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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C_E6_B8_B8_c34_635318.htm 第十八节 德内大街德胜门至

平安大街 德内大街北自德胜门，南至地安门西大街，全

长1686米。清代时称德胜门大街，1949年后定名为德胜门内

大街。 这条道路上的旅游设施和重要的街道有：德胜门、西

海、后海、羊房胡同、大石虎胡同、三不老胡同、刘海胡同

、延年胡同等。 德胜门 明、清北京内城九门之一。明洪武元

年(1368)大将徐达率军攻破大都，洪武四年(1371)将大都城南

移约2.5千米，在今德胜门东、西大街，安定门东、西大街一

线另筑新墙，在与原健德门相对应的位置建德胜门。明正统

四年(1439)年，修筑了城楼、箭楼及瓮城。明正统十四

年(1439)于谦在德胜门外重创瓦剌(蒙古)军队，保卫了北京城

。明崇祯三年(1630)袁崇焕率兵在德胜门打败皇太极。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慈禧太后出德胜门西逃。清康熙十

八年(1679)因地震毁坏重建。1921年城楼被拆除。1970年修建

环城地铁时拆除附近城墙，辟为北二环路，北侧的箭楼得以

保留，现为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 “德胜门”现在泛指德

胜门箭楼、德胜门桥附近及德胜门东、西大街，德胜门内外

大街一带。 西海又称“积水潭”，是什刹海的一部分。元世

祖忽必烈建造大都后，为了解决京城粮食供应，疏通南北大

运河，把这里作为漕运的终点码头。郭守敬主持把玉泉山等

处的水引进大都城，南来北往的各种船只都停在这里。明成

祖迁都北京后，不准船只进城，把护城河当作码头，积水潭

遂废弃。明朝时将积水潭分成东、西两部分，西边因有净业



寺，所以人们就把西边的水面叫“净业湖”。又因为这两部

分水面上都有荷花，人们就把这一大片地方叫“莲花池”。

清朝初期这里被分为三部分，德胜桥的西边是积水潭，东南

边是什刹海，再往东南是莲花池，后来全称“什刹海”。 后

海指包括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域的什刹海。为了与北海

、中海、南海前三海区别，被称作后三海。后海东起地安门

外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南起平安大街，北至北二环路，

总面积146公顷，其中水域面积34公顷，是北京城内元大都时

期的古老水域。后海是13世纪元大都粮食漕运的终点，现在

成为北京久负盛名的消夏、游玩场所。2005年，由西城区政

府组织的对什刹海风景区旅游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工程进行

完毕，52块各具特色的街巷、胡同、景点介绍说明牌竖立在

什刹海的街头巷尾。2005年10月，什刹海地区入选《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评选的中国最美的五大城区之一。 羊房胡同 11

号的厉家菜是京城有名的宫廷菜。饭店老板的祖父曾是同治

光绪时的内务府大臣，官衔是二品，负责当时皇家饮食的安

全。厉家菜也是其祖父爱吃的家常菜，后经厉家几代人不断

研究改进，形成今天的厉家菜。厉家菜于1985年开始经营

，1984年建国35周年时，北京举行家宴烹饪比赛，厉家获得

了冠军，后来厉家人就开了这家小餐厅，当时每晚只做一桌

饭。到1993年变成每晚两桌，后来逐渐增加，但每晚接待客

人的总数受到控制，且需提前预订。许多国家政要及外国使

团都曾来此用餐。 大石虎胡同 甲1号为雍正元年(1723)至六

年(1728)正黄旗满、蒙、汉军都统衙门.乾隆至清末，为正黄

旗蒙古都统衙门，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八旗都统衙门

遗址。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正式创立的。初建时，仅有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

，后来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努尔

哈赤创立的是满洲八旗，到皇太极时又创立了蒙古八旗和汉

军八旗，其编制与满族八旗相同。满、蒙、汉八旗共二十四

旗，构成了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每旗的首领称“都统”，

设正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都统’’的满语称谓为“固

山额真”，顺治十七年(1660)定汉名为“都统”。 八旗都统

都是一、二品的大员，位高权重。每一个旗的都统是该旗的

总负责人，不仅管辖北京的旗兵，也管辖在各地驻防的本旗

的旗兵。清军进入北京以后，北京成为八旗的大兵营，八旗

制度还沿袭着“家族’’式的旧制，一直没有设立办公衙门

，都统们都在家里办公。1723年开始建立都统衙门时，满、

蒙、汉三旗一起办公，后来有多次的分合迁移。光绪中期至

宣统年间，内城在不同时期做过都统衙门地点的共有30处。 

三不老胡同相传这里曾是明朝太监郑和在北京的居所。明代

称“三保老爹胡同”，“老爹”是当时对太监的尊称。清代

以后，胡同名的发音逐渐转音为“三不老”胡同。郑和本姓

马，名三保，回族人，于明初人宫，永乐二年(1404)被赐姓 

“郑”。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28年间他曾奉

命先后7次率船队出使西洋，历经亚非30余国，促进了中国与

各国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流，这是我国在远程航

海史上的创举。2005年7月1 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

。2005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7月11日被确立为“航海日”

。 刘海胡同原名刘汉胡同，1931年秋，淑妃文绣与末代皇帝

溥仪离婚后，就住在这条胡同里。文绣是蒙古族人，清顺治

元年(1644)，家族跟随多尔衮入关。文绣的祖父锡珍官至吏部



尚书，父亲端恭是锡珍长子，曾在内务府做官。文绣于宣统

元年(1909)生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老宅，端恭死后不久，文绣

随母亲蒋氏搬到崇文门外花市附近居住。1922年，13岁的文

绣进宫，成为16岁的溥仪的淑妃。1924年，冯玉祥派兵将溥

仪逐出皇宫，文绣于1925年随溥仪到天津居住，1931年同溥

仪离婚，1947年同李宗仁部下的一名军官结婚，住在地安门

外白米斜街.1951年，搬到西城区辟才胡同西口.1953年去世，

终年43岁，一生未有子女。 延年胡同原名“馓子胡同”，胡

同南侧是庆王府的北墙。延年胡同3号原是清代大太监李莲英

的一处住所。 李莲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同治三

年(1864)调到长春宫服伺慈禧。光绪二十年(1894)，被赏戴二

品顶戴花翎，雍正皇帝规定太监品级以四品为限，因此这种

荣誉是清朝宫中太监从未有过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

死后，李莲英离开皇宫，宣统三年(1911)64岁时死去。清廷在

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为他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墓址现为一所

学校，仅留下一块小墓碑。1966年，坟墓被打开，发现了许

多珍贵的陪葬品。 恩济庄在海淀区西八里庄以西的阜石路。

雍正皇帝为解决太监死后的葬地，命人修建了这片太监坟，

并赐名恩济庄，这里所埋太监有27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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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