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充文化知识材料
1．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的变化

	 从建国之初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住房制度是一种以国家统包、无偿分配、低租金、无限
期使用为特点的实物福利性住房制度。

	 1978年到1998年，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出现了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
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并建
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标志着
房屋开始走向市场，“商品房”的概念已经被广大市民普遍接受。

2．	 中国老人的状況

	 中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到2005年年底，中国
老年人口已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今后还将以每年3.3%的速度增长。

	 中国老龄化现象具有快速老龄化、地区差异大、未富先老等特征。中国有70％的老年人居
住在农村。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养老，也不能完全推给家庭，而必
须依据中国的国情，实施由国家、企业、家庭、个人共同承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养
老措施。

	 中国最传统的养老方式就是居家养老，由子女对老人进行照顾。后来也有了由养老院、老
年公寓等专业机构进行照顾的养老方式。除此以外，中国正在探索其他的养老方式，如：

	 发展托老服务中心（托老所），在社区建立托老所，为一些低收入的老人提供照顾，这能
解决老人和家庭的许多实际困难。

	 推广社会化居家养老，其基本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从养老的方式看，是居家
养老；二是除了有家庭照料外，还需要来自社会的帮助，主要是来自社区的照顾。社会化居家养
老强调了社区照顾在居家养老中的作用。

	 中国人向来有“养儿防老”的观念，但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很多年轻人由于工作等原因
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这些“空巢老人”中有一部分刚刚退
休，身体比较健康，收入也较高，他们有的选择居家养老，但他们也需要一定的上门照料服务，
如家务助理、出行旅游服务等。但是还有一部分“空巢老人”年龄比较大、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不能照顾自己，他们有的选择留在家里，所在的社区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照顾；有的选择去政府开
办的养老院去养老。政府开办的养老院价格适中、交通便利、医疗条件较好，但床位比较紧张，
常常需要等待。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如何安置、照顾老年人，让他们能够幸福地度过晚年，这是摆在
政府和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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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北京的回忆》

	 前些日子读旅美作家张北海先生的长篇小说《侠隐》，里面写了老北京许多胡同和四合
院，他怀念“一溜溜灰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
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
儿，路边的果子摊儿⋯⋯”那种地道的老北京景象，不仅是远离故土的游子的怀念，也是所有老
北京人的怀念。	
	 怀念什么呢？除了故宫长城颐和园，还不是北京城那些老胡同老宅院？那可不是些破地
方、旧房子，那是我们祖先最伟大的创造，是北京古老历史和文化的象征。
	 只要想一想，四合院和胡同以几何图形的平面划分形式，构成了北京城如此方正而气势威
严的形象，这在全世界的城市里独一无二，该是多么了不起。这种形式的构成，是皇城的扩大和
衍化，是和左祖右社、四城九门连在一起的，是和背后连绵的西山、身前摇曳的大运河连在一起
的。那种四合院不仅仅是旧时的王府官邸，也不仅仅是前出廊后出厦或进出两院有影壁游廊垂花
门外带耳房的标准四合院，却一定是那种青砖灰檐鱼鳞瓦、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有了这样
的四合院，胡同才有了依托和层次，整个城市才有了人气儿，有了北京特殊的味儿，和古老的皇
城才相匹配，也才会有洁白的鸽子响起清脆的鸽哨，飞起飞落在这样的灰瓦与红墙交织的上空，
构成属于北京城的一幅独有的画面。
	 所以，那个时候，梁思成和贝聿铭才爱登上景山顶，看那起伏而错落有致的北京城的轮廓
线。那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最漂亮的轮廓线。
	 是的，时代是在发展，北京是在前进，作为北京的象征——胡同和四合院，是在变得越来
越破旧，但它们依然是北京的象征，就像我们母亲的容颜，已经越来越苍老，我们并不能够让她
换容，更不能够换一个妈一样将她抛弃。它们因苍老而沧桑而更有意义，却不应因苍老而毁坏而
幻想以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将其取而代之。

	 作为一座帝国古都的城市建设，不能够唯新是举。城市当然可以和社会和经济一起在飞速
发展，但作为一座古老城市的象征，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是我们祖辈脚下踩出来的泡，即使
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好看了，我们可以治疗这脚下的泡，却不可以将脚下的泡移花接木转移到脸
上，去点上时髦而好看的美人痣。
	 有外地或外国的朋友来，只要说是想看老北京的玩意儿，我一准儿都带他们到前门来。在我看
来，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如今北京城剩下的大片的老街区越来越少，前门地区是硕果仅存了。
	 自明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大运河的终点漕运码头，由积水潭南移到前门以南，以后又相
继扩建了外城，一直到清朝禁止内城开设戏院，将戏院绝大多数开设在前门外，以及前门火车站
交通枢纽中心的建立⋯⋯这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造就了这里非同一般的地位与含义。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老北京最有名的商业区大栅栏、鲜鱼口，最有名的文化街区琉璃
厂，还可以看到最集中的老戏园子和梨园界名宿的故居，以及最集中的烟花柳巷八大胡同。老北
京的会馆有500多座，其中140多座集中在前门一带。那些老会馆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含
量，其中不少是典型的四合院。天棚鱼缸石榴树中的天棚鱼缸难见了，但石榴树还是可以在这些
院子里常常见得到的。纵横交错的胡同，胡同口儿上见不到等客人的那些洋车，却还是能够看到
板凳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一溜溜灰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白白的落蕊，大
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也照样能够看得到。可以说，这是在
别处难以见到的景象了，这样的景象落日残照似的，依稀还有点儿老北京的味儿，难怪总有些外
国人手里拿着地图爱到这里转悠。
	 禁不住想起早年读李健吾先生文章，看他说道：“繁华平广的前门大街就从正阳门开始，
笔直向南，好像通到中国的心脏。”在老北京，前门大街就有这样大的力量，能够如李健吾先生
说的通到中国的心脏。这是老北京任何一条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不仅是一条重要的商业街，
而且它位于帝京中轴线南端，直接通往天子的所在地紫禁城以及他们祭天拜农的天坛和先农坛。
在这样一条通到中国的心脏的街道两旁，可以看到胡同和四合院是作为整体铺展连成片儿的，血
肉和筋和皮是长在一起的。如今，这条大街正在改建，年底就能够建成，它是老北京的象征，值
得期待。
（选自《人民日报》2007年9月29日第六版。作者：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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