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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大运河之畔的张家湾
通州张家湾，当年是大运河水路至京的重要码头，南北货

物云集于此，形成了一个商务集散繁盛之地，沿运河往来的显
贵与商贾皆由此进出北京。曹雪芹家与这个地方有着不解之
缘。曹雪芹随家人从南京迁往北京后曾在这里居住，以后这里
是经常往来的地方。

曹氏抄家后，雍正曾谕旨房屋十七间半（崇文门外蒜市口
胡同）、通州张家湾的六百亩地和一家本银七千两的当铺“留
与度日”。可见，张家湾的这些残余产业，的确也是曹家在抄家
后维持生存的根本之一，是曹雪芹一家入京后度日的依傍。

祁建先生等专家考证，当年张家湾确实曾有一家老当铺，
而且是唯一的一家。当铺是一座四合院，临街的铺面后被拆建
为张家湾派出所和人民银行张家湾营业所。正房七间在 1967
年拆除，改建为张家湾镇第六生产队队址及饲养室，西厢房原
在派出所院内，也已被拆除，唯东厢房三间仅存，古旧破败，早
已废弃不用，可知年代久远。

1992年，曹雪芹墓葬石刻也正是在张家湾出土。这为曹家
曾在张家湾居住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单小石虎胡同右翼宗学
西单的小石虎胡同是西单北大街路东的一条短胡同，全

长 199 米，东西走向，东起横二条，西至西单北大街。这里是
京城里保存较好的明清府邸。明代称石虎胡同（1965 年改称

“小石虎胡同”），时有“常州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赶考居住
学习的地方。到了清代，这条胡同仍不怎么起眼，却也住过不
少达官显贵。清初，皇太极把其十四女固伦恪纯公主下嫁给
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并赐此府为“驸马府”。而吴应熊被杀后，
恪纯公主独守空闱，年 64 岁而卒，故人们又称这里为“公主
府”。此后，康熙朝的大学士马齐、乾隆皇帝的长孙绵德等也
在这里住过。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载：“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
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
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

所谓“翼宗学府”，就是专门教授皇族子弟的官办学堂。雍
正二年（1724），始定左右翼宗学之制：左翼四旗（镶黄、正白、
镶白、正蓝）、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各设宗学一
所，凡宗室子弟内情愿就学读书者，均令入学分习清书、汉书，
并兼学骑射。此后不久，清朝王室便在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建
立了右翼宗学府，旧称“虎门”。

到西山著书之前，曹雪芹曾为了生计，先在内务府做过短
时期的堂主事，即整理文书档案的工作。乾隆十年（1745）前
后，曹雪芹又到西单小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后迁至宣武门里
绒线胡同东口）当了两年管理日常事务的差事，而且当时他就
住在这里。所以，西单的小石虎胡同也是曹雪芹居住过的地方
无疑。

蔚为佳话的是，在右翼宗学辅助教学的这段时间里，曹雪
芹结识他一生中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宗室子弟敦敏和敦诚两兄
弟。敦氏兄弟钦佩曹雪芹渊深的学识，他们建立了亦师亦友的
亲密关系，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曹雪芹的后半生。吴恩裕据

《八旗文经》载果亲王允礼的《宗学记》一书考证，诗中的“虎
门”一词，即是右翼宗学。1964年，周汝昌又考据出“虎门”的地
点是西单北石虎胡同。

西城区平郡王府
曹家被抄之后，曹雪芹一度住在平郡王府里。
平郡王府在现今的西城区新文化街，原来叫石驸马大街，

这里有一座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是我们要找的克勤郡王府，
曹雪芹那时候叫平郡王府。当时的小平郡王福鹏是曹雪芹的
表哥。克勤郡王的后代，习惯把西边的平郡王府称为“西府”，
把东边诺尼的贝勒府称为“东府”。曹雪芹和平郡王福鹏是亲
戚关系，因此，曹家定居北京时曹雪芹就经常在东府和西府之
间串门。因此有红学家认为，这里便是《红楼梦》荣、宁二府的
原型。有人甚至推测说，小平郡王福鹏就是《红楼梦》里北静王
的原型。

平郡王府面积不大，但布局紧凑合理，建筑精致。中轴线
上建有大影壁、府门、银安殿、东西翼楼、后罩楼等建筑。西路
前后还有三进院落。东路则由五个大小院落组成，有茶房、大
小书房、祠堂、花房等，还有护卫、太监、奶妈居住的房屋等。

西郊正白旗39号老屋
在北京植物园内，有一个比较简陋的曹雪芹故居纪念馆，

是以正白旗39号老屋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馆内共五个展室，其
中就有曹雪芹当年居住的地方和写作《红楼梦》的书斋。

传说曹雪芹辞去右翼宗学助教的差使后，曾几次搬家，在
旧刑部街住过，也在崇文门一带很偏僻的地方住过。他的境况
越来越差，连“悲歌燕市，卖画为生”也很艰难，后来连个立足

之地也没有了。乾隆十五年（1750）前后，他不得不离开城里，
全家迁到西郊香山一带边远的地方居住。

有专家考证，曹雪芹先在正白旗的四王府和峒峪村居住，
后来迁移到香山脚下镶黄旗的北上坡。最后定居在白家疃，住
的是斜向西南的四间茅屋，真正过起了“著书黄叶村”的日子。
从37岁左右迁至京西一直到他去世，曹雪芹在这里整整居住
了11年。

曹雪芹蛰居于西山的荒村野外，倾注全部精力埋头写作
《红楼梦》。他的好友敦敏、敦诚兄弟，还有张宜泉、于景廉等人
常常去看望他。四位好友偶尔也会在香山的小酒馆里聚一聚，
边谈边饮，高兴时就联诗起社、挥毫作画。

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下去。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秋前
后，京城地区闹白喉，夺去了幼子的生命。儿子的死对曹雪芹
是个致命的打击。曹雪芹借酒浇愁，不久就病倒了。在穷困艰
难的环境里，他依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坚持写作《红楼
梦》。在这年除夕，曹雪芹终因饮酒过度，一病无医而离开了
人间。

1971年，北京西郊正白旗39号老屋的房主在剥落的墙壁
上发现题壁诗，其中一首与传说中曹雪芹的朋友鄂比赠给曹
雪芹的诗的风格十分相似，而且房屋的历史、结构、布置都符
合当年的实际情况，因此，部分《红楼梦》学者认定，此建筑就
是曹雪芹晚年生活和写作的地方。1984年，老屋改建为“曹雪
芹故居纪念馆”。

事实上，曹家被判罪抄家之后，曹雪芹在京漂流期间，由
于生活窘迫，曾经多方投靠亲友，得到故旧多方周济，这样也
使他在京城多处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红楼梦》里的故事，有不
少是曹雪芹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书中还提到了十余
个老北京的地名，如：鼓楼西大街、苇子坑、水月庵、花枝巷、兴
隆街，等等。 （下）

一座红楼，点亮中国
宁召勇

曹雪芹在北京住过哪些地方
赵腊平

单看五四大街这四个字
就能回望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
历史的起点
源于街上一座红砖建筑的老式楼房
原本一座普通的建筑
因见证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成为我党的思想发祥地
而变得不再普通

一百多年前
这里曾是北大校办、文科教学楼和图书馆的所在地
这里居住了中国最潮的一批有志之士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载体

《新青年》北上落户这里
《每周评论》和《新潮》诞生于此
一排排整齐的桌椅告诉我们
曾经多少渴求知识的身影就坐在这里
学生们散发的传单和旗帜告诉我们
当年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多么地轰轰烈烈
中国，也因他们而觉醒

在这里，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在这里，陈独秀、李大钊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胡适为学生上课

在这里，毛泽东接触了《共产党宣言》

百年后的北大红楼
成了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
它是我党的信仰之源、力量之源、传播之源

信仰之源

从北大红楼到嘉兴南湖红船，
再到瑞金红色政权的建立，
最后到天安门城楼上红色中国的开国大典，
这一切，都源于北大红楼这一革命的起点；

力量之源

北大红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之地，
见证了无数革命先烈
为救国救民慷慨赴死的英雄事迹，
革命先驱李大钊从容不迫地走上绞刑架
镇定地说：

“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
知有主义不知有家，
为主义而死分也，
何函为？”

说完，将头伸进了绞环，
高呼“为主义而牺牲”，
英勇就义。

高君宇
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
29岁，英年早逝，
他生前，
曾在自己的照片上了写了一首言志诗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缪伯英
我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临终时说：

“既以身许党，
应为党的事业牺牲，
奈何因病行将逝世，
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

为了民族解放
多少仁人志士艰难求索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传播之源

建党百年
随着电视剧《觉醒时代》的热播
北大红楼成为年轻人的打卡地
一群同样20多岁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与革命先辈跨越时空“对话”，
这是一种接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百年前，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北大红楼
见证与回望百年前的思潮和历史
更指引我们
从历史情境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观念
真正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上接4月4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