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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阳坊历史渊远流长，前可追溯两千余年。阳坊人民勤劳智慧，奋发有为，自古至今

创造了一方可歌可赞的光辉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然而古籍文

献浩瀚如海，对阳坊历史的记载却只言片语。

今阳坊镇党委、政府顺应时势，借昌平区梳理历史文脉之契机， 集邑里之智慧，椒

古今之华英，经年两载， 再三推敲，终于编著完成 《阳坊风物志》 一书，填补了阳坊文

化的历史空白。

《阳坊风物志》较为详细的记述了阳坊历史与现状， 客观如实的反映了阳坊经济社

会发展全貌，力图实现存史、 资政、育人之目的。编辑手法主体仿志书例，时间上限尽

可能追溯事物发端，下限止于 2012 年底。 但由于史料缺口较多，未能全合志书规耍，

因以风物冠之。

《阳坊风物志》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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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主 基本情况

阳坊镇是北京市昌平区的建制镇。位于昌平城西南 20 千米，北京城德胜门西北 31

千米。镇党委、政府驻西贯市村，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 度 07 分 52 秒，北纬 40 度 08 分

13 秒。镇区东邻海淀区上庄镇，南与海淀区苏家地镇接壤，西靠流村镇， 北接马池口镇。

镇域东西长 8 千米 ， 南北宽 6.5 千米，面积 40.55 平方千米。西部山地占镇域总面积近

二分之一。 下辖 10 个行政村、 l 个社区，其中西贯市村为京北地区较大的回民聚居村，

前白虎涧、后白虎涧 2 村临山而居，前白虎涧所属自然村二道河村坐落山间，其余阳坊、

西贯市、东贯市、西马坊、四家庄、史家桥、八口、辛庄等 8 村分落于平原地带。京密

引水渠依东北 西南方向斜贯镇域东南部。镇内有驻军单位 11 家，中央、市属单位 2 家 ，

各种经济成分企业百余家 ， 教育、卫生、金融、商贸、电信、邮政等公共服务机构齐全。

2012 年末，乡镇户籍人口 15769 人，其中农业人口 9183 人;辖区常住人口 22417 人，

其中外来人口 6593 人。沙(河)阳(坊)路、由(泉)南(口)路、颐(和园)阳(坊)

路和沙河三家店铁路交汇境内，六环高速公路掠域而过并设有沙阳路出口。 642 路、 887

路、吕 20 路、昌 57 路公交均途经本地。

.l t J;'~ rlJ "、 J f, (:j 1'1i i~ U再 1:IIJ!jn

阳坊镇地处太行山北端余脉与华北平原北部边缘交汇地带，自然地貌特征分明。镇

域西部为山，其余皆为平原。地势西高东低，最高点在前白虎涧村的牛粪花，海拔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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