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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林故居、福康安宅院都與
載濤貝勒大有淵源

尋訪從東四博物館開始，賈英華坦言通過腳

下所在這個古色古香的院落，可以直觀感受到四

合院的形制，也可以瞭解北京作為首都的歷史由

來。他說從元代建都之初，北京對街巷規劃得非

常嚴謹，“我們今天走的時候，依然能感受到元

代古都的規制，東西向全是胡同，南北向全是街

，按 1.5米一步算的話，街基本有 24步，胡同則

是6步，大體上在7米到9米3。”

博物館的南房正在辦攝影展，孫永紅指著牆

上的老照片說，很多年代久遠的照片都是從社區

居民手中收集來的。穿過時光隧道一樣的展廊，

西牆上擺放的六件古器十分吸引人，鄭毅說那是

2018年大掃除時他在福康安府發現的文物，“當

時正往外運東西，我直覺這是個老物件，就把它

拉到街道辦事處。第二天專家過來一看說這是廚

房門上邊的裝飾，金絲楠木的，而這個帶花雕，

說明王府的等級比較高，”他又一指角落裡，

“那次發現也讓大夥意識到文物保護就在身邊，

後來居民們陸續搜集到不少帶字的舊磚、水缸等

老物件，放在這裡對研究老城區的歷史也起了重

要作用。”

從博物館出來直奔東四頭條，快走到胡同盡

頭處，不顯山不露水的一個宅院映入眼簾，小門

小院，透出一種“繁花落盡小院幽”的寧靜。賈

英華在門前站定，指著牆上的“侯寶林故居”五

個字介紹說是由著名漫畫家方成題寫的。有會友

好奇地問：“剛才您說線路時留了一個懸念，大

家都好奇侯寶林的爸爸是誰。”賈英華笑言，這

個疑問最初是他去參加溥傑追悼會時產生的，

“當時我看到侯耀文也來參加，而且弔唁時居然

走在了前頭，就挺納悶，心想他跟皇族是什麼關

係？”後來這個謎被載濤的最後一任妻子王乃文

解開。

賈英華講起事情原委：想必大家都不知道王

乃文是誰，原來西單商場門口有兩座人物雕像，

拉弦的男士，原型是中央廣播說唱團的第一任團

長白鳳鳴；唱大鼓的女士，原型就是王乃文。王

乃文跟侯寶林以前都在西單曲藝社。大家都知道

侯寶林小時候是孤兒，後來被收養,那侯寶林的爸

爸是誰？王乃文跟我說，有一次全國政協開會，

侯寶林和溥儀的七叔載濤走在一起，下臺階時，

侯寶林趕緊過去攙扶，說您慢著點兒，一直攙下

臺階。載濤說，侯老闆您太客氣了。侯寶林說，

我對您好是應該的，我是從小吃您的飯長大的。

載濤一聽這話還以為是在開玩笑，就問此話怎講

？侯寶林說您家是不是有一個姓侯的廚子，叫老

侯，那是我爸爸。載濤聽了大吃一驚，敢情禦膳

房出了名的老侯是侯寶林的爸爸。開完會侯寶林

跟載濤道別說，這回您知道了吧，我爸爸就是老

侯，我是小侯。載濤也是非常幽默的一個人，他

說，你爸爸老猴，你小猴，我是唱猴戲的，咱們

一窩猴。

據說載濤那天回到家，一進門難得地哈哈大

笑說，乃文你猜我今兒見著了誰？我見著侯寶林

了。王乃文說見著侯寶林有什麼新鮮的，在西單

曲藝社我資格不比他差。可當載濤說出老侯是誰

，王乃文也大吃一驚。溥傑也感到吃驚,他說：

“老侯每次做好飯還給端上來，是很和善的一個

人，鬧了半天是侯寶林的爸爸。”後來再開會時

，侯寶林又見到載濤,說我得改口叫您“老飯東”

了。載濤說我也別叫小侯了，叫你“一戶侯”。

站在侯寶林故居前，回憶王乃文親口講的一

段故事，賈英華頗為感慨，“侯寶林經歷過舊社

會的苦，後來進戲班學京劇，最後倒倉改學的相

聲，新中國成立後成為藝術家。咱們大夥都聽過

侯寶林的相聲，他的學，京平梆子，惟妙惟肖。

我的看法是，說相聲得先說你會不會柳活兒，柳

活兒指的就是唱功。侯寶林非常刻苦，他不單柳

活兒好，還研究語言藝術，最後被北京大學聘為

客座教授，也印證了他對藝術的鑽研。”

東四二條是一條很窄的胡同，走不遠就到了

朱門大宅的福康安府邸。賈英華直言，一說福康

安，大家議論最多的就是他的特殊身世，但實際

上如果瞭解福康安的幾個貢獻，則會引發大家對

歷史的深思。福康安自幼熟讀兵法，文武全才，

他參與平定大小金川之亂，乾隆給他重獎，23歲

就已成為正一品的御前大臣，做到禁衛軍首領的

第一把交椅，清廷平定三藩打了八年之久，在乾

隆時期福康安曾建立了卓越功勳，這是他的第一

大功績。第二大功績是平定了臺灣的叛亂，當時

乾隆命福康安率軍渡船過去，經過艱苦戰鬥，平

定了臺灣叛亂。第三大功績是平定西藏叛亂，解

決了困擾清廷百年來的一個難題。他最大的功績

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為避免發生更多的叛亂，他

後來搞出一套關於西藏治理的章程，為後世留

下重要線索和啟迪。

福康安宅邸現在已成為民宅，從構造來看

依舊非常高妙。民國 30年代，這裡住著一位飽

讀詩書的進士，後來卻成了大漢奸。“日偽時

期，王揖唐成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的一把手，

日本人想借他之手來控制整個華北地區。一天

，一輛車從這裡開出去，直奔了載濤居住的西

揚威胡同。很多軍警憲特隨行，整條街都戒嚴

了，王揖唐從車上下來，進載濤屋裡坐了很久

。”賈英華說。

後來才知道，當時北京缺一任市長。雖然

清朝滅亡了，但皇權在老百姓當中還有很大影

響，日本人派王揖唐說服皇叔載濤出山擔任北

京市長。王揖唐跟載濤說，您天天騎個自行車

也不是事兒，我給您換個臥車好不好？心知肚

明的載濤說，我騎我的自行車，坐臥車我這身

子骨受不了。最後送王揖唐出門時，載濤站在

門檻裡沖王揖唐鞠了三個躬。送客回來王乃文

問載濤，多大的貴客，也沒見您給鞠三個躬的

！載濤說我什麼意思，以後你就知道了。日本

投降後，1948年王揖唐以漢奸罪被處以死刑。

載濤跟王乃文解恨地說，知道我那時候為什麼

給他鞠三個躬了吧？他是替我死的。從載濤的

獨特舉動，可以看出他對漢奸頭子的仇恨和鄙

視。

同一個宅子，不同歷史時空中發生的事，

如今聽來，讓人特別感慨。

清朝最美格格王敏彤直到去世
還是待字閨中的王大姑娘

一路走到松筠舊居前，“松筠是蒙古族人

，第一任伊犁將軍，是一位民族英雄”，賈英

華講道，“滿族借助蒙古騎兵馬上奪得天下後

，作為一種統治戰略，成立了管理少數民族事

務的理藩院，從松筠將軍身上可以看到滿族統

治的國策。更有意思的是，松筠將軍五代之後

家族發生了變化，不再從政從軍，他的玄孫言

菊朋創立了京劇著名的言派。言菊朋的女兒言

慧珠也是京劇的一杆旗，她民國時的照片非常

漂亮，可惜最後悲慘而死。松筠將軍家族最大

的貢獻，是收集了晚清到民國的曲目曲本一千

六百多種、四千多曲，使中國傳統的戲劇文化

得以傳承推廣。”

在幽深的胡同裡轉，想要找到舊宅門的準

確位置並非易事，好在鄭毅、孫永紅對地形熟

悉，帶領大家縱著、橫著穿小胡同，使人有種

解迷宮的欣喜。

賈英華指著東四三條當街陽光下的一截牆

說：“牆上這個泰山石敢當相當於一處界碑，

胡同發生了很多變化，唯獨這塊界碑沒變。從

泰山石敢當這一直到那棵槐樹，清朝最美格格

王敏彤她們家就住在這兒。我從小就認識王敏

彤，我們都叫她王大姑娘。她的母親是乾隆後

人，父親是金代皇帝後人，王大姑娘和很多女

眷，包括她姥姥、媽媽也在這裡住，一直住到

2003年。”

在賈英華的記憶裡，王敏彤不僅性格溫婉

，而且從小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樣樣在行，

“王大姑娘搬來這住，跟冬皇孟小冬就隔著一

個院，那邊喊吃飯，這邊都能聽見。她唱戲也

非常好，還得到了孟小冬、梅蘭芳的讚賞。我

小時候老能看見，她每天很早起來，在老文化

部門前舞劍。她的劍舞得非常漂亮，我那時還

是十來歲的孩子，就覺得天下竟有如此的美人

。”

清朝最美格格，卻一生命途多舛，直到死

去還是待字閨中的王大姑娘。賈英華後來採訪

了很多皇族後人，包括婉容的弟弟和溥儀的三

妹等，掌握了很多皇族人物的一手資料。在賈

英華看來，網上很多關於王敏彤的說法大都是

以訛傳訛，“清朝最美格格為什麼終生未嫁？

究其本源來說，是她一生追求皇上溥儀而始終

未能得到。”

王大姑娘癡戀溥儀，自始至終卻沒有緣分

，“溥傑跟我說過，偽滿時期溥儀選妃時王敏

彤去過長春，看相的人覺得她五官漂亮，唯獨

下巴短了一點，就沒選成。後來有人撮合她嫁

給溥傑，但相人說的話溥傑都知道，當然也不

同意。1959年，溥儀特赦回京，王大姑娘聽到

消息，欣喜若狂地拜託潤麒請溥儀來吃飯，就

在這院裡。潤麒知曉禦膳房的訣竅，菜炒得好

，還拿出最好的酒，溥儀吃得非常高興。沒想

到一提王大姑娘的事，溥儀變了臉。王大姑娘

還不死心，去醫院開了一張處女證明托人轉給溥

儀。溥儀最後跟潤麒說，我這皇上剛改造完放出

來，找一對像是乾隆後人，這事絕對不行。1964

年溥儀確診癌症，王大姑娘知道了天天去醫院拿

牌，因為當時只能拿牌進一個家屬探望，結果溥

儀最後一任妻子李淑賢到醫院幾次進不去，想辦

法進去一看，王敏彤在呢，兩人吵起來。這樣的

事發生不止一次，弄得溥儀很氣惱，有一次很不

客氣地對王敏彤吼：你給我滾出去！”

2003年王敏彤搬到養老院，沒多久，“大年

三十吃餃子，一高興噎著了，不幸去世。”賈英

華老覺得特別遺憾，“王大姑娘臨去世前給我發

了一封長信，希望能見到我，可是當時婉容的弟

弟潤麒擔心我陷入她的家族紛亂，勸我一定不要

去，沒想到竟成了訣別。”

車郡王府天花板的五爪團龍至
今鮮有人知

順著胡同往東走，就到了車郡王府，單從建

築遺存便可見這裡保存得比較完整，從門口蹲著

的石鼓仍然可辨舊日王府的綿長氣韻。在賈英華

看來，車郡王府對於文化的功績是不可想像的，

“大家都知道《紅樓夢》有多種版本，鮮為人知

的是，最初的蒙文版本《紅樓夢》就是車郡王府

收藏的，由載濤所藏，最後捐獻給了國家。如果

沒有蒙版《紅樓夢》，學界將缺少非常重要的一

種版本，這是對文化搶救的一個重大貢獻。”

鄭毅告訴大家在車郡王府舊址裡還藏著“寶

貝”。“寶貝”是真寶貝——正房天花板平棋上

畫有30多個五爪龍，而且每一格平棋裡的龍都一

模一樣！現在由住戶李大爺一家維護著，是他們

家在一次打掃衛生拆掉頂棚糊紙時發現的，保存

狀態很好。

能親眼見到五爪龍的不俗氣勢，大家都覺得

幸運。五爪龍難得一見，不知道車郡王府裡為什

麼有五爪龍？賈英華推測，“在北京來說，五爪

龍都在故宮所見，能在王府裡頭見到，到現在為

止我不敢說是唯一，但我所目及的還沒有過，確

實非常珍貴。我剛才仔細看了，它的顏色不像金

色，卻特別豔麗，而且彩畫非常清楚細緻，我推

測這個五爪龍是御賜的。”

李大爺家在車郡王府住了46年，他告訴大家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裡是對外文化委員會，

“這間正房就是當時的會議室，周恩來總理曾經

在這間屋裡接見範文同，研究簽署《中越友好條

約》”。

胡同套胡同地穿到了鐵營南巷，在一個垂滿

絲瓜花葉的小院門口停下，賈英華指著斜對面的

校園頗為動情地說：“我們站的地方就是民國總

統徐世昌的故居弢園。弢園，原指弓袋，隱居之

意。斜對面原來是 128中，我就是在 128中上的

學。上學的時候就知道我們學校是弢園的後花園

，以前有特別大、特別厚的一個大紅門，正門對

面有個一字大影壁。”

賈英華認為，徐世昌是一個八面玲瓏、十分

開明的人物，“徐世昌做的兩件事讓人佩服，首

先是袁世凱稱帝時，他巧妙地退隱了。後來日本

人讓他出山，他仍然予以拒絕。在袁世凱稱帝的

大是大非面前，在民族大義面前，徐世昌的態度

非常明確，值得佩服。”徐世昌的重侄孫女婿郝

洪樂補充介紹道，徐世昌的故居大約有四五畝，

從 1909年一直到 1922年下野，他在弢園住了 13

年。徐世昌去天津後由弟弟徐世光留守北京。弢

園是個大跨院，中間有過街樓連接。1882年徐世

昌進京考進士時，在南城拜了呂祖廟，哥倆都考

上了。他後來在東院建了呂祖廟，很私密，外人

一般進不來。後來徐世昌不想給袁世凱當差，在

後花園蓋了風月館，意思是只談風月，平時自己

在這裡看看書寫寫字。

100多年了，弢園變成了眼前的小雜院，面

目皆非，住戶寥寥。賈英華說他小時候見到一塊

練字石，賣家告訴他是徐世昌院裡聽松樓下的練

字石，他當時想民國總統也拿水蘸著在石頭上寫

字呀，“當時我特想買，我媽說十塊錢夠咱家吃

一陣子的了！直到現在都覺得特別遺憾。”越往

深處走，越雜亂，在一處搭著鐵皮樓梯的小二樓

前停下，郝洪樂說這裡就是原來弢園的西院，

“這個樓就是徐世昌的書樓，叫書髓樓，因為收

藏有蘇東坡的石書髓而得名。”

由第一站侯寶林故居引出載濤，到最後一站

崇禮故居亦終止於載濤，故事有始有終，結束時

，賈英華感慨道：“這次應‘青睞’之邀講述自

己所知道的一些歷史人物，我覺得對保護東四地

區的古跡、文物有助益，更重要的是，也增強了

大家熱愛北京、熱愛祖國的愛國之心，同時對推

進祖國統一大業來說，這次活動也有現實意義。

”掌聲響起，大家都感到意猶未盡。胡同還在，

便覺得時間在這裡有了重量。

胡同猶在 時間在這裡有了重量

眾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數不勝數、積澱悠遠的文化遺跡。為幫助居京或來
京的朋友更切實、更深入、更系統地瞭解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內涵，本報
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線。我們將以實地尋訪的方式，帶領讀者用腳步丈
量這座古老又嶄新的城市，去閱讀、品味、感受並觸摸它的肌理。我們期待，
這樣一條線一條線地交織起來，將呈現出一幅既有溫度又有時代感的京城文化
地圖。

東四位於古都內城皇城的東部，至今還能在眾多胡同裡看到不少齊整的四合
院。10月23日，初冬午後，陽光照得人暖洋洋的。下午兩點，“青睞”會員在
東四胡同博物館準時集合，開啟了探訪東四的人文之旅。很多鮮為人知的歷史
故事被著名晚清學者、百家講壇主講人賈英華娓娓道來，大家邊走邊聽，與眼
前的景物交織呼應，像是觸摸到了老北京時光深處的密碼。

82歲的原鐘鼓樓文保所老所長鄭毅、民協副會長孫永紅及徐世昌的重侄孫
女婿郝洪樂等人專程趕來，他們都生活和工作在這裡，對東四懷有很深的感情
。幾位老街坊從頭跟到尾，熱情地向大家介紹大宅門裡真切的老物件，十分令
人感動。這個午後，聽著那些耳濡目染的皇城故事，觸摸它們晚清民國時的歲
月紋樣，看著房檐上曬太陽的花貓，以及在院裡曬被子的大爺大媽，心頭平添
了幾許大氣慈祥的溫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