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时，北京内城与外城的十六座城门由南北两圈巨大的城墙围合起来，所以就有了以“内九外七”指代北京城的说法。
在“街衢市肆”一辑中，着重反映的是天衢广厦下的市井民风。照片里少了一些建筑的庄严，多了一些市井的活泼。如果说传统建筑体现的是尺度，进深与开间，承托与支撑，有着内在与外在的因果，那么照片中建筑脚下的各色人群，体现就是差异，光鲜与褴褛，精英与平凡，黄包车串联的两个人在身前有着无法逾越的差别，但在照片中，时间抹去了一切，没有阶级，没有高下，有的仅仅是一个个凝固的瞬间，百年一瞥，竟成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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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门 1915～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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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大街 1915～1920年



前门五牌楼 1905～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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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火车站 1915～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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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门外大街 1915～1920年



’ • .

^̧\/
 

 

途
互

1

.. I
.
’

崇文门内的洋人 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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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单牌楼 1905~1910年



地安门外大街 1915～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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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便门外 1915～1920年



角楼附近的街肆 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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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角楼下的游船 20世纪初



广安门 20世纪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