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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潭拓寺，后有北京城。

门头沟为京截之地，是京城的西部屏障 。 这里巍巍大行伟岸

挺拔，永定河水碧涛滚滚，长城古堡蜿蜒壮丽，千年古寺香烟缭

绕。 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民风古朴，文化传承

源远流长。

从潭 、 戒两寺的古钟名松，到北京屋脊灵山、百花山的万种

风情;从保存完好的古迹山庄，到龙门涧、珍珠湖的碧水晴空;

从千年怪石的八奇溶洞，到香火甲天下的妙峰金顶，这块神奇的

土地，养育了千姿百态的生命。 她是一部敞开的天书，一幅立体

的画卷，处处显示了博大、深奥、隽永，足以使人解读终生 。

京西门头沟历史悠久。 考古工作者曾在王平村、东胡林和齐

家庄村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石器制品，在前桑峪村发现旧

石器时代人类遗骨化石，说明早在 11 万年以前人类已经在这片土

地上繁衍生息 。 距今约一万年的"东胡林人"表明人类在这个地

区活动的连续性。 特别是 2∞3 年 10 月 19 日东胡林遗址的新发现

填补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研究的一段空白，对人

类尤其是北京人从山顶洞居住向平原居住发展提供了重大科研依

据。 龙泉务辽代瓷窑一次出土万余件各类器物，更说明了这个地

区久远的进步和文明 。 回首近现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从门头沟煤

矿窑工的反抗，到京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抵御英帝国主义对

煤炭资源的掠夺，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门头沟人民用生

命和热血描绘了一幅幅多彩的画卷，谱写了一首首壮丽的诗篇。

这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致使地上地下文物遗存

数量多、品位高、种类全。 然而更令人折服的是多姿多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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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有流传几百年、曲调高尤的山梆子戏;风格独特的秧

歌古装戏;有年代久远的北派皮影戏;有婉转抒情的西路评剧前

身蹦蹦戏;特别是别具特色的京西古幡乐，传说是春秋战国时期

的乐曲，又操进京西特色，专家称"南有纳西古乐，北有京西古

幡乐是古代音乐的"活化石有保存了"京音乐"曲目和演

奏风格的文场道经会、古老祭神仪式的中幡会以及民间的太平鼓、

石锁会、大鼓会、五虎少林会、高晓会等等，可谓珠辉玉映、群

星芸草。

更可喜的是，由于我们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动手

早、抓得紧，成功地挽救了一批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被文化部

确定为全国的试点单位。其中太平鼓、庄户千军台的古幡会、妙

峰山的庙会、紫石砚、秧歌戏、蹦蹦戏、五虎少林会、童子大鼓

会等分别进入国家级、北京市级文化遗产名录。特别是源于唐代、

盛于明清的民间舞蹈太平鼓更是走出国门，萤声海内外，成为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成功的旗帜。

这次编写出版的第四套文化丛书是 2∞1 年 12 月出版的第一

套文化丛书、 2∞4 年 8 月出版的第二套文化丛书、 2∞6 年 6 月出

版的第三套文化丛书的续篇。它集束了《京西斋堂话》、《京西物

产》、《柏峪燕歌戏》、《京煤史志资料辑考》和《潭拓山蛐云寺

志》、《永定河志》、《妙峰山志》、《康熙宛平县志》的校点本。前

四种书是对门头沟文化深入挖掘研究的结晶;后四种志书的校点，

可以说是门头沟的文化人为门头沟民俗民间文化传承发扬光大做

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使了解门头沟的人，更加深刻的看到门

头沟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了解门头沟或了解门头沟情况不多的人

有了新的认识。整套丛书意在通过有限的图片和文字向您展示门

头沟区灿烂而悠久的文化，让读者领略京西风光的同时又从中感

受深厚的文化内涵，在细细品味中产生置身其中的强烈愿望。京

西山水亦有情，情景交融书画中。这套丛书将带领读者步入京西，

认识门头沟。

当前，随着北京城市布局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门头沟

区正面临由传统能源基地向首都生态屏障转化，发展新兴产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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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对我区"生态涵养发展区"

的功能定位，使我们的工作方向更加明确，前进步伐更加坚定。

我们相信，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

力，这块神奇的土地会更加美好壮丽，社会更加文明进步、文化

更加多彩多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和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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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的情怀

我对门头沟十分有感情，十年前我就带来这里。那时我是以

一位摄影工作者的身份和影友们在门头沟的山水间流连忘返。门

头沟山美水美古村落更美，这一切让我倾倒，我常常在朋友面前

自称为门头沟人，我爱这里的山和水，爱依山而建的古村落，更

爱淳朴热情的门头沟人。十多年过去了， 2(削年底，我从工作二

十六年的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调到了门头沟区委工作，从而

我真的成了门头沟人。

门头沟位于北京西部，面积 1455 平方公里， 98.5% 为山区，

这里拥有独具特色的地理地貌，可谓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静

谧清幽，素有"京西明珠"的美誉。门头沟区拥有漫长的历史和

灿烂的文化，至今仍完好的保留着许多历史古迹，井在民间流传

着许多美丽的传说。据不完全统计，散落北京的古村落有五十多

处，而门头沟就有近四十处，这里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全国评

出的北京三个历史文化名村全部坐落在门头沟。门头沟在抗战时

期便是京西革命根据地，无数战斗英雄和当地百姓谱写出许多可

歌可泣的抗战故事，至今仍保留着多处抗战遗址。门头沟不仅有

着秀美的山水风光，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以

及很多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在门头沟的大山里上千年历史的寺

庙和遗迹就有几十处，最具影响力的是建寺于 1780 年的潭拓寺

了。源于唐代、盛于明清的太平鼓也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仅小小的三家店龙王庙就发现了四百多幅佛牌画、

∞1 



古画，可见门头沟文化的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更可喜的是门头

沟有一批热心的文化人，凭着对家乡深深的爱在默默无闻地挖掘、

整理门头沟的文化，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出版了四套文化丛书，

其中《门头沟文物志》、《门头沟民俗文化志》获得了优秀图书一

等奖，相继受到各界及专家学者们的肯定和好评。

随着对外宣传媒介的日益丰富和不断扩大，人们对门头沟的

认识和了解也不断增进，门头沟的历史变迁及发展及时清晰地呈

现在人们面前，使越来越多人喜爱门头沟、向往门头沟。工作和

生活在门头沟的我，随着对这块土地不断深入的认识，我对它的

热爱也不断深入，以往那种浮光掠影的感觉已不复存在。门头沟

区的风土人情、人文地貌已融入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它的一点

一滴的变化和进步牵动着我的心，我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门头

沟人的责任。我深信随着市委、市政府关于门头沟生态涵养发展

区功能定位的逐步贯彻执行，党的十七大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精神的落实，门头沟这块神奇的土地将会更加灿烂辉煌。

这套丛书是为了整体上突显地方民俗特色、揭示地方文化特

征、理解地方民俗的表达习惯。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留住和养

护中华民族赖以发展壮大的文化根基。在此，我谨向为此丛书付

出辛勤劳动的作者和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一直支持、帮

助我们的北京燕山出版社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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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编篡《京煤史志资料辑考》这本书，源于 20 多年前。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北京市在青年工人中开展热爱中国共产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教育活动。当时，我在

北京矿务局房山煤矿担任宣传部长工作，深感这一教育活动很有意

义。时房山煤矿有职工 45∞人，其中 35 岁以下的青年工人 3100 多

名，约占职工总数的 69% 。如何把"三热爱"教育活动摘好，煤矿

制定了脱产轮训规划，并结合煤矿的实际，增加了热爱煤矿、热爱煤

炭事业的教育内容，但教材的编写却遇到了困难。房山煤矿是民国年

间建立的老煤矿，房山煤矿地区有悠久的煤炭开发史，但在解放前动

荡的社会条件下，留下的历史资料很少。新中国成立后，煤矿迅速恢

复壮大，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许多历史资料都被遗失。

进行热爱煤矿教育，不了解煤矿的发展历史不行;进行热爱煤炭事业

教育，不了解国家煤炭发展历史也不行，可当时并没有一部有关国家

煤炭史志的书籍。于是我们决定从自己所在的煤矿入手，编写热爱煤

矿、热爱煤炭事业的青工轮训教材。我们查阅档案，搜求地方史志书

籍，访问煤矿老工人、老干部，踏勘采煤遗址，收集煤炭碑刻，终于

整理编写出了讲课教材。内容有矿名由来、煤矿的发展过程、煤矿的

先进人物和事迹、煤矿的荣誉和奉献、煤矿之最，等等。教材虽然不

很系统，但内容却紧密联系煤矿，紧密联系大家从事的煤炭事业和工

作岗位，受到了青年工人的热烈欢迎。北京矿务局还在房山煤矿召开

了"三热爱"青工轮训教育现场会，推广房山煤矿"热爱煤矿、热

爱煤炭事业"的青工轮训教育做法。许多单位也到房山煤矿取经学

习。煤矿的领导和很多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也纷纷索要教材，用

于煤矿的建设和管理。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煤炭史志资料的资治、教

化价值和作用，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加强煤炭史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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