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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都北京到平民北京

北京从“蓟”开始，前后有 800
年的建都历史。在这悠久的时间
长河中，不仅涵养了大国首都博
大的胸襟和宏阔的气度，也为古
都积淀了丰厚的人文历史和民俗
风情，形成了独特而隽永的北京
滋味。

陈建功先生在本书开篇《北京
滋味》中写道：“北京的滋味在庙堂
之高，也在胡同之深；在官宦之显，
也在平民之乐；在历史的积淀，也
在当下的开拓，缤纷斑斓，深邃无
涯。”因此他倡导我们要投入且谦
逊地去品味北京，去恒久而细心地
阅读这座城市，不要轻言自己读懂
吃透了北京。任何大家大师，或者
说任何个体在这座古都面前都是
渺小而浅薄的。陈先生不仅告诫
了我们品味北京应持的态度，也提
示了我们此书选编和阅读的方
向。书中不仅描绘了一个影响深
远的六朝之都，突出了大国帝王之
都的显赫声望；更着意展示一个有
温度，平民化的、古老而活跃的都
城。

从古都历史文化的角度讲，这
里有巍峨故宫、皇家园林、显贵故
宅和山水名胜，是北京之为北京所
独有的人文资源。编者在“城·千
古印记”和“游·京城漫步”等单元
中，选录了普天的《北京，北京》、梁
衡的《冬日香山》、徐坤的《积水潭
的风华时代》等诸多篇什，对北京
作为历史名城的一面给予了充分
展示。《北京，北京》一文，从远古的
北京山顶洞人开始，到王府井古人
类文化遗址，再到春秋时代的“蓟
城”，直到蜿蜒曲折的古长城，北京
的文化一脉有了清晰而生动的呈
现。王培洁的《足下的北京》，先后
介绍了北京的城市布局“中轴线的
对称与不对称”，北京城的街道文
化“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北京的
代表性街道“王府井大街”，文学地
呈现了六朝古都的城市轮廓和沧
桑面孔。

但此书更是一本有温度、接地
气的散文集，书中入选的数十件散
文作品，题材大都与普通老百姓的
关注点有关，文字的着力点大多用
在了北京市井和民俗的呈现上。
作家们走进大街里巷，走进古老的

胡同院落，有的作家本身就生活在
胡同里，或者在普通四合院里长
大。他们用平民化的视角去解读
北京的人文历史，去回忆老北京
的民俗风情。书中“食·慢点生
活”“游·京城漫步”“人·人间烟
火”“趣·柔软时光”等几个单元，
都是对北京平民生活习俗的生动
介绍。作家们用文字做向导，带
我们走进天桥庙会，观赏京西风
物，搜索永定河的记忆。肖复兴
的《门上沧桑》最有意思，他把目
光投向胡同里的一扇扇大门，停
留在一副副染尘的对联上，并在
文中收录了上百幅色彩斑驳的老
对联，标注其所在的街巷门牌，其

中不乏残缺的楹联。他感叹道：
“北京的门联，就是这样的族徽一
般醒目而别具风格。”

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

散文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文学样
式，写作者众，受众面广。但近年来
的发展情况又有些偏离。前不久读
到一篇文艺评论，作者批评当今生
产的散文不少，但新颖、深刻、有独
到发现或能让读者产生共鸣的却不
多。不少作品越来越远离现实生
活，越来越远离“人间烟火”。这确
实是需要引起我们警醒的。

《好一个北京》给我们的良好
印象，就是接地气。编者不追求
所谓高大上的、假大空的东西，坚
决摒弃那些太过自我、无病呻吟
的东西，而是关注于编选那些贴
近大众和现实生活的题材，力求
推出最具北京味道的散文作品，
把一个原汁原味、烟火味十足的
北京呈现给读者。

陈建功写他涮羊肉、吃烤鸭、
喝酸梅汤，将其中的制作秘籍和品
尝滋味，采用地道的北京腔娓娓道
来，读来轻松愉悦，不乏诙谐幽默，
洋溢着北京市井的烟火气。刘存
孝在《南城往事》里，用细腻的笔触
描写桥湾儿和薛家湾的久远往事、
街景风情，关注了这里的街道走
向、商家店铺、民俗风情，历史故事
等，他把南城这一片作为自己的故
乡，感叹故土乡情是“永远挥之不
去的牵挂和念想。”

北大未名湖是文雅之士流连
和歌吟之地。但在么书仪写作的

《家住未名湖》中，未名湖却承载了
家长里短的庸常生活，表现的是一
个高知工作学习、奔波应酬的普通
人生，或者如陈建功先生所说的

“平民之乐”。陈建功的《平民北京
探访录》，直接就把目光投向普通
大众，选取了杠夫瘸三儿、耍滑孙
骨头、大狗熊孙宝才以及卖瞪眼儿
食的老太太、“一头儿热”的剃头挑
子等底层人群和行当，把这些“小
人物”作为平民北京的代表加以刻
画，写得活色生香妙趣横生。凸凹
的《京西风物》，也是刻画北京风情
的一篇佳作。作者用及其精炼的
文字，把走进北京人记忆的诸多生
活用语和物事，诸如木壶、眼子、圆
米、皂荚、燎荒、砸场、打柴、捉蝎
等，用词典词条似的解读方式做了
生动呈现，勾起人们对老北京生活
的深层回忆。

有意思的是，杨晓升先生在编
排上，把“食·慢点生活”作为打头
的单元，先后选编了陈建功的《北
京滋味》、肖复兴的《京都冬食》、杨
建业的《北京豆汁儿》三篇，体现了

“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念，也更能表现北京的烟火气息和

“深邃无涯”的人文魅力。
《好一个北京：作家笔下的北

京》：杨晓升/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
版社2022年3月第一版

退居二线，便有大把时间到各地闲逛，于是有了2005年第二次北京之行。那次去京城，有
幸在单位办事处住了数日。那是王府井旁边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古朴的院门，完整的院落，环
境宁静而优雅，让我对这座六朝帝都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感悟。于是回来后写下了散文《住在北
京四合院》，发表在2007年10月的《北京文学》上。

诸如拙稿在内的许多文字，发表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会淹没在时间的尘埃中。没想十
多年过去，《北京文学》原主编杨晓升先生重又把它找了出来，编入图书《好一个北京：作家笔下
的北京》中隆重出版，也因此我能够较早拥有和阅读这部新书。这是一部以古都北京为主题的
散文集，选入了26位“文艺名家”的数十篇散文佳作。细读之下，如饮佳茗，那些长长短短的文
字，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风情浓郁、原汁原味的古都北京。

触摸一个原汁原味的北京
——读《好一个北京：作家笔下的北京》

朱仲祥文/图

《好一个北京：作家笔下的北京》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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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嘀铃铃……”13日一早，天刚蒙蒙亮，市中区通江街道高墩子社区
工作人员段子溦就从睡梦中醒来。迅速收拾好自己后，她熟练地将熟睡中的宝宝背在身上，
奔赴社区开始一天的工作。

“小段，今天又带着娃儿来上班啦。”“是的，孃孃，你们要把口罩戴好啊，家里要是有外地
的亲戚来一定要报备。”……一路往社区走，段子溦一路认真检查着社区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措施的落实情况，居民们也习惯了这个背着宝宝的“特殊”社区工作人员。

原来，段子溦是一位孩子7个月大的“90后”新手妈妈，刚刚返岗不久就遇到了本轮新冠
肺炎疫情。“一开始领导和同事也顾虑我的情况，替我分担了很多，但看到大家都全身心扑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我也不想退缩。”段子溦告诉记者，在和家里人商量好后，她也积极加入了社
区战“疫”的队伍，核数据、接听登记来往电话、告知居民最新政策……到处都有她背着宝宝忙
碌的身影。偶尔遇到宝宝哭闹，她就暂时停下手中的工作哄一哄，然后又投入忙碌之中。

“宝宝背着也能干工作，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上前线，那就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
挥党员的先锋作用，为抗击疫情增添自己的一份力量。”段子溦说。

“疫”线宝妈
背着娃娃跑社区

段子溦背着宝宝工作 本人供图

本报讯（杜云雷 王洁玉 记者 杨心梅 摄影报道）13日下
午，忙碌了一天的市中区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廖源揉
了揉疲惫的眼睛，认真和同事交接着工作。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廖源已经习惯了紧绷神经，
随时接到命令就出发。“之前最忙的时候，凌晨四五点钟一个
电话来了就得上岗。”廖源说，虽然辛苦，但他一想到努力为群
众筑起了坚实的健康屏障，就觉得心里很踏实。

忙碌的不止廖源，他的妻子曹燕作为市中区疾控中心检
验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同样也加入了疫情防控工作一线队
伍。“我们是夫妻，也是战友。”曹燕说，他们的工作涵盖流调溯
源、排查次密、转移人员、现场采样、样品检测等，每一样都马
虎不得。

“同事常常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以‘战友’之名在同一单
位并肩作战，执手‘逆行’很幸福。”廖源告诉记者，这背后的辛
苦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夫妻二人在一线忙碌，常常好几天
都回不了一次家。虽然在同一个单位，但也只能在每天吃饭
时拿起手机短暂交流几句……”

本月初，疫情防控工作最吃紧的时候，廖源和曹燕的女儿
从成都返乐，按照相关管理政策，需要居家健康监测。“我们也
只能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通过视频电话安抚一下孩子的情
绪，转身又继续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曹燕的话语中满是
对女儿的歉疚，“之前也没让她认真学习做饭，隔离期间，她只
能吃外卖和家里之前买的水果。”

懂事的女儿常常反过来安慰两人说：“现在疫情防控形势
那么严峻，你们作为医护人员连续奋战很辛苦，我这点困难不
算啥。”

夫妻齐上阵
一线同战“疫”

曹燕在检测样本

廖源在做核酸检测

本报讯（罗丽勤 记者 祝贺）“快，大家跟我走！”3
月31日晚，杨勇刚从疫情防控责任片区完成入户排
查工作返回，才端起盒饭，就接到犍为县国资局紧急
通知：联合小区核酸检测点因人手不足，需要增派人
员维持秩序。杨勇二话不说，放下手中还没来得及吃
上两口的晚饭，带上5名公司员工，迅速奔赴现场。

37岁的杨勇是犍为县恒实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员工，也是一名退伍军人。面对3月30日突然而来
的疫情，他第一时间响应号召，逆行而上，奋战在抗
疫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退伍
军人的使命初心。

4月3日下午，杨勇所在公司负责的金竹林片区
核酸检测点负责人因防疫要求，需居家隔离。杨勇
主动接过任务，每天身穿防护服在该检测点开展指
挥工作。

“注意维护秩序，注意老人、小孩、残疾人等特殊
人群。”“把帐篷搭好，把桌子摆整齐。”“沟通援助医
疗队，如果物资不够立即去领取。”……接手工作后，
他迅速投入紧张的忙碌中。脱下防护服的那一刻，
他一身疲惫，满脸汗水，声音也沙哑了。

“抗疫有多难，我们就有多拼！”杨勇说。

退伍军人杨勇：
抗疫有多难，
我们就有多拼！

连日来，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与该县住房城
乡建设局凝聚社区合力，织密严防输入、重点管控、
落实责任“三张网”，强化居民小区疫情防控。

党建引领基层防疫
沙坪镇以社区基层党建引领小区、楼栋基层治

理，将党组织延伸到辖区有物业的5个小区，党小组
建到44个无物业小区和未形成小区的876栋楼栋，
从党员干部、离退休干部、退役军人中选出小区党组
织负责人，成为日常事务牵头人和疫情防控落实人。

结合全县疫情防控“双报到”工作安排，沙坪镇
发挥“网格治理”优势，以社区网格为棋盘，社区“吹
哨”党员报到，实现疫情防控任务精准“派单”，细化
至小区和楼栋，共同守护，共抗疫情。

严防输入多管齐下
该镇在所有小区出入口、楼栋醒目位置及公共

场所设置防控告示牌、宣传海报、小喇叭等，宣传防
控政策和防疫知识，引导居民增强防护意识，配合
防控工作。

在各个社区，凡外来人员和车辆必过信息登
记、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行程卡三道防线，发现有
中高风险旅居史的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告。

为控制居民小区内的集聚活动，沙坪镇采用党
委班子成员包片，社区干部蹲点，网格员包小区，党
员干部包楼的方法，落实防控责任。同时，对社区
内重点公共区域、人口密集场所、交通要道和居民
高频接触部位定时进行多轮消杀，最大程度降低公
共交叉接触风险。

每日打分落实责任
为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沙坪镇在有物业小区

建立了“县住建班子成员+县住建工作人员+社区网格
员+物业企业法人”四级责任体系；对无物业小区和楼
栋则建立了“班子成员+社区干部+网格员+楼长+党
员干部队”五级责任体系，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由该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每日对所有物业服
务公司疫情防控履责情况开展检查，就“制度建立、工
作措施、工作实效、后勤保障”四个大类进行打分，形成
一日一通报，凡是落实不力的物业服务企业，视情节予
以通报或扣减企业信用分。 记者 钟成甲

峨边：
织密“三张网”
强化小区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