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文化：北京胡同之最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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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6_B9_E6_96_87_E5_c34_43473.htm 最长的胡同---东交民巷

，全长3公里 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仅长2523米 最宽的胡

同---灵境胡同，最宽处3218米 最短的胡同---小喇叭口胡同，

北口不足06米 拐弯最多的胡同---九湾胡同 最古老的胡同---元

朝就有的砖塔胡同 仅存的过街楼---儒福里的观音院过街楼 北

京城的胡同虽说大多数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走向的，但

也有斜街。 北京最长的一条斜街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

成门内大街的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由此接下去继续往南至

复兴门内大街，佟麟阁路再以此往南接到宣武门西大街。一

条原本是北京城西部重要水道的街连起了北京最长的一条斜

街。 最长的胡同要数东、西交民巷了。这条胡同与长安街平

行，在长安街南面，东西走向，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北

新华街。它仅比从东单到西单实际长八里的长安街短一点五

里。 与最长、最宽相反的就该是最短、最窄的街巷胡同了。

在琉璃厂东街东口的东南，桐梓胡同东口至樱桃胡同北口一

段，原来叫一尺大街，不过才十来米长，东西走向。现今已

并入到杨梅竹斜街。 历代胡同知多少 北京城到底有多少条胡

同呢？是不是像“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北京的胡同形

成于元朝，明、清以后又不断发展，元朝北京有：“三百八

十四火巷，二十九通。”也就是说共有街巷胡同四百一十三

条，其中有二十九条直接称胡同，而那三百八十四条火巷，

其实也是广义上的胡同。 从明北京城复原图上数，明朝北京

共有街巷胡同约六百二十九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三



百五十七条，并有三十多条胡同历经清朝、民国时期一直不

走样地叫到现今。 而明朝人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

一书中记载，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一千一百七十条，其

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四百五十九条。 清朝北京的胡同比明

朝又有所发展。一数清朝朱一新老先生所写的《京师坊巷志

稿》一书中所列的当时北京街巷胡同名才知道，清朝时大约

已有街巷胡同二千零七十六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九

百七十八条之多。 到了解放前的1944年，北京有多少胡同呢

？根据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所记，当时

北京共有三千二百条胡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