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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历史悠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现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处，石景山

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一处，暂保点二十余处。法海寺明代

佛教壁画、八大处佛牙舍利、田义墓太监墓园石刻等古文化

遗产均是享誉海内外的珍贵文物。 石景山区地下出土文物亦

琳琅满目，诸如汉代石阙、西晋华芳墓和辽代韩快基的重大

发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考古界、文物界及历史、地理、美

术等学科，都产生过极大影响。一九九七年春夏之交，八角

地带清理出的魏晋早期墓享堂壁画，再次受到北京文博界专

家学者的关注。

钩沉史悔，追溯石景山地区古文化遗产的来龙去脉，一

直是生活工作在这片热土上的一批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

标。他们中间不乏爬山涉水披荆斩棘、一次次走进深山老林

寻踪测迹者，不乏挑灯夜战爬梳古籍、 一遍遍革路蓝缕于史

志书籍中蛛丝马迹者。 几度春秋，几度执着，凝结了作者心

血和汗水的 〈石景山区文物小志〉 第三辑终于呈现在读者面

前。第三辑秉承一、二辑的特点和风格，内容涉及区史沿

革、古迹探寻、名胜概览、文物考证、石刻勘察、地名追

昔、人物踪迹、古化石寻觅等方方面面。

以〈石景山区文物小志〉丛书的形式鬼集作者的文物科

研成果，在北京各区县中尚属首例。 作为一种尝试，我们试

图通过小册子的形式、锻炼提高队伍、丰富详实资料，为将

来正式出版〈石景山区文物志〉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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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区文物主、〉 的系统工程之一， {石景山区文物 IJ飞志〉第

三辑，可视为〈石景山区文物小志〉一、二辑的姊妹篇。 十

年磨册，十年卧薪尝胆，我们相信，石景山区文化文物事业

灿烂的明天不会遥远。

杨博贤

199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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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寺

早就听说京西有一座荒废的店，离法海寺不远，在香山

鬼见愁的西南面，建在一座叫天泰山的小山上。店叫慈善

寺，因冯玉祥将军三次光顾而颇有些名气，它的周围留有不

少冯先生的摩崖石剑，是石景山区的风景名胜点。听去过的

人告诉我没意思，一座破店，毫无看头，还是不要去

吧"。 我也就断了去看的念头。今秋，友人盛情相约，说那

里环境甚雅，还有红叶可看，而且绝对没人，难得清静一

田，我也就动心了。

坐汽车出磨石口，过五里吨，再折向东北，渐渐盘旋而

上。半路上岔出一条简易公路，据说是专为通向慈善寺而修

筑的 。 它静静地躲在山窝里，不到跟前还无从发现。远处的

大山是界于海淀和石景山的克勤峪，光秃秃的有草无树;而

近处，周围却是一片树木，用绿色的叶、黄色的叶和红色的

叶把灰瓦臼墙衬托出来，还未下车，便已经为它的美丽叫绝

了。

峭壁之上有一拱门，上面又顶着一间小庙，孤孤零零地

算是山门 。 再走二百多米，路旁的草丛中坐着一尊青石雕成

的大肚弥勒佛，笑容可掬，张着大嘴，右手拿着念珠，袒胸

露肚，完全是席地而坐，倒也别致。这种设计还是第一回看

见.全是依地势而建，随心所欲，不求对称，不要围墙，天

然成趣，另有一番风情。

仰头望去，在两丈远的高处，有一块巨石突出在紫荆、

酸枣、黄护之上，四个赤红大字刻在其上勤俭为宝是

冯玉祥将军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书写后让人刻上去的，每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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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一尺见方。 再往上，是他的另外三个大字一"真吃苦"。

十分乐观的弥勒佛，坐在草丛中，以天为顶，以树为墙，以

这样入世的警句为后背，多么惊人的搭配，还未入得正院，

便已经感到不虚此行了。

整个一个大寺院有百十多间房，有大殿、有藏经楼、有

跨院，房子基本完好，就是屋内空空如野，什么东西也没

有。 作为一座寺庙，它早就荒废了，一派萧索凄凉景象。院

内地上乱堆了一些断残的石碑，上面的碑记把它的历史可以

推溯到康熙年间。 只有对年轻的夫妇住在庙内，是看守，他

们怀里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胖娃娃。一条狗，一群鸡和他们

相伴。大门是紧闭的，一般不让参观，常年没有人来，只有

林中的山喜雀飞来作客。 一股清泉自山腰流出，水量很足，

尝了尝，清凉可口，足可以办个矿泉水公司。房脊上装有避

雷针，各屋都有电线，只是为了安全没有接通电惊。

在院里走了一遭，越看越惋惜，马上产生了一个想法，

与其花很多钱去造些假古董，还不如把这些荒废的寺庙修复

起来，当旅游地也好，当疗养院也好，当别墅也好，当度假

村也好，一定比人造古董多着不少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任何一座有一定规模的寺庙都有它的地理环境恃色，这

是不必再花力气去选择的，早有前辈僧人做了大量开拓工

作，那里必定有山有水有地有树有路，而且一定是个美丽的

地方，有它不同凡响的特别之处，处处是现成的，自 然 的，

像天赐的一样。

任何一座有一定历史的寺庙必定有它的文化遗产，有一

堆故事，有一套民间传说，有成批的文化遗迹，组成一个特

定的仅仅属于它的文化气氛。

2 . 



这便是历史的价值。

这两条都是任何一个假古董所根本不具备的.不管花多

大的投资部无法买来，也无法用超等豪华去取代。

我在慈善寺正殿前的砖地上发现一个日暑的石刻残件，

.上面居然刻着 "1790" 的字样，时刻的划分完全是欧式的，

是小时制，而不是古制计时所用的子丑寅卵，数字则用的是

大写的罗马字。这件洋日暑躺在这里使我大吃一惊，说明慈

善寺很不简单，二百年前，在乾隆后期，西方的文明已在它

的围墙里扎下了根，足见当时在这里主事的佛教领袖们有着

很高的知识水平和宽广的胸怀。

这不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例子吗?它只是这座寺店的一大

串故事中的一个小小的，却很有趣，而且是随手捡来的。

慈善寺对面的南山坡上立着一座古塔，黑黑的颜色，是

慈善寺的一位著名疯僧的衣冠家 。 这位疯僧园寂后，他的肉

胎坐像供放在寺的后殿里，据说长得很像)1顶治皇帝，于是，

民间便有了"顺治皇帝出家天泰山"的传说。这样的传奇故

事自然为慈善寺增添了不少诱人的神秘色彩。相传，慈善寺

在历史上香火很旺。 那座魔王和尚的肉身坐像，他的塔家，

以及种种演义出来的故事，大随都是香:J<.旺的不可缺少的重

要因素ζ v日今，坐像已荡然无存，塔却依然挺立.仍然可以

为民间监事提供"话头儿足以证明，这里满地是文化!

冯玉祥将军在寺后面山坡上还刻了"耕读"、 "i谈炎泊

" 灵境"及"谦卦"这些字不光能把这位传奇将军的个人品

恪点划出来，而且还能引出"二次革命"的历史回忆来，包

括在现代历史上很有意义的"北京政变"、"推翻曹馄贿选政

府\"驱逐溥仪出宫"这样的不平凡的事件。 冯先生隐居天



泰山后，各界代表频繁上山来慰问他，其中不乏知名的历史

人物，像汪精卫、孔祥熙、徐谦、吴稚晖、张学良等等。有

的有照片为证，这些照片，不消说，也是慈善寺历史文化遗

迹的重要组成部份。令人瞩目。

瞧，这样一个破店，几乎到处藏着宝，历史的宝，文化

的宝，精神文明的宝。

如果有了钱，还是先把假古董工程放一放，不如把慈善

寺这样的文化遗产修复起来，让它重放光芒，吸引八方客，

定有事半功倍之效。

不信，先拿慈善寺来试试。善哉善哉!

废寺并不废。(舒乙)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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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一庄北京古桥

北京的古桥数量多，而且名气大，个个都有大段的故

事，其中，国宝级、市宝级的就有七座。燕京八景之一"卢

沟晓月"便是一座桥。

最近，我在西山里又看见一座，它既古老又可爱，不妨

记述一下，以期引起重视，将它认真保护起来。

这座古桥建在大山涧里，是个大型独拱石桥。在北京，

独拱桥里最漂亮的要数颐和园里西堤六桥之一的玉带桥，它

拨水而起，突起一个大罗锅，非常高，非常陡，造型飘逸，

相当惊人;山涧里的这一座.也属于强拱，但恰恰相反.拱

券虽很大，桥洞却向下伸展，极深，罗锅反而起伏不大，只

因它是架在两山之间，好像匹夫当关，一位巨人分腿而立，

挺站在山涧当中，气度非凡。

桥是石质的，由下到上，全是大块的整齐的青石，工艺

精湛，至今挡然独存。

此桥以其巨大和雄伟而夺势。它不是"小桥流水它

是一座大桥。拱券的半径约有二米多卡因之 F. ~I.f. f!l ll、"L

四、五米，总高约有八米，相当三层楼，非常壮观。

这么一座大桥飞架在荒郊野外，下面是很深的山涧，泉

的激流在奇石怪岩间一泻而下，不论是近看，还是远观，全

都精彩，令人赞叹不己，绝对是人间美景。

陪我观看的李成志老师和丁传陶老师说，此桥已有八百

年的历史。他们俩是石景山区的文物迷。

那当是金代中期了，石桥差不多和卢沟桥同庚。

起因是桥附近有一座八百多年的古刹，叫双泉寺，它是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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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站在山涧当中，气度非凡。

桥是石质的，由下到上，全是大块的整齐的青石，工艺

精湛，至今挡然独存。

此桥以其巨大和雄伟而夺势。它不是"小桥流水它

是一座大桥。拱券的半径约有二米多卡因之 F. ~I.f. f!l ll、"L

四、五米，总高约有八米，相当三层楼，非常壮观。

这么一座大桥飞架在荒郊野外，下面是很深的山涧，泉

的激流在奇石怪岩间一泻而下，不论是近看，还是远观，全

都精彩，令人赞叹不己，绝对是人间美景。

陪我观看的李成志老师和丁传陶老师说，此桥已有八百

年的历史。他们俩是石景山区的文物迷。

那当是金代中期了，石桥差不多和卢沟桥同庚。

起因是桥附近有一座八百多年的古刹，叫双泉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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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章宗jllf暑的场所，寺因有两股山泉而得名 。 寺碑 t有关于

这座桥的记载，称它为"万善桥" 。

{ 日下旧闻考〉一百零四卷里对此桥也有记载，明代弘

治七年文人钱福曾撰有此桥的碑记，立碑距今恰好五百年

了，这起码是桥的最低上限，可见的桥的古远了。

桥在八大处的西麓，由八大处翻过山，跨过深堡，便能

到双泉寺和双泉西面的天台山慈善寺，这是一条古代进香

道，万善桥是必经之路的过涧桥。 如今在正对桥面的西山坡

上还有一座小石佛，略半人高，右边有石刻题记"双泉寺僧

人圆喜，发心造接引佛一尊，万历十年十一月初一日距

今四百多年，也是石桥历史的有力佐证。

桥上方沟床中有几块体积极大的墨绿山石，形状、结构

和花纹都相当奇特，不知由什么地方被滚至此，恰成桥的衬

景。 桥下深整当中的小潭.山泉使它长年有水，水中有鱼，

又是一景。 桥附近多樱桃树、否树、香椿树和皂角树，可惜

山民们不懂经营，果实和嫩叶差不多都白白荒在树上，足见

这里和外界接触不多，尚不够开化。

如今这里人家稀少，年轻人多已转移山下或进城，只有

遍地的石磨和石碾子，说明这里或许曾经发达过。 两米直径

的大碾盘，相当完好，早已弃而不用，摆在那里，很像古朴

的民俗博物馆的陈设，看着怪可惜的，无言地述说着人间沧

桑变化。

如今由城里去万善桥，己不必翻山越岭，只要到石景山

区，出磨石口，到三家店，沿一条叫黑陈路的山道，驾车上

山便可一直开到桥前。 那里有山泉、古桥、樱桃和石碾，都

很诱人，静静等着今日的欣赏者。 (舒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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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日 Ei

不久前，我偶然看见一块石质日署的表盘，居然是个洋

的，在一座破店里。大概，它已经在那默默地躺了很久很

久，无人理睬。

说它是个洋的，是指宫和故宫里三大殿前面摆着的清代

日暑一点也不一样。首先，上面刻着的年代是公元制，四个

大阿拉伯字码一一 "1790"，距今已 200 年出头了，这是非

常罕见的。公历是罗马教皇 1582 年颁行的，在中国采用则

是 20 世纪辛亥革命以后的事。而这儿，居然 "1790"! 在中

国北方的一个佛庙里!

当时，正值乾隆皇帝当政，如果要刻年代，按惯例大概

是刻"乾隆丁未年而不会是 "1790" 。

其次，日暑，表盘刻的计时刻度是小时制而不是 12 支，

这也很令人吃惊。中国人知道"小时"是在 17 世纪初利玛

窦等洋教士进贡自鸣钟给明朝万历皇帝前后，而朝廷上下直

至普通百姓却始终说"子时、丑时不说"小时直到机

械洋表座钟走进中国市场。

还有，日暑表盘上刻的小时数码是大写的罗马数字

"X 、卫、X1I"之类。

整个儿是个洋的，总之。

这就怪了，怎么这样一个洋玩艺儿居然会躺在一座僻静

的中国佛教寺店里?

计时和计量是人类踏进文明门槛的第一瞪台阶，是整个

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怪不得清朝皇帝要在自己宝座大殿前

左边放个日暑右边放个嘉量。很难说日署的发明权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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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年前古埃及就有日番，我国西汉时也用日暑，只是各

用各的，原理相同，制式不同:历法不同，计时制不同，数

字不同，文字不同。真正在天文知识上的第一次交流要追溯

到明未来华的欧洲耶稣教士们，他们带来了欧几里得儿何学

和西方的天文知识。这块洋日暑便是一个证明。它，或者

是，洋教士们在中国监制的，或者是，中国学者们学习了刚

刚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之后自己再创作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乾隆时期主持这座佛庙的中国僧

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一定很有学问，而且心胸开阔，是个

勇敢的人，虽身居僻壤，又在一个教门中服务，却能放眼世

界，相信科学，实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肯于把这么

个洋玩艺搬在自己的大雄宝殿之前，堂而皇之地立在那儿，

谈何容易!，在锁国政策下，中西历法经常闹矛盾，搞不好

因为推广西历还要坐牢。

我在这块日暑残件面前站了很久。 它已经没有底座，没

有表针，孤孤单单地躺在地面上。心想，它可是历史进步的

一个见证啊，我对那有远见的和尚肃然起敬了。

这座破庙叫慈善寺，完全荒废了，在天泰山上。 已被确

定为石景山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有待清理修复。

人类需要交流，需要开放，而且早就在这么做着，只是

幅度时大时小，全看主观的认识程度.这块石头钟表便是一

个小小的见证。

石头‘不会说话;如果会说话.它一定先说这个。 这便

是洋日暑的启示 。 石头的笨钟说:我们的文化，也是世界文

化的一部分。 (舒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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