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 年，宋慰祖出生在北京市原
崇文区广渠门大街上的观马胡同 18
号，10岁开始读 《红楼梦》，彼时，他
并不知道，自己平时无数次经过的那个
院落，就是曹雪芹故居；也不知道，自
己平时喜爱的景泰蓝、风筝、料器、雕
漆、金漆镶嵌、绒鸟绢花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绝活儿，跟曹雪芹和《红楼梦》都
大有渊源。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日
后，他十数年为这部文学经典以及传统
文化的传承发展付出努力，直到现在，
依然如此。

2019 年 1 月 23 日，在提交了第 12
件关于复建曹雪芹故居提案后，作为
提案人，宋慰祖应邀出席了“曹雪芹
故居十七间半”复建工程开工仪式，
为故居复建铲下了第一锹土；2022 年
7 月 29 日，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开馆，
看着眼前络绎不绝的观众，回想故居
复建的历程，宋慰祖感慨万千，但肩
上的那份责任感，并没有因此而松懈
下来。因为，“故居纪念馆开馆只是一
个起点，要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曹雪
芹和 《红楼梦》 在北京的遗产点资
源，讲好红学故事，推动国际文化交

流。”在宋慰祖看来，曹雪芹和 《红楼
梦》 不仅有雄厚的专业研究基础，还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故居纪念馆建成
国际文化交往的文学打卡地，围绕文化
中心定位，为中轴线申遗和大运河文化
公园建设作出贡献。

上世纪 90 年代，宋慰祖开始从事工
业设计工作，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发掘优
秀传统文化元素，与时代创新相结合一直
是他关注的重点。此后，宋慰祖还创建了
北京设计学会。2021 年，为保护和传承

《红楼梦》 相关文化遗产，北京市文物局
依托北京设计学会实施了“曹雪芹在京遗
迹标识工程”，用“主题散点串联式文
物”保护传承方式，探索建设一座“城市
上的博物馆”。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一直在路上，没有
终点，宋慰祖的脚步也一直不曾停歇，他
希望能早日看到散珠成串的曹雪芹与《红
楼梦》城市博物馆；他也希望，有越来越
多的人在 《红楼梦》、北京中轴线等深厚
的传统文化宝库里找到创意的落脚点，与
新技术紧密结合，注入时代活力，开拓创
意新领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传承 步履不停
本报记者 谢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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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 29 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崇外大街磁器口东北角的曹雪芹

故居纪念馆正式开馆，为人们了解曹雪芹身世、创作经历提供了新的平

台，同时也为北京中轴线又增加了一座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平台。在北京

市政协常委、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设计学会创始人宋慰祖

的讲述中，曹雪芹《红楼梦》与北京中轴线深厚的渊源徐徐展现出来，也

蕴含着政协委员对文化遗产与城市文化发展的思考和探索。

徐悲鸿与中国画
刘万鸣

漫谈文溯阁《四库全书》
马世年

革命回“家”了
毛时安

北京中轴线上的曹雪芹
宋慰祖（口述） 本报记者 谢颖（采访整理）

■记者手记：

水墨的诗篇

江夏,那些与众不同
柳建伟

一次特殊的探访
陈崎嵘

玉环六章
黄亚洲

▲宋慰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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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多年前，曹雪芹沿大运河随家人来到
北京城。他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写下了不
朽的名著——《红楼梦》。

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这样讲述北京中轴线
——“一根长达 8 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
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
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目前，北京
中轴线申遗已进入关键阶段，中轴线承载着
厚重的历史文脉，它串起的一颗颗历史文化
明珠，形象生动地向人们展示着中华文化的
灿烂辉煌，曹雪芹 《红楼梦》 正是其中之
一。中轴线两旁的诸多地点和建筑，都与曹
雪芹的生活、与他撰写《红楼梦》有关。

1982年，国家第一档案馆研究馆员张书
才 在 清 代 内 务 府 档 案 中 发 现 了 雍 正 七 年
（1729 年） 的 《刑部为知照曹获罪抄没缘由
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上面记载着继任
江南制造隋赫德上奏处理曹頫案的结案报
告，其中有“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
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
命”。经过专家多方考证，并以乾隆《京城全
图》 佐证，广渠门大街 207 号院就是“崇文
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曹雪芹一家孤
寡回到北京后，即居住于此，有学者认为这
里也是他写《红楼梦》的地方。

中轴线附近，西城区新文化街上还有两
处王府，是曹雪芹来到北京后长期光顾的地
方。一是今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克勤郡
王府（平郡王府）。当时任平郡王的福彭是曹
雪芹的表哥，其母曹佳氏是曹雪芹的嫡亲姑
母。曹雪芹在这里读私塾，协助表哥理政，
并经他推荐出任内务府侍卫。二是在克勤郡
王府以东 100 多米的地方还有一座被称为

“旧公府”的王府，是第四代克勤郡王亲兄弟
诺尼贝勒的王府。在历史上克勤郡王府被称
为“西府”，而“旧公府”被称为“东府”。

后来，曹雪芹辞去了内廷侍卫职务，来
到位于今天西城区小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
雍正年间，为培养八旗子弟，分别在八旗中
左翼四旗 （镶黄、正白、镶白、正蓝） 成立
了左翼宗学，右翼四旗 （正黄、正红、镶
红、镶蓝） 成立了右翼宗学。曹雪芹在右翼
宗学工作 7年，结识了好友敦诚、敦敏，他
们写过不少关于曹雪芹的诗，这里也是曹雪
芹开始酝酿撰写《红楼梦》的地方。

在 《红楼梦》 里，有一些章节提到了北
京中轴线上的地名。比如第三十二回：诉肺
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中，“正说
着，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
叫二爷出去会。’宝玉听了，便知是贾雨村来
了，心中好不自在。”这里的“兴隆街”就在
前门大街旁，是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从花
市大街到正阳门外大街，汇聚了颜料会馆、
便宜坊、天兴居、都一处、全聚德、同乐园
等老字号。胡同的对面就是北京古老的商业
街——大栅栏，在那里有瑞蚨祥、步瀛斋、
同仁堂、张一元和大观楼影院。可以说这条
街是京城中，中轴线上最繁华的商业街区。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
三次提到曹雪芹，他指出，曹雪芹如果没对
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
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
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可见，行走于北京中
轴线旁，体验这里人们的生活，为曹雪芹的
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用手中的笔，阐
释京城人的生活百态。

在京城中，曹雪芹上接王公大臣，了
解皇宫和官府的风风雨雨；同时，他也下
连平民艺人，《红楼梦》 中对平民百姓的描
写很精彩。比如他居住的崇文门外“蒜市
口十七间半”，位于南中轴线旁，老崇文区
是北京传统手工艺的集聚之地，可谓“百

工百技”。传说曹雪芹曾著有 《废艺斋集
稿》 一 书 ， 记 载 了 传 统 手 工 艺 的 制 作 技
艺。其中第二卷 《南鹞北鸢考工志》 有风
筝的起放原理、扎糊技法、绘画要领，曹
氏 风 筝 已 是 今 天 的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在 2008 年奥运会和 2022 年冬季奥运会
上，曹氏风筝的扎燕形象都是主要的奥运
特许商品设计的原型，这也是非遗传承保
护与创新发展的经典。

目前，北京城市中轴线申遗工作已进
入冲刺阶段，就“壮美秩序”而言，中轴
线不只是一根线，而是一条带，我们不仅
要关注这条线上的遗产点，还要关注中轴
线两侧的相关遗产；不仅要关注文物以及
蕴含在其中的文化记忆，还要特别注意相
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城由中轴线而
产生的壮美秩序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在于
内城主“政”、外城主“产”的格局，并且
分布有序。比如南中轴线以西的天桥，集
中了戏曲、杂技、相声等文化演艺行业；
在南中轴线以东，则是景泰蓝、牙雕、玉
雕、京绣等手工艺。这些年，我致力于研

究曹雪芹 《红楼梦》 与北京城生活遗迹，
更加感到推动中轴线申遗要讲好曹雪芹的
故事，讲好 《红楼梦》 这样的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文学经典的故事，让世界更全面地
了解北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

三

不久前，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崇外大街磁器
口东北角的曹雪芹故居纪念馆正式开馆，这便
是复建后的“蒜市口十七间半”，相比原来的位
置向东北移动了100多米。我与曹雪芹和《红
楼梦》结缘，也缘于这“十七间半”。

2001 年 8 月，广安大街（两广路）全线通
车，曹雪芹故居“十七间半”的复建随后提上
议事日程，政协委员多次建言尽快复建“蒜
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2006 年，我成
为原崇文区十四届政协民盟界别的委员，任
职伊始，原民盟崇文区工委主委王金钟先生
找到我，嘱我要代表民盟持续推进“蒜市口
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复建”，并且给了我很
多材料。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接下了这份嘱

托，回去仔细研究材料，竟然发现原来“十七
间半”就是我家对门的院子，是我从小玩耍
的地方。

2007 年，我在原崇文区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上第一次提交了《关于尽快复建曹雪芹
十七间半故居的提案》。从那之后，我的提案
便紧紧围绕着故居的复建和利用展开，至今
已经 15 年。作为原崇文区和东城区的政协
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我持续提出

“复建和利用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的建议，
虽然十分曲折，但每一次都有所推进。经过
区政府十数年办复与协调，市规委、文物局等
的大力支持，终于在2019年1月 23日正式开
工复建，2022 年 7 月 29 日曹雪芹故居纪念馆
正式开馆。

复建曹雪芹“十七间半”故居并非为了建
设一处景点，而是搭建一座中华文化传播交
流的平台。曹雪芹和《红楼梦》与北京联系万
千，曹雪芹生于运河，长于运河，从金陵沿运
河在张家湾登上京城路，途经平津闸、庆丰
闸，在东便门外大通码头落地。曾居于“蒜市
口十七间半”、香山正白旗，寄居东花市卧佛
寺，就职右翼宗学等，还有被曹雪芹写入《红
楼梦》的前门外东西兴隆街、鼓楼西大街、广
渠门内夕照寺、育婴堂等，以及大运河上的张
家湾古镇的花枝巷等，这些写在京城大地上
的故事和遗迹，如散落的珍珠，需要串联起来
成为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地讲述悠久的历史
和文化，让经典不断传承发展。自 2020 年
起，我持续三年围绕“将曹雪芹在京遗迹串联
起来，统一标识，形成联盟，建设城市上的
曹雪芹博物馆”提交提案，建议以“十七间
半”曹雪芹故居为基点，整理、收集、保护相
关文物，将散落在京城大地上的曹雪芹与
红楼梦遗迹挖掘出来，通过实施“挂牌标识
工程”串联起来，建设一座城市上的曹雪芹
与《红楼梦》博物馆。也为“主题散点串联
式文物”活起来，探索一条传承利用之路。
这一提案得到了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的高
度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考古工作和
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通过寻
访曹雪芹在京遗迹和文化遗产，能够帮助我
们了解曹雪芹的一生，了解曹雪芹为什么能
写出 《红楼梦》，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经
典在新时代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宋慰祖 （左四） 与张书才 （左二） 等学者在新落成的曹雪芹纪念馆

▲张家湾古镇张家湾古镇

▲曹雪芹故居纪念馆曹雪芹故居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