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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庄，这个处在京西的小山村，是我生活和成长的地方。 六十

余年，我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家乡的巨大变化。 我爱自己的故乡，我爱

在这块土地上一起生活的父老乡亲。 我对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有着

深厚的感情。

陈家庄是个历史悠久，位置重要，山水秀美，物产丰饶的村庄。

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有十三位陈家庄

人参军人伍。 有着光荣传统的村庄。

首先是历史悠久。 陈家庄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 在村西有南

天门，天伦山清水寺;村内有五座庙 : 分别是:龙王庙 2 座;五道庙;

灵官庙;老爷庙各 1 座 。 陈家庄是妙峰山古香道南道中的重要一站 。

村内曾有 2 座茶棚;村西有西北涧提灯会，杨岭的十八盘过山楼。 陈

家庄的万城老会，是本地区有很影响的档会 。 始建于康熙二年

(1663) 。 万城老会历史上受过皇封。 历史上有种地不交粮，养儿不当

兵的特权。

第二是地理位置。 陈家庄地处燕山太行山的出口地，村北的将军

山前面是华北大平原。 在明 (锦署杂ìð 里对将军山有记载" ~将军

山在县西六十里的军庄村西北，上有深洞二。 嘉靖三十年，虏侵入此，

即其地建二鱼纱 ，至今在将军山还有古墙，古旗堡、古洞等许多历史留

下的古迹。 现今，将军山左右军营连接;可见，无论历史和现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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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山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第三是山水秀美。 陈家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 。 永定河从南到北

环绕村边二公里。 在村西北有一泉水:春、夏、秋、冬，泉水都是恒

温，在 4。 左右。 村的东面有一座石壁，石壁高约 200 余米，长约 700

余米，石壁上有 2 个古洞，古洞的前面有 2 堵人砌的石墙。 这座石壁

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回音。 在京西可称第一回音壁。

第四是物产丰饶。 陈家庄的 《老虎眼》 大圆枣是一大特产。 还有

白梨、核头、柿子、大尖枣等。 在 1967 年村里的自梨、产量达到 30

万斤 。 矿产有尼龙石、化学石;这些矿产在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到八十

年代都进行了开发。

陈家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现在都是祖辈辛勤劳动的结

果。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代表人物和事件，我们的祖辈有过奋

斗，有过快乐，有过悲伤。 他们曾历经过历史的重大事件，但过后都

能团结一致，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样陈氏家族的血液在流动。 希望我

们的后辈能够奋发图强，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使我们的家乡更加繁

荣昌盛。 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能更多的记述下来。 对此，表

示深深的谦意。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艺术。 历史能给人明智;历史能使人振

奋。 历史只所以让后人代代相传，正是它，开创了人类生存的辉煌。

它，书写了人类发展的伟大历程;它，记述了人类智慧的宝贵财富。

为了给陈家庄的后代留下一份文字记载，为了让陈家庄的后代更

多的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我们编写了这本假家庄村史概渺 。

陈金亮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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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庄的地理状况

图 1 陈家庄的地理状况

在京西门头沟区，妙峰山东南有一个村庄叫陈家庄。 (注 : 见图

1)陈家庄地处燕山山脉的出口地带，永定河的下游。 陈家庄有六个姓

氏 200 余户 900 余人;占地面积 4.3 平方公里。 陈家庄三面环水，

一面靠山，风景秀丽，物产丰富。 永定河从南进入陈家庄流长约二公

里成环形围绕。 在村的东面有一座 700 余米长、 200 余米高的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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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石壁能产生巨大的回音。 村的北面是将军山，将军山从历史到现

今都是重要的军事基地。 陈家庄的周围古寺众多;东南有法海寺，西

面是妙峰山;南面有戒台寺;北面是大觉寺。 这些古寺都以有千年的

历史。 陈家庄的历史文化悠久，其中的万城老会是京西很有名的一档

香会。 陈家庄独特的地位和环境，在历史上有宛平县内第一村美称。

图 2 东岩根石壁

在陈家庄的东面，永定河的岸边有一座巨大的石壁。 (注 : 见图

2) 这座石壁长约 700 余米，高约 200 余米 。 石壁能产生巨大的回音，

是一座天然的回音壁。 这座回音壁在京西很少见。 陈家庄世代相传，

这里叫东崖根，忆往昔，河水滔滔，古风冽冽，是大自然造成了这一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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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3

在这座巨大的石壁上有二个天然的石洞 。 第一个石洞离水面约五

十余米。 石洞高约四米;宽约 3.7 米;洞内有约二尺厚的沙子;洞中

有一棵椿树生长，树枝伸出洞外 ; 洞口有古人筑成的石墙;石墙用自

灰砌成;石墙高约三米，宽约四米，靠石墙的左侧有一人行小口(见

图 3) 。

第二个石洞离水面约四十米(见图的 。 石洞高约七米:宽约1.8

米;深约 3.5 米;洞里的地面约有一尺厚的沙子。 洞口的上下有二堵

古人筑成的石墙;下石墙高约四米;宽约1.5 米 ; 上石墙高约三米 ;

宽约1.5 米。 2 石墙是用臼灰筑成，下石墙的右侧有一人行的小口 。 观

洞思古:什么年代:什么人在这离水面约 50 米的石壁上筑起石墙?洞

里又做何用?……根据明史记载"明嘉靖三十年(1552 年)虏侵京

城，经过此地 : 后经朝廷准许，在宛平县西北六十里，军庄村西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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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山探洞筑墙，用于屯兵"。 由此可以证明 ， 东崖根石壁上的山洞古

墙建于明朝 ; 是用来屯兵的。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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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这是陈家庄村南永定河的人口处(见图 5) 。 这座山位于陈家庄的

西南部;村里人都叫它西坡，其实此山的原名叫 : 南天门、天伦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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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6) 。 在天伦山的南部有一条古道，这条古道是在半山腰开凿而

成。 如今在古道处已修成 109 国道。 但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古道的

遗迹;那些古人砌成的石道;那骤马踏过的痕迹好像在向后人诉说着

那辉煌和沧凉的过去。

这是陈家庄村西的大西沟;老辈人起名叫岔子沟(见图 7) 。 所以

叫岔子沟，这是因为这条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有 22 个弯，而且每

个弯距离基本一样。 每个弯都有 1 个山梁相插，弯弯如此，全沟如此。

它们每个弯，每个梁有地名;它们分别是:西北涧→塔后头→小精→

大精→北坡→李家精→东石暗→碾子精→小庙→石天玉→和尚精→杨

岭小西沟→杨岭 18 盘→邓老忠地→白花精→单崖子→老太太精→黄花

岗→狼洞→和天玉焰洞→葛药弯→小板藉→大板精→黑水江→梨树

沟→苦参精→码乐精→小场→西沙岭→东沙岭→大水坑→七子木→达

乐精→筒子沟→龙潭→下潦道→上潦道七子拗 。 全沟长约八公里;

(注 : 妻子鞍儿) (注:小班儿精、大班儿精)这些个地名是从那个朝

代开始的，什么人起的，现在已从考证。 大西沟是祖辈们建村立业，

奋斗生存的重要地段。

在大西沟的每条山沟里现在还留存着先人们筑起的山坡梯田 。 这

些梯田可占陈家庄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沟里除了建造的山坡梯田，

还种有大量的果木树，有核头树;白梨树;杏树;枣树 ; 桑树等。 其

中以核头树最多。

大西沟里储存有大量的化学石和尼龙石。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陈

家庄村从西北涧→单崖子修建了一条土道;对沟里的化学石 、 尼龙石

进行了开采。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对大水坑→龙潭的矿石进行了

开采。

从二十一世纪 2003 年陈家庄开始引进恒坤企业对大西沟进行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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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开采;自此，大西沟原来的地理状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大西沟是妙峰山香道南路的重要地段;其中西北涧提灯会是进香

的重要一站。 现今的 18 盘过山楼的旧址仍然可见。 (见图 8) 大西沟

龙潭洞。

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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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陈家庄村北的将军挖(见图 9) 。 将军吨，古名将军山 。

这是一座历史名山;它的地理位置是在燕山山脉及太行山脉的出口地

带;将军山的前面是华北大平原。 往北可以通往南口到达关外;往西

可以进入燕山和太行山腹地斋堂川到张家口，进内蒙，人山西。 由于

它的地理位置重要，从历史到现今都有驻军守护，已成为兵家的必驻

之地 。 在明朝万历二十一年( 1593 年) ，由宛平县知县沈榜编篡的

σE署杂-~ð 中，曾对将军山有这样的记载 :

"将军山，在县西北六十里的军庄村西北;上有深洞二，嘉靖三十年虏侵入

此，即其地建二堡，并调往驻军驻守"。

据北京市门头沟区志记载"公元前二十世纪，将军山一带有军

队驻扎，使用铜剑和铜戈"。

现今，在将军山上还留有古代守军筑成的石墙，旗堡。 在将军洞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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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边筑成的粮库;将军洞前修建的洞门和长墙;洞里修建的火坑。

1983 年，在将军山的东部地区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基葬;出土了大量的

加砂红陶罐;青铜戈;青铜剑和燕国刀币 。 根据考古学家的论证，这

些物品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物品。 此外，考古学家还在这一地区

出士了汉朝的五妹钱;唐开元通宝;北宋或平元宝 ; 南宋建炎通宝等。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将军山地区是中原与塞外的要冲及水陆相依的交

通枢纽。 是京城与塞外古道的必经之地。 是自古以来的军事重地和古

战场。

现今的将军山更是北京城的重要屏障 : 其一 : 在将军山的东侧有

一条约 2 公里的深沟，这条深沟三面靠山，一面临水，早在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这里修建了北京军区最大的弹药库。 是北京地区重要的军

事供应基地。

其二:在将军山附近军营连接;北京军区总部:国防大学;解放

军总参谋部;各兵种的指挥系统都在附近驻扎。 经过数千年的风雨，

将军山依然以它雄伟的山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好象听到了它在

向我们诉说历尽的沧桑和辉煌。

将军洞(见图 11) ，当地人叫石碾洞 。 将军洞位于将军山东侧的

断岩下;洞高约五米，洞宽约八米，洞中分左、 右二洞;其中左洞深

约五十余米，是将军洞的主洞;在离洞口十米处有石垒的土炕，土炕

长约 2.7 米，宽约三米;土炕下面有一个石砌的暗道，暗道高约一米，

宽约 0.8 米，长约三米。 暗道直接和里洞相通。 右洞深四米，无别物。

在洞口的上侧有座石筑的粮房，粮房无门，在东下角只有一个小洞可

进入。 在洞口 2 边有高高垒起的石墙，在南侧的石墙还可以看出寨门

的模样。 现今， 二边的石壁上还残留着石墙的残壁。 洞口上边的顶部

灰石留下的痕迹清楚可见;在将军洞的前面有一条 500 余米山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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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地人叫独乐沟。 沟中石面光滑，沟里的坡度约为 700 。 在沟的西侧筑

有七十余米的石墙;石墙高约五米，宽约一米，非常坚固至今保存良

好。 据当地人讲 : 在将军洞的平地上，有一个很大的石碾，是用来加

工粮食的;现已不存在。

这是将军山腹地的旗堡(见图 12) 。 当地人叫做石堡。 据明万历

二十一年，宛平知县沈榜编篡的。E署杂记》 记载 : 明世宗朱原熄，

在嘉靖三十年于将军山屯兵，建堡二个。 这是建于将军山西侧的第一

堡;旗堡高约五米，圆径约 2.5 米 ; 旗堡的中央以用乱石填满，旗堡

的顶部有约一米多高的石堆。 旗堡的右侧是一堵三十余米的石墙 ; 这

堵石墙是依山势的高低而筑。 所以，石墙的高低是以山形的地势而成。

在旗堡的右侧有一条六百余米的山沟 。 这条山沟和将军洞前的山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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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同，沟面光滑，沟底的坡度约 800 ，两边的石壁非常陡峭。

在旗堡的东侧是一堵用石块垒成的石墙， (见图 13) 。 石墙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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