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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录蓟县

地区的文物历史发展和现状。  
二、本志所记内容均以现行的蓟县行政区划为准。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体，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单独列章。  
四、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并用。述，概述；志，叙事；记，大事

记；表，名录；图，图片、照片。  
五、本志上限不定，原则上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原则上截至 2010年底。为使事

物完整，个别记述有所延伸。  
六、本志历史纪年，辛亥革命以前沿用旧称，括注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用长度、重量等计量单位以国家规定的法定单位为准，引文录用原文计量单

位。  
八、本志涉及的重要人物，不随文物记述，单独列入人物章。  
九、区划，一般以现在的乡镇区划为准。  
十、本志资料来源以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结论和档案、史志、文献、口碑等资

料为准。  
十一、碑刻中缺字者，以□代替，对一连几字辨识不清者，以○代替。 

 
 
 
 
 



序  

 
蓟县位于天津市北部，地处燕山南麓，长城脚下。西接北京，南连天津市区，东邻唐山，

北靠承德；扼关东之咽喉，处塞外之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史称“畿东锁钥”。是一

个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天津历史文化名城。  
蓟县古属幽燕，春秋时期称无终子国，战国时期称无终邑，秦代属右北平郡管辖称无终

县，隋大业年间改称渔阳县，唐朝时置蓟州，渔阳县属蓟州管辖。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渔阳

豪侠地，击鼓吹笙竽”、白居易的“渔阳鼙鼓动地来”等诗句提到的“渔阳”均指今蓟县。

明初裁撤渔阳县，称蓟州，1913年改称蓟县。新中国成立后，蓟县先后由河北省通县专署、
唐山专署、天津专署、廊坊专署管辖，1973年 9月划归天津市管辖，相沿至今。  
蓟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刻碑刻等

遍布全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 424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45处。蓟县是天津最早有人类活动的
地方，在距今 4 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出现了人类文明。8000 年前的青池留下
了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张家园商周遗址展示了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别山汉墓再现了汉代人

的生活习俗，千年古刹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长城古塞凸显了明代九边

重镇的战略地位，盘山的秀丽景色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清代皇族在此驻足流连。步入

近代，面对外寇入侵，蓟县儿女以血肉之躯奋起抗争，保卫家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

硝烟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了盘山革命根据地，彰显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

的斗争精神，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和北平和平谈判地就在这里，为平津战役

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文物的保护工作，国家先后投巨资维修了黄

崖关长城、独乐寺、白塔、渔阳鼓楼、天成寺、鲁班庙、福山塔、定光佛舍利塔、古佛舍利

塔、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旧址等文物古迹，使这些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焕发光彩，更好地发

挥研究历史、传播知识、教育人民的作用。  
蓟县的悠久历史为后人留下的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认真整

理研究蓟县的历史，保护好、继承好、开发利用好这笔巨大的财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0 年 8 月组建《蓟县文物志》编纂委员会，历时三载，走遍了全县的角角落落。探

查遗迹、遗存，摸排各类信息，惟恐稍有遗漏。文字初成，又请史学及文物专家号脉把关，

方有这部文物志书与大家见面。里面不仅展示、记录了蓟县的文物历史、现状及发展变化过

程，亦是各类文物资料及信息汇总，有着极高的收藏和参考价值。必将对蓟县的文化发展提

供详实的历史依据。  
盛世修史，资政育人。展示悠久历史，弘扬传统文化，激发爱国热情，对于推动蓟县和

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对《蓟县文物志》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        
蓟县人民政府县长  

20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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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蓟县位于天津市最北部，东邻遵化、玉田，西接平谷、三河，南连宝坻，北引兴隆，总

面积 1590平方千米。地势北高南低，由山区、丘陵、平原、洼区组成。辖 26个镇乡，1个
街道办事处，949个行政村。1991年 8月 2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将蓟县县城公布为天津市历
史文化名城。  

蓟县大地极为古老，早在五千万年前，北部燕山隆隆升起，南部平原缓缓下沉，形成了

这里气候温和、土肥水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的良好环境。因之成就了这片热土悠久的历

史和灿烂的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2006 年，考古工作者在北部山区和

山前丘陵地带，发现 16处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采集石器标本千余件，这些标本具有北
方小石器工业传统特征，根据东营房村时代花园发掘的标本探测，绝对年代为 4.35万年。 

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使用磨制石器，大量使用陶器，青池、弥勒院、下埝头、

围坊、张家园等古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类型丰富，有石斧、石刀、石磨盘、石磨

棒、陶釜、陶罐、陶网坠、陶纺轮等。说明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不仅渔猎，而且还进行耕种。

既有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的生产方式，也有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生活特点。 
在围坊、张家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还发现房址、灶址和窖穴的遗迹，是迄

今为止天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建筑遗址。  
夏商周时代被考古界命名为青铜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于山前，白涧镇、许家

台镇、邦均镇、渔阳镇、别山镇、五百户镇均有发现，部分与新石器时代遗址重合，如青池、

围坊、张家园等，通过张家园、邦均、弥勒院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夏商时期人类生活的概貌。

除渔猎、耕种外，还饲养家畜。张家园、邦均还出土了青铜鼎、簋，手工业制作有了一定水

平。这些考古发现，一方面反映了这里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显示了土

著文化和周人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邦均西周遗址出土的花边鬲、叠唇深腹柱足鬲，纹饰中

流行交叉拍印绳纹，属西周时期燕山地区土著族遗存；而细绳纹灰陶簋和弧裆鬲反映出来的

周文化因素较为突出。夏商时期燕山地区存在许多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小国，蓟县一带作

为无终国故地，最晚从商代已经开始，早期文献记载称作“终北”。到周代发展成为有“子”

爵封号的“无终子国”。  
春秋战国时期，蓟县才有了正式的地方区划建制名称，即右北平郡无终县。目前发现这

个时期的古墓葬、古遗址 20余处。分布情况与商周类似，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类文物数
百件。其中墓葬出土青铜制品较为丰富，鼎、豆、壶组合较为普遍，另外，还有铜矛、铜镞、

铜戈、铜剑等兵器，流通以刀币为主。  
秦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天下为 36郡，郡下设县。今蓟县为无终县，属右北平郡，

并为郡治。秦亡后，楚汉战争开始，项羽封韩广为辽东王，建都无终。  
汉代，蓟县仍称无终县，属右北平郡。由于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蓟县的战略地位

日益凸显，以燕山为屏障，这里成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这个时期的无终城

已有了相当的规模。  
汉代文化遗存中，较突出的是墓葬，县境内已发现的汉墓群有 20余处，主要分布在山

前地带，其中以县城周边、邦均汉墓群、别山汉墓群最为典型，有的在地表还保留着高大的

封土。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别山汉墓群，邦均汉墓群和古城周边进行了多次

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汉代文物，有玉器、铁器、铜器、漆器、陶器等，其中陶器有陶壶、

陶盆、陶盘、陶杯、陶罐、陶缸、陶瓮、陶奁、陶灯、陶井、陶仓、陶灶、陶楼、陶猪、陶



猪圈、陶鸡、陶俑等。生动地反映了汉代庄园经济的生活场景。出土的货币有半两、五珠、

货泉、货布、大泉五十等。20世纪 90年代，大安宅古井遗址出土的道教木牍文书，反应了
蓟县地区汉代道教的文化特色。  
三国时期，蓟县称无终，属魏国的右北平郡。晋朝，蓟县仍称无终，属北平郡。南北朝

时期，称无终县，属渔阳郡。  
魏晋，佛教开始兴盛，盘山的感化寺、法兴寺均建于这个时期，现存遗址。  
隋大业三年，仍属渔阳郡并为郡治。大业末年，无终县改名渔阳县。唐开元十八年始设

蓟州，渔阳县属蓟州，且为州治。  
隋唐时期，佛教盛行，著名的独乐寺和白塔始建于隋，盘山的感化寺、千像寺、上方寺、

云罩寺、天成寺、天香寺、金山寺和定光佛舍利塔、天成寺舍利塔等，均创建于唐。这些古

建筑，表明了当时崇尚佛教之风。盘山寺庙仅存遗址，古塔大多保存完好。大量唐代墓葬的

发现，也说明在唐代蓟县人口比较密集，西关出土的唐三彩三兽足鼎和高脚杯、古佛舍利塔

出土的铜舍利盒、269医院出土的白瓷碗等文物也具有代表性。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大将石敬瑭为谋夺皇位，勾结契丹灭后唐，建立后晋，自称“儿皇

帝”，割让燕云十六州于契丹，蓟州从此纳入辽国版图。  
五代十国的文物，蓟县仅发现“天汉元宝”“汉元通宝”“唐国通宝”“周元通宝”等货

币。  
辽代，渔阳县为蓟州治所。  
辽代文物，最引人注目的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独乐寺、千像寺造像、蓟县白塔；天

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福山塔、天成寺舍利塔，也很有特色。颇具价值的碑刻有统和五年《盘山

祐唐千像寺创建讲堂碑》、清宁四年《中京留守兼侍中韩知白葬定光佛舍利一十四尊》石函、

咸雍八年《大辽神山云泉寺碑记》、大安二年《大辽国蓟州渔阳县好女塔院特健碑铭并序》、

寿昌二年《寂照禅大师碑》等。这些碑刻除对有关事物作详尽陈述外，还对蓟县的地理社会

和人文概况有所阐明。辽代墓葬分布广泛，颇具代表性的有穿芳峪镇北台头村辽墓、官庄镇

营房村北的辽墓，墓室多为砖砌圆形穹窿顶。出土文物有绿釉鸡冠壶、白釉莲花水柱小碗、

青铜荷花镜、小铁刀、小铁剪等。蓟县境内还保留有辽代开挖的运河，至今故道犹存。  
金代，渔阳仍为蓟州治所。  
金代文物，重要的碑刻有正隆三年《重修宣圣庙碑》、大定四年《独乐寺僧善成塔记》、

大定十四年《独乐寺故尚座清公灵塔铭》、大定十九年《大金蓟州渔阳董公幢铭并序》、崇庆

元年《大金蓟州独乐寺故尚座珍公灵塔铭》和《大金皇燕国夫人韩氏墓志铭》等，这些碑刻

是尊儒尊孔、崇信佛教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的记录。还出土有金代的双鱼铜镜、“正隆元宝”

等文物。  
元代，渔阳仍为蓟州治所。  
元代文物，有大德八年《御衣局记》和至元十七年《大元宣授进义副尉大都甲匠提举刘

公之莹》，两碑刻具体记述了元代的匠户制度和寿州拜降男女来蓟刺绣的史实。在东赵各庄

镇后牛宫村还发现有元代村落遗址。  
明代，撤销渔阳县入蓟州，辖玉田、丰润、遵化、平谷 4县。  
明代文物，最重要的是军事设施、军事武器和墓志铭。蓟县古长城为明代所筑，境内长

40 余千米，建有关城、塞堡、敌楼、墩台和烽火台，组成一套完整的防御工事。武器有原
明代兵备道署遗址出土的陶制火蒺藜 493枚，黄崖关出土的竹节铜铳、四脚针铁蒺藜，佛朗
机铜镇筒、佛朗机铜铳等。蓟县境内发现尚书、御使、将军、学正、主薄等人的墓志铭 19
合，这些墓志铭是研究明代蓟州不可多得的石刻档案。另外，明洪武四年，将蓟州城的土城

墙用砖石包砌，在城内还修建了钟鼓楼、鲁班庙等建筑。  
清代，乾隆八年（1743），蓟州为不辖县的散州。  



清代文物，主要是行宫、皇家园寝和乾隆皇帝摩崖诗文题记。蓟州是京师至东陵谒陵的

必经之所，所以皇家在蓟州先后建有白涧、桃花寺、隆福寺、静寄山庄等四处行宫，今遗址

犹存。除行宫之外，还在蓟州独乐寺和盘山许多寺庙旁兴建有供皇帝临时休息所用的“座落”。

这些“座落”除独乐寺“座落”保存完好外，其他只存遗址。清代，蓟州境内建有太子、亲

王、郡王、贝勒等皇家园寝 12处、葬 23人；还建有傅恒、福康安、万青藜、吴可读等王公
大臣的墓葬多处。虽然这些墓葬建筑物主体已不存在，但遗址犹存。盘山的摩崖诗文题记清

代最多，仅乾隆皇帝留下的就有 100多处。另外，清康熙年间，知州张朝琮重修了蓟州城池。
乾隆年间，蓟州知州刘念拔在城内广福寺修建了渔阳书院。  
中华民国二年（1913），蓟州改为蓟县。  
民国年间，对城垣、城隍庙和福山塔也有过修缮，多数寺庙改为学堂。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建立盘山抗日根据地，盘山寺庙大多在此时被毁。1982 年，天津
市人民政府将盘山抗日根据地遗址公布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前

线司令部设在礼明庄镇孟家楼村，冀东区战勤司令部设在上仓镇郑家套村，北平和平解放第

一次谈判在溵溜镇八里庄村进行。如今，设在孟家楼村的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旧址已被公布

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十分重视，蓟县也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先后

开展了三次系统的文物普查，为制定文物事业发展战略和保护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有组织、

有重点地发掘了部分古遗址、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依法查处文物盗掘行为，使县域

内的文化遗存得到妥善保护。陆续维修了独乐寺、白塔、福山塔、鲁班庙、鼓楼、文庙和平

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旧址等。重修了长城、天成寺、万松寺、天仙宫、朝阳庵等。建起了盘山

烈士陵园、爨岭庙烈士陵园、龙山太平庄烈士陵园、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碑。兴建了

蓟县文物博物馆、黄崖关长城博物馆、盘山革命纪念馆、蓟县地质博物馆、蓟县中上元古界

国家自然保护区陈列馆等。利用文物资源发展旅游事业，使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焕发光彩，

更好地发挥其研究历史、传播知识、教育人民的作用。多年来，许多著名专家学者为蓟县的

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文物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蓟县的文物工作者在保护文物、文物资源

发掘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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