的龙纹。 墙上镶嵌着琉璃龙，
院子里摆着青铜龙 ， 而丹陛 、 台阶 、
石座等都雕有各种形态的龙， 器物上
的龙更是数不胜数， 服装服饰、 典章
文物、 怡清雅物、 游乐玩物等等， 到
处可见龙的形象。

太和殿是紫禁城建筑的中心， 也
是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 自明代起便
是皇帝登基、 寿辰、 大婚、 册立皇后
等大典的场所。 因殿内殿外有众多雕
龙、 龙纹的装饰， 俗称 “祥龙宝殿”。
据 《故宫史话》 载： 太和殿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及殿内陈设上造型各异的行
龙、 围龙、 蟠龙等共有13844条龙。 其
中殿内有横竖梁枋182根， 暗柱22根，
共彩绘龙纹1540条。 暖阁的梁枋上彩
画龙纹244条， 内檐额枋上有龙纹803
条， 横竖梁枋之间的井口天花绘有围
龙1720条 。 整个藻井有大小龙17条 。
此外， 宝座的座基四周也以各种龙纹
为饰， 共有龙纹416条。 殿的东西北三
面墙壁上有364条纹龙。 东西暖阁的四
扇门上有纹龙24条 ， 门罩上有龙170
条。 其两侧陈设紫檀雕云龙大柜两对，
共有龙纹178条。 如果加上太和殿外石
雕栏杆上的雕龙龙纹， 太和殿内外共
计有蟠龙、 行龙、 团龙、 坐龙、 升龙
及龙纹14986条， 可谓是中轴线上 “龙
迹” 最多的建筑景观。

九龙壁位于故宫皇极门前， 建于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 ）， 是一座长
20.4米， 高3.5米的高大琉璃照壁， 九
条巨龙跃然于其上， 且分置于五个空
间， 因为阳数之中九是极数， 五则居
中寓意 “九五之尊”。

云龙石雕位于故宫保和殿后面三
层须弥座高台正中的御路上， 在山崖、
海水和流云之中， 雕刻着9条凌空飞舞
的巨龙 ， 分为三组腾飞于流云之中 ，
它们或升或降， 高高地突起在巨石的
表面， 造型十分生动。

街巷中的“龙”：

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中轴沿线有两条以 “龙” 而称的
街巷， 即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飞龙桥胡同地处中轴线东侧南池
子大街路西。 据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
志》 载： “飞龙桥胡同， 清朝属皇城，
此地为明南城龙德殿的一部分， 殿后
原有飞虹桥， 其桥南北有牌楼曰飞虹、
曰戴鳌。 因龙、 虹音讹， 胡同得名飞
龙桥， 今桥已无存。 清宣统时称飞龙
桥， 民国沿称， 1949年后称飞龙桥胡
同。” 清代 《京师坊巷志稿》 有 “飞虹
桥， 虹俗讹龙” 记载。

飞龙桥胡同的形成可追溯到明代。
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朱祁镇御驾
亲征，却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剌
部军队俘获。留守北京主持兵部事务的
左侍郎于谦等人指挥了“北京保卫战”，
且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 是为明代
宗。次年，明朝与瓦剌议和，英宗获释。
回京后，英宗被软禁于皇城东苑（又称
“南城”）的重华宫（今普度寺），长达八
年之久。景泰八年（1457年）的“夺门之
变”后，英宗恢复帝位 。但他十分怀念
“南城”一带的幽静，数次到此游赏，并
且新建了一座“嘉乐馆”。其正殿为龙德
殿，后边的玉河上，横跨着一座白色石
桥，名曰“飞虹桥”。桥栏上精雕龙、狮、
蛙、鳖、鱼、虾、海龟等 ，并凿有水波纹
饰，栩栩如生。清朝定都北京后，龙德殿
一带逐渐废弃，唯有石桥尚在，后桥名
被讹为“飞龙桥”。《日下旧闻考》云：“其
地犹有名飞龙桥者， 盖即飞虹桥遗址，
龙、虹音近而沿讹耳。”可惜，民国年间
飞龙桥拆毁，后形成了一条小巷，称飞
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位于中轴线西侧的地安
门西大街北部。 据《北京市西城区地名
志》 载：“龙头井街北起定阜街与柳荫
街、前海西街相连，南至地安门西大街。
明代称人头井， 属发祥坊。 清代雅称
为龙头井， 南段亦称南药王庙街， 以
庙得名。 为正黄旗地界。 1911年后统
称龙头井。 1948年后定名龙头井街。”

据传 ， 该街原有一口井 ， 旧名

“人头井”， 因水面很浅， 人站在井边，
能倒映人的头影， 故名。 附近有一座
古庙。 清朝时有一年大旱， 别处水井
的水位急剧下降， 唯有这口井里的水
依然旺盛而清澈。 一天， 附近庙中的
和尚来打水， 隐隐约约发现井水里有
个龙头在水波中晃来晃去， 好像正吐
水， 于是官府派人到此察看。 来人趴
在井口上向下一望， 果真见到了一个
龙头。 官员大吃一惊， 这时忽听喜鹊
叫声， 抬头一望， 见一只喜鹊正落在
古庙的鸱吻上。 这官员恍然大悟， 原
来是庙上鸱吻倒映在井中， 形似龙头。
由此 “人头井” 被谐音为 “龙头井”，
所在的街巷被称为 “龙头井街”。

沟渠中的“龙”：

龙须沟

历史上中轴线以 “龙” 而称的沟
渠有一条， 即龙须沟。 因老舍先生的
名著 《龙须沟》 而为人们所熟知。

龙须沟在前门大街东侧， 其名最
早见于清宣统年间 《清北京城 》 图 。
此地原是一条水沟， 北起正阳门大街
迤东沟尾巴胡同、 精忠庙街， 中经金
鱼池东流， 沿着天坛北坛墙， 过红桥，
折向东南 ， 经东四块玉的一片苇坑 ，
入左安门内， 西入龙潭湖， 再出南城
护城河。 因为这条水沟窄长， 最宽不
足四米， 窄处只有1米多， 但弯弯曲曲
很长， 所以人们称它龙须沟。 名字虽
好听， 但实际上是个臭气熏天， 蚊蝇
乱飞的臭水沟。 特别是夏季每当大雨
之后， 污水经常漫出沟外， 淹没附近
贫苦居民的低矮棚房和土屋， 甚至有
小孩子跌入沟内丧命， 这种脏乱差的
状况从清朝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20世
纪50年代初， 为彻底改善居民居住条
件和环境卫生， 北京市政府对龙须沟
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整治， 改明沟为地
下水道， 在其上面修成的道路称 “龙

须沟路”。 老舍先生的话剧 《龙须沟》
就是根据治理龙须沟的史实编写的 ，
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 由此使京南名
不见经传的龙须沟， 为人所熟知。

老字号中的“龙”：

壹条龙饭庄

“壹条龙” 饭庄地处前门大街西
侧， 原名 “南恒顺” 涮肉馆， 创建于
清乾隆五十年 （1785年）， 是中轴线上
唯一以 “龙” 而称的老字号。

“南恒顺”涮肉馆是由山东禹城韩
家寨一位韩姓回民创办的，最初是设在
东四牌楼的饭摊儿。 迁到前门大街时，
希望买卖永远兴隆、 事事顺心如意，便
将店铺字号取名“南恒顺”。因地处前门
外，人来人往，生意很是红火。

据传 ，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
春末的一天， “南恒顺” 来了两位顾
客 ， 一位撩袍而坐 ， 一位立于其侧 ，
似主仆二人。 但吃完火锅后却没钱付
账。 掌柜子见这二人的装束、 举止不
像是诓吃的人， 就解围道： “没带钱
没关系， 您什么时候方便了， 给送来
就行！” 随后恭恭敬敬地将二人送出店
门。 谁知， 第二天一大早儿， 宫里的
一个太监就把双倍的饭钱送来了。 掌
柜子这才知道原来昨天来吃饭的是当
今圣上光绪皇帝， 急忙将头天皇帝坐
过的 “龙凳” 用黄绸布包好， 把用过
的 “宝锅” 系上红缎子供奉起来， 不
许任何人再使用。

很快， 万岁爷到 “南恒顺” 用膳
的事儿就在京城传开了， 好奇的人都
来这里观看 “宝座 ”。 从此 ， “南恒
顺” 涮肉馆是门庭若市， 生意兴盛。

既然皇帝来 “南恒顺 ” 用过膳 ，
掌柜便想把字号改个名字， 使其带个
“龙” 字。 但仔细一想， 有些不妥， 这
“龙” 字可是皇家的御用， 前门一带的
店铺还没有那家敢用 “龙” 字。 直到
1912年民国成立了， 皇帝退位了， 才
挂出 “壹条龙” 饭庄的招牌， 但店内
来往账目和营业凭证， 用的还是 “南
恒顺” 的字号。

1921年8月， 掌柜特请原任清廷工
部正七品笔帖式（文书）杨铎声题写了
“壹条龙”三个大字，其笔法圆润饱满、
工巧平和、自然匀称、疏密有度，极富金
石气。遂制成黑底金字牌匾，悬挂在店
铺门头。据说当年光绪皇帝曾用过的铜
锅后来仍在店内珍存。

景观中的“龙”：

“龙的世界” 紫禁城

龙是神话中的神兽， 为智慧、 威
武、 权力的象征， 所以历代帝王都将
自己说成是 “真龙天子”。 紫禁城为中
轴线的核心地带， 各种建筑景观及装
饰陈设等无不体现出龙的元素， 并营
造了一个 “龙的世界”。

紫禁城建筑装饰上的龙最多， 正
脊、 瓦当、 滴水、 彩绘、 门扇、 裙板、
檐窗， 藻井、 天花、 梁枋、 暗柱、 金
柱墙壁、 毗卢罩， 到处都装饰着各种
材质、 各种姿态的龙。 家居装修上也
都是龙， 匾联、 屏风、 宝座、 地坪等。
而宫毯、 帷幔、 铺的盖的坐的织绣物
上， 室内的摆设、 储物的家具、 陈设
的几架上， 都饰满了织绣、 彩绘、 浮
雕、 立体的龙纹。 墙上镶嵌着琉璃龙，
院子里摆着青铜龙 ， 而丹陛 、 台阶 、
石座等都雕有各种形态的龙， 器物上
的龙更是数不胜数， 服装服饰、 典章
文物、 怡清雅物、 游乐玩物等等， 到
处可见龙的形象。

太和殿是紫禁城建筑的中心， 也
是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 自明代起便
是皇帝登基、 寿辰、 大婚、 册立皇后
等大典的场所。 因殿内殿外有众多雕
龙、 龙纹的装饰， 俗称 “祥龙宝殿”。
据 《故宫史话》 载： 太和殿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及殿内陈设上造型各异的行
龙、 围龙、 蟠龙等共有13844条龙。 其
中殿内有横竖梁枋182根， 暗柱22根，
共彩绘龙纹1540条。 暖阁的梁枋上彩
画龙纹244条， 内檐额枋上有龙纹803
条， 横竖梁枋之间的井口天花绘有围
龙1720条 。 整个藻井有大小龙17条 。
此外， 宝座的座基四周也以各种龙纹
为饰， 共有龙纹416条。 殿的东西北三
面墙壁上有364条纹龙。 东西暖阁的四
扇门上有纹龙24条 ， 门罩上有龙170
条。 其两侧陈设紫檀雕云龙大柜两对，
共有龙纹178条。 如果加上太和殿外石
雕栏杆上的雕龙龙纹， 太和殿内外共
计有蟠龙、 行龙、 团龙、 坐龙、 升龙
及龙纹14986条， 可谓是中轴线上 “龙
迹” 最多的建筑景观。

九龙壁位于故宫皇极门前， 建于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 ）， 是一座长
20.4米， 高3.5米的高大琉璃照壁， 九
条巨龙跃然于其上， 且分置于五个空
间， 因为阳数之中九是极数， 五则居
中寓意 “九五之尊”。

云龙石雕位于故宫保和殿后面三
层须弥座高台正中的御路上， 在山崖、
海水和流云之中， 雕刻着9条凌空飞舞
的巨龙 ， 分为三组腾飞于流云之中 ，
它们或升或降， 高高地突起在巨石的
表面， 造型十分生动。

街巷中的“龙”：

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中轴沿线有两条以 “龙” 而称的
街巷， 即飞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

飞龙桥胡同地处中轴线东侧南池
子大街路西。 据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
志》 载： “飞龙桥胡同， 清朝属皇城，
此地为明南城龙德殿的一部分， 殿后
原有飞虹桥， 其桥南北有牌楼曰飞虹、
曰戴鳌。 因龙、 虹音讹， 胡同得名飞
龙桥， 今桥已无存。 清宣统时称飞龙
桥， 民国沿称， 1949年后称飞龙桥胡
同。” 清代 《京师坊巷志稿》 有 “飞虹
桥， 虹俗讹龙” 记载。

飞龙桥胡同的形成可追溯到明代。
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朱祁镇御驾
亲征，却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剌
部军队俘获。留守北京主持兵部事务的
左侍郎于谦等人指挥了“北京保卫战”，
且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 是为明代
宗。次年，明朝与瓦剌议和，英宗获释。
回京后，英宗被软禁于皇城东苑（又称
“南城”）的重华宫（今普度寺），长达八
年之久。景泰八年（1457年）的“夺门之
变”后，英宗恢复帝位 。但他十分怀念
“南城”一带的幽静，数次到此游赏，并
且新建了一座“嘉乐馆”。其正殿为龙德
殿，后边的玉河上，横跨着一座白色石
桥，名曰“飞虹桥”。桥栏上精雕龙、狮、
蛙、鳖、鱼、虾、海龟等 ，并凿有水波纹
饰，栩栩如生。清朝定都北京后，龙德殿
一带逐渐废弃，唯有石桥尚在，后桥名
被讹为“飞龙桥”。《日下旧闻考》云：“其
地犹有名飞龙桥者， 盖即飞虹桥遗址，
龙、虹音近而沿讹耳。”可惜，民国年间
飞龙桥拆毁，后形成了一条小巷，称飞
龙桥胡同。

龙头井街位于中轴线西侧的地安
门西大街北部。 据《北京市西城区地名
志》 载：“龙头井街北起定阜街与柳荫
街、前海西街相连，南至地安门西大街。
明代称人头井， 属发祥坊。 清代雅称
为龙头井， 南段亦称南药王庙街， 以
庙得名。 为正黄旗地界。 1911年后统
称龙头井。 1948年后定名龙头井街。”

据传 ， 该街原有一口井 ， 旧名

“人头井”， 因水面很浅， 人站在井边，
能倒映人的头影， 故名。 附近有一座
古庙。 清朝时有一年大旱， 别处水井
的水位急剧下降， 唯有这口井里的水
依然旺盛而清澈。 一天， 附近庙中的
和尚来打水， 隐隐约约发现井水里有
个龙头在水波中晃来晃去， 好像正吐
水， 于是官府派人到此察看。 来人趴
在井口上向下一望， 果真见到了一个
龙头。 官员大吃一惊， 这时忽听喜鹊
叫声， 抬头一望， 见一只喜鹊正落在
古庙的鸱吻上。 这官员恍然大悟， 原
来是庙上鸱吻倒映在井中， 形似龙头。
由此 “人头井” 被谐音为 “龙头井”，
所在的街巷被称为 “龙头井街”。

沟渠中的“龙”：

龙须沟

历史上中轴线以 “龙” 而称的沟
渠有一条， 即龙须沟。 因老舍先生的
名著 《龙须沟》 而为人们所熟知。

龙须沟在前门大街东侧， 其名最
早见于清宣统年间 《清北京城 》 图 。
此地原是一条水沟， 北起正阳门大街
迤东沟尾巴胡同、 精忠庙街， 中经金
鱼池东流， 沿着天坛北坛墙， 过红桥，
折向东南 ， 经东四块玉的一片苇坑 ，
入左安门内， 西入龙潭湖， 再出南城
护城河。 因为这条水沟窄长， 最宽不
足四米， 窄处只有1米多， 但弯弯曲曲
很长， 所以人们称它龙须沟。 名字虽
好听， 但实际上是个臭气熏天， 蚊蝇
乱飞的臭水沟。 特别是夏季每当大雨
之后， 污水经常漫出沟外， 淹没附近
贫苦居民的低矮棚房和土屋， 甚至有
小孩子跌入沟内丧命， 这种脏乱差的
状况从清朝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20世
纪50年代初， 为彻底改善居民居住条
件和环境卫生， 北京市政府对龙须沟
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整治， 改明沟为地
下水道， 在其上面修成的道路称 “龙

须沟路”。 老舍先生的话剧 《龙须沟》
就是根据治理龙须沟的史实编写的 ，
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 由此使京南名
不见经传的龙须沟， 为人所熟知。

老字号中的“龙”：

壹条龙饭庄

“壹条龙” 饭庄地处前门大街西
侧， 原名 “南恒顺” 涮肉馆， 创建于
清乾隆五十年 （1785年）， 是中轴线上
唯一以 “龙” 而称的老字号。

“南恒顺”涮肉馆是由山东禹城韩
家寨一位韩姓回民创办的，最初是设在
东四牌楼的饭摊儿。 迁到前门大街时，
希望买卖永远兴隆、 事事顺心如意，便
将店铺字号取名“南恒顺”。因地处前门
外，人来人往，生意很是红火。

据传 ，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
春末的一天， “南恒顺” 来了两位顾
客 ， 一位撩袍而坐 ， 一位立于其侧 ，
似主仆二人。 但吃完火锅后却没钱付
账。 掌柜子见这二人的装束、 举止不
像是诓吃的人， 就解围道： “没带钱
没关系， 您什么时候方便了， 给送来
就行！” 随后恭恭敬敬地将二人送出店
门。 谁知， 第二天一大早儿， 宫里的
一个太监就把双倍的饭钱送来了。 掌
柜子这才知道原来昨天来吃饭的是当
今圣上光绪皇帝， 急忙将头天皇帝坐
过的 “龙凳” 用黄绸布包好， 把用过
的 “宝锅” 系上红缎子供奉起来， 不
许任何人再使用。

很快， 万岁爷到 “南恒顺” 用膳
的事儿就在京城传开了， 好奇的人都
来这里观看 “宝座 ”。 从此 ， “南恒
顺” 涮肉馆是门庭若市， 生意兴盛。

既然皇帝来 “南恒顺 ” 用过膳 ，
掌柜便想把字号改个名字， 使其带个
“龙” 字。 但仔细一想， 有些不妥， 这
“龙” 字可是皇家的御用， 前门一带的
店铺还没有那家敢用 “龙” 字。 直到
1912年民国成立了， 皇帝退位了， 才
挂出 “壹条龙” 饭庄的招牌， 但店内
来往账目和营业凭证， 用的还是 “南
恒顺” 的字号。

1921年8月， 掌柜特请原任清廷工
部正七品笔帖式（文书）杨铎声题写了
“壹条龙”三个大字，其笔法圆润饱满、
工巧平和、自然匀称、疏密有度，极富金
石气。遂制成黑底金字牌匾，悬挂在店
铺门头。据说当年光绪皇帝曾用过的铜
锅后来仍在店内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