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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v-谷文物志》出版了，这是继《门头沟文物志》之后，北京地区的又一部文物

志书。

平谷，具有悠久掰史。早在凡万乃至1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

7000。6000年前，先民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上宅文化；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就

建立了平谷县，至今殴2200年。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可惜

大多毁于战火，文物不可再生，这是无法弥补麓损失。但就露前发现的100余项不

可移动的文物，也足以让我们为先入的智慧和创造感到自豪与骄傲!

文物是先人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创造的实物遗存，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历史发展

麓见证。薪文耪法镧定了“保护为主、捻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静文物工

作方针，我们的文物工作者及全区人民，一定要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提高全

区人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并结合我区实际，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好我区的

文物，为我区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o

《平谷文物志》，可以说是对平谷历史的实物展示，图文并茂。对全区人民特别

是青少年进行爱祖国、兴平谷、建家乡的教育，无疑是难得的乡土教材；对我区的

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以及政治进步，具有促进、借鉴与参考价值。在这里，我衷心
·1·



祝贺《平谷文物志》的出版，并向辛勤工作在文物第一线的同志们和关心、支持平

谷文物工作的领导和各界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平谷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也一定能够开创辉煌的未来!

平谷区人民政府区长参名·咯
2005年元月I，u，●



凡 例

总则 《平谷文物志》以马克思主义、鼍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慰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裙方法，记述平谷地区

的文物事监发展历史与理状，是一部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

体裁本志述、志、记、表、图、录等诸体并用。述，提要；志，叙事；记，

大事记；表，统计；蕊，图片、照片；录，收录菲著述性资料。

结构全志依次为总论、上宅文纯、裁家河商代墓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

筑、石刻造像、近现代遗迹、重点文物介绍、文物管理、大事记及附录。横分门类，

纵写事实。

断限上限毒事物发端，下限至2(Xt3年底。为使事物记述完整，个别记述将对

下限有所突破。

纪时中华民圜前以l墨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前的年代加“前”字，公元

后不躲“公元”二字。民国建立詹用公元纪年。公历雳阿拉儋数字，农历用汉字。

计量文物的尺寸、重量以圈家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记数行文中使用数字时，一律尾阿拉伯数字。

人物记述文物中涉及到的熏要人物，在文中写出相应情况，不单捌传。

交叉碑刻，遗址、寺庙、藏葬中碑刻略记，“碑刻”节中细写，并有碑刻照片

及拓片影印，重要碑刻要有录文尊大事记略记，歪文详记。歪文中交叉附，主要记
·{·



述处详记。另黔，碑刻孛缺字者，以口代替；对辨识不清俺可判定秀菜字者，可将

某字写在口中；对～连几字辨识不清者，以圈代替。

区划一般以现在憋乡镇区划搬准。大事记中，为保持历史愿貌，则以当时的

区划炎准。

文体本志采用记述体，寓褒贬于叙述中。

其健本志资料以j艺京市第兰次文物普查档案力准，另有新发现，以赫资料戈

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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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要地”，“天汉之津梁，幽燕之关隘”之

誉。早在几万年至10万年前的旧石器

一 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

息。7000～6000年前，平谷先民就创造

了光辉灿烂的上宅文化。夏商时期平谷

平谷，为北京市郊区县之一。位于 属古燕国。刘家河商代墓葬青铜礼器的

北京东北部，距京城70公里。境域东 出土，证明那时平谷地区的繁荣与发

西长35．5公里，南北宽30．5公里，面 达。周灭商，周武王封召公爽于燕。周

积1075平方公里。地处燕山山脉南麓， 显王十四年(前355年)，“齐师及燕大

华北平原北端，因东、南、北三面环 战于洵水，齐师遁”(《竹书纪年》)。西

山，中间为平原谷地，故名平谷。境内 汉时，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春，

群山耸翠，万里长城蜿蜒于东北部山 始建平谷县，属渔阳郡，县治在今山东

间，洵河、洳河映带左右，萦回境内。 庄镇大、小北关村南。后元二年(前87

全区山区、半山区占2／3，平原占1／3， 年)，汉武帝死，遗诏封大司马霍光为

17座山峰超过千米，其中柳树湾山主峰 博陆侯，今北城子村东古城遗址即为霍

东纸壶达1234米，为全境最高峰。 光的封城博陆城。西汉中期，县内设盐

平谷，历史悠久，素有“神京三辅 官。末期，原在古北口外的渔阳郡所属
·1·



滑盐县迁治于博陆城(东汉明帝时改名

盐田县，后废，人平谷县)。西汉末年，

农民起义蜂起。平谷为北方农民起义军

的活动地区。刘玄更始三年(25年)，

刘秀遣吴汉等将军率军追击尤来、大

枪、五幡诸起义军于潞县(今通县)

东，又追至平谷决战，1．3万义军被斩。

西晋初省平谷县，地属燕国潞县。后

赵，复置平谷县，县城移至今通县jtlJ,

营村，隶渔阳郡。北魏时省平谷入潞

县。要阳县由北内迁，城址在今镇罗营

镇上镇村。东魏省。隋时平谷地区属无

终县。唐时设平谷为大王镇，属檀州。

后晋天福元年十一月(936年)，石敬瑭

割幽、燕16州于契丹，大王镇属契丹。

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兵破檀州、

蓟州至三河，又破宋军于白河，大王镇

属金。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升

大王镇为平峪(同谷)县，平谷县恢复

建治，隶属蓟州渔阳郡。金明昌四年

(1193年)重修双泉院。是年秋，金章

宗携王妃、公主驻于寺内，在县内秋

猕。翌年，又在双泉院避暑。金贞桔元

年(1213年)，元兵人古北口，下檀州、

顺州、蓟州，平谷县归属元朝。至元二

年(1265年)省平谷入渔阳，十三年

(1276年)复置，属大都路蓟州。至正
·2·

十八年(1358年)，农民起义军红巾军

东路首领毛贵挥师北伐，进入河北，攻

克蓟州、三河、平谷，威逼大都。明洪

武十年(1377年)二月，省平谷入三

河，隶属通州。洪武十三年(1380年)

十一月复置，属北平府蓟州，后改属顺

天府蓟州。洪武年间，修筑镇罗营、北

水峪、南水峪、熊儿寨、鱼子山长城。

永乐年间，继续修筑峨嵋山、黄松峪、

黑水湾、彰作、将军关长城。境内长57

公里。永乐二年(1404年)，营州中屯

卫自塞北徙入平谷县内博陆城。永乐年

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平谷出夫60

名。期间，县内迁来大批山西、山东移

民。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从密

云墙子岭人关，后连克古北口、将军

关，攻克平谷城。顺治元年(1644年)

至康熙六年(1667年)，清八旗军士大

规模圈占土地，先后两次在平谷圈占民

地12万余亩。为反对圈地，顺治六年

(1649年)七月，以城西阎家庄、马圈

庄为中心，爆发白莲教起义，围攻平谷

县城，被知县牟云龙镇压，二村被夷为

平地，起义失败。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设顺天府四路回知后，平谷县属

北路厅管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建丫髻山万寿道场，为康熙六十大寿祝



禧。康熙曾两次游历丫髻山，并为丫髻

山玉皇阁撰写碑文。乾隆、道光都曾多

次游历丫髻山。乾隆八年(1743年)，

由蓟州属县改为直属顺天府。光绪初

年，天主教传人平谷。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团民火烧

张各庄教堂，攻占平谷县城，捣毁县

衙，砸开监狱。后被清政府镇压。

辛亥革命后，1914年，顺天府改京兆

特别区，平谷为京兆属县之一。1928年废

京兆，县改隶河北省冀东道。1932年9

月，在河北省建蓟密行政督察专员区，平

谷属之。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6月，八

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配合冀东抗日暴

动，创建抗日根据地。6月下旬，在镇罗

营建密(云)平(谷)蓟(县)联合县政

府。7月攻克平谷县城，建立平谷县抗日

民主政府。1940年4月15日，建中共蓟

(县)平(谷)密(云)联合县委和联合

县政府，在鱼子山建西北办事处和区委，

统辖平谷全境及兴隆、密云部分地区。9

月，建平谷县第一个党支音卜鱼子山党
支部。1940年11月至1945年，先后以平

谷为中心建立平(谷)密(云)兴(隆)、

平(谷)三(河)密(云)和平(谷)三

(河)蓟(县)3个联合县。1945年2月1

日，一架美国轰炸机完成轰炸日本鞍山昭

总论

和制钢所任务返航途中，在平谷失事，11

名飞行员跳伞，被营救护送到延安。1945

年9月13日，在抗日军民围攻下>平谷县

城解放。在解放战争中，平谷是解放区，

国民党军队只在1946年9月16日至1947

年6月16日占领平谷县城及其周围部分村

庄。平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土地

改革运动，并为全国的解放，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平谷县先属河北省通县专署，1958年

3月，通县专区撤销，平谷县改属河北省

唐山专署。同年10月，划归北京市至今。

21302年4月，撤县建区，平谷历史从此揭

开新的篇章!

平谷地区几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而建县达2000余年，期间，虽县有撤

并，域有变迁，但平谷一直延续至今。

悠久历史留下大量人类活动遗存，成为

悠久历史的见证。综观平谷文物与文物

事业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地下文物居多。经过普查，全区

境内目前已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00余
· ' ·



项，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项，市级

地下文物埋藏区3项，市级国耻纪念地

2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6项。这100

余项中，古墓葬、古遗址达80余处，

占2／3，说明平谷地区历史上人类活动

非常繁荣发达。如近年发现的马家坟、

洙水等多处旧石器出土地点，证明平谷

地区很早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对研究北

京地区古人类活动具有重要价值，已引

起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

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高度重视。当然，过

去平谷地区不是没有地上文物，如丫髻

山、兴善寺等，庙宇规模宏大，建筑巍

峨，有广泛影响，可惜毁于战火。就在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普查时，保存

完好的庙宇还有几十座，多在“文革”

中作为“四旧”被拆除，现在我们只有

从照片上去看了。

2．填补北京地区历史空白。在1984

年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上宅文化，

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原文化也不同于东北

文化的具有独特内涵的文化类型，是北

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农业萌芽状

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填补了北京地区

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受到我国考古

界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著

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写道：“西有
·4·

周口店龙骨山，东有上宅，东西文化遥

相辉映，珠联璧合，填补了北京史的空

白。”而出土的那件陶塑猪头，将我国雕

塑史提前了1000年。上宅遗址原是砖

厂，烧砖取土几十年，以至遗址大部被

蚕食，其损失无可估量与挽回。

3．国宝级文物在我国占有重要地

位o 1977年在刘家河发现的商代中期墓

葬，出土金、铜、玉、陶器等40余件，

其中青铜礼器16件，尤其那件铁刃铜

钺，柄为青铜，刃为陨石铁，把我国使

用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这件

稀世珍宝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其余为

首都博物馆收藏。刘家河商墓是北京地

区商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出土的青铜礼

器等珍贵文物，对研究商代文化和夏家

店下层文化极具价值，在我国青铜器史

上占有重要位置。虽然墓主身份已无可

考，但从随葬器物判断，应是位高权重

者，而非平民百姓。过去曾有专家提出

商周时期平谷应是一个方国，而此墓是

否与方国有关，需进一步考证。

另外，平谷几十年的文物事业，尤

其是近20多年的发展，不但建立健全

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而且形成了区、

乡(镇)、村的三级文物保护网络，在

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地利用文物，为



我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现

在，已建成3座博物馆，对外开放，成

为重要的青少年教育基地，也是展示平

谷悠久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窗口。上宅文

化陈列馆，位于金海湖畔，是我国第一

座以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专题陈列馆，通

过实物、壁画、模型等全面展示了上宅

文化。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京

东大峡谷内，以冀东西部地区抗日斗争

为背景，以平谷及周边地区人民抗日斗

争史实为线索，充分展示了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军民抗日斗争的光辉业

绩。这两馆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平谷石刻艺术馆，位于上宅文化陈列馆

内，我区100余件重要的石刻造像、碑

刻、墓志、匾额等集中保护于此。

现正在修复中的将军关和丫髻山，

将为我区增添两处厚重的人文景观。平

谷境内明代长城共有57公里，将军关

是万里长城进入北京段东端第一个重要

关口。文物专家给予高度评价，现已列

入“市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一期

修缮工程已经完成。丫髻山，旧时北京

曾有“五顶两山”之说，“两山”即京

西妙峰山，京东丫髻山。兴于元，盛于

明清。丫髻山一是皇家祭祀之所，康熙

六十大寿万寿道场就在此举行，每年内

务府来此进香，乾隆、道光多次来此；

二是民间庙会之地，丫髻山庙会明时兴

起，影响远及方圆数百平方公里；三是

北方泰岱之誉。可惜数十座庙宇大部已

毁，现正在修复中，不久的将来，丫髻

山将重现昔日辉煌!

平谷具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平谷的

文物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我们要让这些

凝聚着历史与文化的文物，继续发扬光

大，努力为我们的今天服务，以无愧于

先人，并传承给明天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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