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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风物】 

文津街与文津街七号 

孟 化 

文津街位于北京有名的朝阜大街上。朝阜大街最初成街于元代。当时的大都

城内街道和胡同都是横平竖直的棋盘形，每座城门内对应一条大街。那时的东南

城门齐化门内大街是今天的朝内大街，西城门平则门内大街是今天的阜内大街。

元明清时期，这条大街中部并不相通。到了民国时期，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历

经多次扩建，朝阜大街中部被打通，形成今天的规模。从朝阳门往西，依次为朝

内大街、美术馆前街（五四大街）、景山前街、文津街、西安门大街；在西四南

大街相交形成丁字路口；往北至西四的十字路口，再往西与阜成门内大街相连。

这条大街横穿皇城和一些皇家御苑，沿途有众多文物古迹：如东岳庙、朝阳门、

孚王府、中国美术馆、北大红楼、东皇城根遗址、和嘉公主府、北池子北口路东

宣仁庙、景山、故宫、大高玄殿、北海及团城、中南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西

什库教堂、西皇城根遗址、礼王府、西四砖塔及砖塔胡同、广济寺、历代帝王庙、

白塔寺等等。 

 地图上的文津街 

其中，文津街因其长度短、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的特点，被人津津乐道。著名

作家老舍先生就曾经在《骆驼祥子》里面借主人公之口，这样描述道，“请看：

这儿什么都有，有御河、有故宫的角楼、有景山、有北海、有白塔、有金鳌玉蝀

http://app.travel.ifeng.com/scenery_detail-9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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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有团城、有红墙、有图书馆、有大号的石狮子，多美，多漂亮。”更有报刊

报道称，老舍先生曾说文津街是北京最美丽的大街。 

文津街在清朝称为西安门大街东段，1911 年后改称西安门内大街。1931 年，

改称文津街。文津街呈东西走向，起初东起北海金鳌玉栋大桥，西至北京图书馆

西墙外。解放后西延至府右街口。 

文津街因为很短，且位处中南海附近，周边除了不挂牌的政治军事机关单位

外，从西到东，分布着北海公园、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西城区文津街甲 13 号(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五医院）等寥寥几个单位。几百米的道路上，绿树成荫，掩

映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幽静而雅致。 

文津街七号位于文津街北中部，此地元代为道观“兴圣宫”，明代为皇家道

观“玉熙宫”，清代为皇家的“御马圈”。《京师坊巷志稿》中有记载：“西安

门大街，迤东为金鳌玉蝀桥，南为西苑福华门，北为阳泽门，门内傍北海，地名

小马圈。”同书“小马圈条”云：“玉熙宫在西安里门街北，金鳌玉蝀桥之西。

今改为内厩，豢养御马。”原按：“今小马圈即明玉熙宫遗址。”民国时期，一

度为兵家所占，为军事操场。后被征用，在此建成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现为国

家图书馆古籍馆，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牌号民国时期曾为文津街一号，

解放后改为文津街七号。 

文津街街名与位于文津街七号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有

着直接的关系。 

1925 年 10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1与教育部决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

（后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选定北海公园西南墙外御马圈空地约 40 亩与养

蜂夹道以西的公府操场约 30 亩为建筑馆舍用地。几经周折，图书馆合组事件终

于完成。1928 年筹建现图书馆馆舍时，馆前街道并没有名字。由于国立北平图

书馆收藏的《四库全书》来源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故取“文津”二字，

命名为“文津街”。 

                                                                 
11924 年 9 月由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的专门经营管理美国 1909 年退还的庚子赔款的机构，其所掌管的

赔款主要用于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 

http://www.yododo.com/area/1-01-02
http://www.yododo.com/area/1-01-23-37-01
http://www.yododo.com/area/1-01-23-37-01
http://www.yododo.com/area/1-01-23-37-01
http://www.yododo.com/area/1-01-0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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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津街七号大门 

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的设计采用国际竞标的方式，最终选用了丹麦人莫律兰

的方案。1931 年 6 月，文津楼落成，采用中国宫殿式，仿文渊阁外形，呈工字

形。全部房顶为绿色玻璃瓦，门窗及内部油饰采用中国式。主楼两层重檐琉璃瓦，

左右两翼有东西向重檐庑殿。 

后经中华民国政府批准，圆明园旧存的一些文物移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

院内，如文津楼前的雕花望柱、长春园东大门石狮各一对，小石像、铜仙鹤各一

对，乾隆御笔石碑以及文源阁四库全书石碑等文物，与建筑相得益彰。 

文津楼室内按照现代图

书馆的需要设计。从正门而入

是通室，两旁是寄存衣物室，

通室后面左为图书陈列室，右

为杂志阅览室，两室之南是走

廊，左为馆长办公室右为会议

室，两头则为善本阅览室、四

库阅览室。下层前部为新闻阅  文津楼二楼大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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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室、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

储藏室和新闻、杂志、地图、

美术等书库，以及电话总机

室、庶务室、会计室、采访科

办公室等。第二层有可容二百

人的大阅览室，其后为书库四

层。 
 文津楼内部结构 

据史料记载，1931 年 7 月 1 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是当时国内

乃至东亚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当时包括各国驻华公使及国内外学术机关

代表在内的 2000 余名中外人士参加了开馆仪式。蔡元培先生时任馆长，他专程

从上海赶到北平主持开馆典礼。实乃文化界一大盛事和幸事啊！ 

遥想民国时期文津街以及文津街七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盛况，

真真是让人非常地向往羡慕！虽然时光荏苒，不胜追忆，好在我们还有这样一套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老照片”可以供我们在手头品味回忆，穿越时空，去感受

那一份历史的积淀和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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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介绍】 

1.北平图书馆文件夹 尺寸 31×21cm，4 个一套 

 

2.北平图书馆馆藏老照片明信片 尺寸 14×10cm，共 16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