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主坟地铁地下通道里的民间歌手。

在公主坟新兴桥下停靠的1路公交车(俗称“大一路”）是连
接北京城区和西郊的重要公交线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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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在地名中的古旧气息

北京以“坟”为名的地方不少。
北京史地民俗学家冯其利称：“光

‘公主坟’，就有 38处。至少现在还
保留了七八个。”但一般来说，如果
有人问“公主坟在哪里”，最明确的
指向就是这个西三环与复兴路交
叉的地方。

公主坟的“坟”在哪儿？这是秦
大爷在公主坟地铁站出口被问得
最多的问题之一。他经常懒得指，
坐在地铁站的北口朝着南边抬抬
眼。这个问题在前些年被问及的
概率更高，因为都传说琼瑶当年就
是坐车经过公主坟，突发灵感创作
了《还珠格格》。

这些天，公主坟地铁站正在施
工。隔着复兴路——这条长安街的
西侧延长线，公主坟被南北一分为
二，隔着围栏能够看到一座灰色屋
顶的古建筑，还有不少松柏环绕。

“那是其中西公主的阳宅”，当年曾
有两位公主安葬于此，如果以方位
来区分，冯其利解释，“东公主坟和
西公主坟是并列的，中间隔着五十
米左右，正好对应着现在的公主坟
地铁站”。

公主坟北侧普惠南里社区的潘
大爷在这生活了七十年，他对这一
带的地理往事的总结是：“到处都
是农村”。现在，这遥远的气息还
保留在几个公交站名中，例如“罗
道庄”；而今天的公主坟环岛在历
史上称为“王佐村”，清末改称“苑
家村”，日伪时期才称“公主坟”，

“文革”期间一度改为“立新街”。

城市边缘与部队大院

1969 年地铁一号线完工，原来

公主坟的陵园被从中间豁开，地面
上修建了地铁车站和一条东西走
向的大马路，相当于直线连接了复
兴门外大街和复兴路。“地铁一号
线公主坟站当时就叫做立新站。”
被豁成南北两半的公主坟，还是保
留了原来陵园的一部分。地铁一
号线的贯通，拉近了北京和西郊的
距离。潘大爷回忆：“那个时候，1
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在公主坟，我们
去汽车站坐车说‘进城去’；石景山
的人更边缘，就说‘上北京去’。”

上世纪 80 年代左右，北京修筑
西三环路时，在公主坟建了一个环
岛，封闭了中间那条东西走向的马
路，成为一个街心公园。环岛东部
后来又修了音乐喷水池，每到节日
晚上开启的时候，总能吸引不少人
的目光，现在则变成了北京七八十
年代生人对公主坟一带的记忆载
体。上世纪 90 年代初，三环路再
次整修扩展，东西走向的马路重新
启用，南北走向架起了高架桥，公
主坟成为桥下的公园，分为南北两
部分，被繁忙的西长安街隔开，向
东是北京的腹地，往西是首钢、门
头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右，陆续
有大院来到了西三环。现在的公
主坟一带，威严的部队大院间隔了
这一带的繁杂。建筑颇有特色的
是公主坟环岛西南侧的海军大院，
楼群都是古典式，楼顶上扣着墨绿
色的檐角飞起的大屋顶——据说
是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体现，“大屋
顶”是他用以体现民族风格的建筑
语汇之一——看起来庄重大方，不
少海军子弟都戏称这个大院为“海
军庙”。

如今的海军大院，每个大楼墙
壁都涂抹成灰色，有人觉得它远远

看起来像是一只停泊的舰艇。王
朔在《看上去很美》中对海军大院
的描述乏善可陈，可是这个面积相
当于两个耶路撒冷老城、人口数万
的城中之城在公主坟一带显得神
秘而庄严，卫兵帽子后面飘扬的带
子和蓝白相间的海魂衫也带来了
一丝庄严中的清爽。

现代商圈在城乡接合处
兴起

在公主坟地铁北出站口，秦大
爷经常被问及的问题还有：“怎么
过马路啊”、“城乡贸易中心怎么
走 ”、“ 公 主 坟 南 的 站 台 在 哪
里”……这也是当代人理解和熟悉
的“公主坟”。西三环辅路在这里
被环岛和立交桥切割为不同的方
向，交叉而又分散。“从公交车站和
地铁下来的人，如果初次到达公主
坟，都会很茫然。”在城乡贸易中心
上班的刘女士，还记得自己六年前
第一次到达公主坟的感受。

1992 年，城乡贸易中心建成。
当年，这里是北京规模最大最现代
化的新型百货商场，有自动扶梯。
1994 年，城乡贸易中心作为国家计
委和国家工商局赋予的拥有小轿
车经营权的独家商业企业，还展出
过小轿车。不过，“城乡贸易中
心”，一直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名字，
不少人认为它是因为处于城乡接
合处的地理位置而命名。

三环路贯通之后，公主坟商圈
慢慢兴起。1994 年，公主坟西北侧
翠微路上出现了北京首家开架自
选和使用 POS 系统的现代连锁超
市——物美翠微店，后来又有了翠
微商厦等购物场所。潘大爷说，上
世纪 80年代中期，翠微路就有了北

京“文革”以后较早建成的一批小
区，包括翠微北里、中里、南里；这
些小区加上部队大院的生活需求，
就在公主坟周边促成了城乡、翠微
这样的购物场所的诞生。

“集散”的不只是手机

不同的人群在公主坟一带能
找到不同的需求。城乡贸易中心
有老年专区，一层的超市里有各
种老北京特色商品；西侧的翠微
百货更为时尚，已经有不少奢侈
品牌进驻。而在它们周边，更多
的则是街边小店和手机市场。这
里因为距离北京西站较近，流动
人口多，已经发展为北京重要的
手机集散地之一，二手手机贩子
和小店也多，鱼龙混杂。在公主
坟地铁周围的地上、栏杆上、树干
上、小卖部的四周，经常能看到关
于“透视麻将扑克”、“高价回收手
机”这样的小广告。如果用一句
话来形容自己心目中的公主坟，
有人给出了一个生动的答案：“兄
弟，要手机吗？”

还有一个属于地下的“公主
坟”。1995 年，城乡贸易中心开通
了地下和空中两条通道——连接地
铁与商场的地下通道，和连接西长
安 街 南 侧 与 商 场 二 层 的 过 街 天
桥。广西人韦红选择了公主坟地
下通道，网络上有人称他为“公主
坟男孩”，他在这里弹着吉他唱自
己写的歌。这条将近 300 米的地下
通道里人来人往，很少有人停下脚
步听他的歌唱。韦红已经创作了

《流浪青春》五部曲，其中有一首的
歌词是：“我走在一条无人的街道，
冷冷清清，我无从躲藏，像个孩子
一样迷失方向……”

集聚混沌处，散入尘梦中

热点访谈

我想首先谈谈无锡发生的事情。无锡小娄
巷的弄堂里，87 岁的老人秦寅源刚收到来自江
苏省和无锡市文物部门的批复，由他个人出资修
缮祖屋的方案获得通过。这在江苏省尚属首例，
初步估算大约需要费用70万元。他留守的这所
祖宅还顽强地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江南民居形态，
是省级文保单位。秦家周边都是高楼和政府推
倒新建好的房屋，他的祖宅是最早建于 1864 年
的两进平房。上世纪90年代末，小娄巷要开发，
秦家与谈家两大名门后人努力将包括祖宅在内
的小娄巷 24 处历史建筑申报为省级文保单位。
为什么要个人出资修缮祖屋？因为他们担心所
谓的“保护性修复”，是把原住民赶走，然后再建
造假古董、假文物，搞商业开发。另一位秦山乐
先生，在当地相关部门否认他家的祖宅第四进、
第五进院为省级文保单位文物本体，并强制他搬
走的情况下，坚持以行政复议的方式，依法取得
国务院法制办认可这部分房屋为文物本体的裁
决。上述两位秦先生都是秦观的后人，我对江南
人士这种对家族文化传承的坚持，非常敬佩。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有对“风
貌”的解释：“指反映历史文化特征的城镇景观和
自然、人文环境的整体面貌。”这个人文环境，就
是人房共存的活态的历史文脉，需要保护的不仅
仅是建筑，还有经数百年文化积淀形成的一种生
活状态。现在我们对历史街区的改造方式就是
把原住民迁走，然后拆真建假，搞商业开发，全国
都是这样，在很多城市都看到改造后的历史文化
街区不仅拆真建假，还完全变成商业业态，或者
将原本自然的生活场景变成了表演式的商业展
示，而这种历史文脉一旦被割断是无法恢复的。

另一方面，在这种改造之前有没有做过市场
调研？北京前门大街东侧的台湾一条街，将原来
多层次多侧面的商住一体的历史风貌破坏后，并
未达到预期效果，媒体报道很多商家在赔本经
营。不可移动文物台湾会馆墙上的标牌上写着
原有 540 平方米，“扩建后的台湾会馆为地上地
下两层，总面积达 3880 平方米”，明显改变了文
物原状。说到底，我们在进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的时候，需要坚持依法保护，慎言改造和开发。

政府出资对历史文化名城老建筑进行修缮，
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必须加强监管，否则就会失
控。很多老建筑（包括具有文物身份的）都在这
种修缮中丢失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变成假古董。
我见过东城区的一处挂牌保护院落，建筑艺术价
值很高。修缮后，拆了原有门楼，用新砖砌筑。
居民让我看门楼的山墙，连梁都没有；原有的戗
檐砖雕没了，换上十分粗劣的用统一模具扣出来
的替代品。胡同里的青砖老墙斑驳的本是历史
的印痕，却非得用水泥糊上以后打格，还要在青
砖上刷涂料。含胶性的涂料对砖有腐蚀，也不符
合可逆性原则，并且过段时间，墙皮就会有部分
剥落，因此文物保护工程不允许在清水砖上使用
含胶性涂料。修缮性的破坏现在也是一个问题。

我有个朋友去过欧洲，跟我说起有一栋具有
文物身份的老楼，已很残破，但并没有拆除重建，
而是采取加固的方式予以保护。加固所用的支
架都露出来，窗户台上有一小堆一小堆粉末状的
圆锥体，因为墙砖风化掉面了，就连圆锥体的粉
末都用特殊的方式凝固在原位了。这是对于文
物的真实性、完整性的一种尊重。文物不可再
生、不可复制，一旦拆毁就永远消失了。使用新
砖新瓦甚至在异地复建出来的，只能是假古董。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须谨防修缮性破坏

近日，在无锡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表示，

“假古董”式的街区改造和巨大的旅游压力
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突出问
题。本期特邀知名民间文物保护人士曾一
智从她个人的文保经历谈“假古董”式街区
改造在中国的现状。

曾一智 著名民间文物保护人士，中国文物学
会会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

【受访人】

●韦红，公主坟地铁歌手
我来北京十年了，在公主坟

地铁地下通道里唱歌已有 7 年，
几乎每个下午都来。旭日阳刚
也曾在这里唱。这300米过道里
曾有五拨人在唱，每个人的时段
都不同，现在这里只剩下我了。
说实话，唱的不好的人还不敢在
这里唱。我对公主坟的感觉是，
恋恋不舍吧，我对它有了感情。
我去过很多城市，上海、广州，最
后觉得我还是喜欢北京。这个

通道太长，而且小店和人都多，
把声音都吸进去了，唱歌的效果
不太好。最适合唱歌的通道其
实是西单地下通道，比较短，通
透。我在这里唱歌很自在，城管
也不来管我。我在这里也认识
了一些朋友，尽管我知道，路过
的人，看我起码有30种不同的表
情。5 月 10 号，通道的出口就要
封了。前天旭日阳刚还来了，心
里都挺舍不得这里，我们一起
唱，围了一些人看。

恋恋不舍的公主坟地下通道

■

说
新

公主坟环岛最早建于日伪时期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飞

■

谈
故

●冯其利，北京史地民俗学家
公主坟埋了两位公主，一位

是嘉庆三女庄敬和硕公主，另一
位是嘉庆四女庄静固伦公主。这
两位同父异母的亲姐儿俩去世
时，一个31岁，一个28岁。

东公主坟和西公主坟是并列
的，中间隔着50米，就是现在的公
主坟环岛。日伪时期在西郊建设

“新北京”，公主坟正好在主路
上。固伦公主的后人在东北做过
骑兵司令，据说，他通过北京蒙藏
学校的校长敖景文给日本建设总
署送了八千块大洋，日伪政府就
决定把这里作为文物古迹保护起
来，并且修成了环岛。现在公主
坟环岛南侧，和硕公主的阳宅旁
边还有一些古白皮松和古槐。

■

记
者
手
记

“我觉得公主坟是属于我童
年的一个天堂。”80 后的摄影记
者说。姥姥家就在公主坟一带，
所以他对童年暑假的回忆，大多
和公主坟有关。上世纪 80 年代
末，三环路还没有贯通，西三环
的高架桥还没立起，公主坟南北
来往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走着
就过来了，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公
主坟环岛公园”，古树清风中有
跳床、有音乐喷泉、有大大的棉
花糖……

80 年代在公主坟度过童年
的北京小孩，和一个从北京西站

进入公主坟的北漂，在记忆里有
多少重逢的可能？张五毛写过
一本小说《公主坟》，描写的是北
漂的生活和情感状态。为什么
起了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两个
词组合在一起，有种冷艳的感
觉。如果说国贸是北京成功人
士聚集区的话，那么公主坟就是
多数北漂青年的聚集区，这里是
去往北京南部郊外和西部郊外
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的建筑、
人群似乎更能体现北漂人群的
生存状态。小店林立，交通复杂
——吵闹而焦虑的一个地方。”

当两种记忆在公主坟相逢

公主坟环岛西北侧新兴宾馆门
口的和硕公主雕像，她也是“公主坟”
的两个墓主之一，但陵园的遗迹已经
所存无几（左图）。

建于1992年的城乡贸易中心当
年是北京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新型
百货商场，名字中却似乎透露了公主
坟一带曾经作为城乡接合部的历史
地理信息（右上）。

公主坟环岛西南侧的海军大
院。包括它在内的这些神秘而庄严
的部队大院间隔了公主坟一带的繁
杂（右下）。

公主坟一带有许多这样的路边小店，叫卖吆喝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