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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电 据今天的《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前门地区发现罕见

弧形胡同地貌，上万民居呈扇面状分布。有关人士呼吁要保

护好这一难得街道体系。 今年五月开始，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四所专家开始调查前门地区民居状况。经过多次深入走

访，他们渐渐发现，北起西打磨厂街，南至南芦草园胡同，

西起长巷头条，东至草厂十条，上万民居呈扇面分布，数十

条东西向胡同呈弧形排列，扇面的圆心是现在的长巷四条小

学。 据高级建筑师黄新兵介绍，扇面在西南方向是四分之一

圆，在北侧和东侧呈弧形曲线。在这个大扇面的西南面，还

有一个反向的小扇面。 前门地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罕见的弧形

胡同呢？据估计，前门地区距明清时期进宫必经的前步廊较

近，明清时外地官员、赶考举子进京时住在弧形胡同，方便

接受皇帝的召见。这里很可能是某个时期会馆区或“外省市

驻京办”聚集地。这一地区现存一座台湾会馆，眼下仍是一

个招待所。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城市小巷。尽管随着

城市改造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渐渐只剩下地图

上的地名，但胡同仍占据着近三分之一的市区面积，居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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