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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孙振清

在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蓟州风物志>出版了。这对于有着

天津市“后花园”美誉的蓟县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将会使更多

的人了解蓟县、投资蓟县，为构建中等旅游城市创造良好的社会

舆论环境。

近年来，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全县人民按照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坚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总体目标，坚持天津市后花园的发展定位，念山水经，打旅游

牌，走联合路，傲环境文章，构建中等旅游城市”的发展思路，团结

拼搏，开拓创新，精心打造和谐蓟县，使全县经济和社会有了长足

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城市面貌发生了深刻交化，生态环境优

势已经凸现。在这个时候，《蓟州风物志>一书的问世，为美丽的天

津市“后花园”锦上添花，再增芬芳。

蓟县历史悠久，山川俊秀，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

源丰富。过去，青池遗址的发现，就改写了天津历史2005年，天津

市考古队在蓟北山区下营等6个乡镇发现旧石器时代遗物，将天

津市地域人文史提前到距今一万年以上，成为轰动考古界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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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风景秀美的盘山，曾令乾隆皇帝慨叹；雄伟的黄崖关长城，

曾驻守过戚继光大将军；中上元古界地层剖面，为世界地质奇观；

千年古刹独乐寺，留下了众多动人的传说；八仙山、九龙山、九山

顶、梨木台等景区，是天然的大氧吧，令游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国家地质公园的开园、津蓟高速的通车、杨庄截潜的蓄水、鼓楼广

场改造和环城公路建设等等，都为蓟县构建中等旅游城市增添了

浓墨重彩。
’ ‘

在编委和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本图文并茂的书籍，用生动

的语言，向广大读者介绍了一个真真切切的蓟县。它既有古蓟州

的风韵，又有新蓟县的风采。它既不同于以往的志书，也不同于一

般的风景介绍。它比较全面地讲述了蓟县的昨天和今天，为读者

展现了一个来自远古、生予天然、风韵绰约、美丽多姿的天津市

“后花园”。

欢迎您到蓟县来。．愿《蓟州风物志>成为您的向导和朋友。

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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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概况篇

蓟县位于天津市的最北部，地处燕山南麓．长城脚下。东邻河

北省遵化市、玉田县，西接河北省三河市。南依天津市宝坻区．北

l临河北省兴隆县、北京市平谷区。毗邻京、津大都市，位扼东北地

区入京之要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十分重要。

蓟县居北纬30。45’—柏015’、东经117。05’～117。47’，属暖温带

半潮湿大陆性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阳光充足．热量丰富，昼夜

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1．5度，平均降水量678．6毫米，无霜期195
天o

．3

全县有中小河流17条，它们{仁人蓟运河后注入渤海。

蓟县县境东西最宽点56公里，南北最长点55公里，总面积

1590．22平方公里。地势为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北高

南低，北起长城，南至蓟运河，逐渐下降，呈阶梯状分布。北部最高

点是九山顶，海拔lcr78．5米，南部最低点在马槽洼，海拔1．8米，

南北海拔高度相差10r76．7米。

蓟县山区和平原对等分布．北部群山连绵起伏，满目青翠；中

部湖水荡漾，水天相接；南部平原一望无垠，河槊纵横。全县有26

个乡镇．945个行政村，可耕地57100公顷。

蓟县地貌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远古。大约在19．5亿年前，整个

燕山山脉强烈地壳运动引起的沉降，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沉降

带，地理上称为。燕辽沉降带”。海水就顺着地壳的运动。侵入这一

地区，形成了一片海洋。海洋的最深处在今天的蓟县、平谷、兴隆

一带，沉积了厚度达到万米左右的海相地层．形成了后来举世闻



名的“中上元古界地层剖面”。

大约到了8亿年前的上元古界末期，今日的蓟县地区上升隆

起，海水退出，成了一片陆地。直到大约6亿年前，在长达两亿年

的漫长时期，蓟县都是陆地的环境。经过长时期的侵蚀和堆积。蓟

县逐渐形成了“古准平原面”。
‘

到了约6亿年前的古生代寒武纪时，今天的西井峪、东井峪

以及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仍然保持着陆地的地貌，而蓟县的南部

又形成了海洋。4．6亿年前的中奥陶世。蓟县的这部分地区都是海

洋的地貌，直至3亿年前中石炭纪，蓟县南部又发生沉降而形成

了海湾的环境。到了2．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海水全部退出蓟县。

从那时到现在，蓟县全部是陆地的环境，再也没有被海水淹没。

在距今约7000万年以前，发生了“中生代燕山运动”，对蓟县

的地貌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此奠定了蓟县地貌的基本轮廓。

． 强烈的地壳运动，使北部的山区呈褶皱状的隆起，成为燕山山脉；
。

花岗岩岩浆的侵入，形成了盘山；南部的地区断裂下沉，堆积成平
●

原。，

． 在新生代第三纪末期的喜马拉雅运动及之后的新构造运动

以后，蓟县的北部继续上升，南部地区继续下沉，造成了今天的蓟

县北高南低的地貌。 ．

蓟县的中山分布在县境的东北部与兴隆、遵化、平谷等地区

接壤的一带。著名的山峰有：

九山顶又名松树果子，在下营镇常州村北，主峰是天津地

区的制高点，海拔1078．5米，坡度大于35度。

八仙山在下营镇太平沟村北，主峰聚仙峰(蝈蝈笼子)海拔

1052米，坡度大于35度。

盘山 又名盘龙山、四正山，在官庄镇境内。主峰挂月峰海拔

864．4米，坡度大于35度。

大南山、常州东山、北大楼山、梨木台西山、元宝山、黑水河东



称为低山。如：
‘

府君山 又名崆峒山、无终山。位于城北，主峰302米。 ，

五名山又名兴隆顶、娘娘顶。在县城西5公里处，主峰海拔

241米。

闻子岭在县城北5公里处，海拔106．8米。

凤凰山 又名七里峰，在县城东3．5公里处，主峰海拔67．7

米。 ，

桃花山城关镇东马坊村北，主峰海拔234．8米。

．． 卧牛山 又名牛头山。在邦均镇沿河村西北，主峰海拔190．9

米。

。 黄崖关西山在下营镇黄崖关西，主峰海拔791米。 ．

． 此外，天台山、九龙头山、北大山、别山、蝴蝶山、卧虎山、蟒岭
。

山、翠屏山等等，也都属于蓟县的低山。在低山的怀抱之中有一些

小盆地，组成低山的岩石主要是白云岩、石灰岩、页岩等等。

丘陵分布在山地与平原之间的地区。组成丘陵的岩石主要有

砂石、页岩、石灰岩、花岗岩和黄土状物质，地表切割破碎，丘陵间

谷地开阔，海拔较低。

蓟县的北部山区有4条较大的山谷。一条由县境西北起向东

南经下营、团山子、道古峪、孙各庄至王家坎；一条从县境西北泥
’

河起，向东南经桑园、城下、青山、石臼、西井峪、东井峪至穿芳峪；

一条从黄崖关起，向南经下营、城下、洪水庄、大岭至县城；一条从
’

北魏家河起，向南经卢家峪、田家峪、白峪、大石峪至新房子村。

平原区分布在县境的南部，在地质构造上属于燕山纬向构造

带的断裂下沉部分。全县洼区面积约500平方公里。平原地区地

， 下水的资源非常丰富，水质也很好，属于全淡水区。因此，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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