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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帅。赞扬三坡人民
． ． kj．．』’ ．，

F 7 ’ ’

i

， 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

。～．， 家，那里的群众同外界接触很少，高大千仞的山
， 峦，使他们和外界隔绝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

- ¨7界。象房山、宛平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

i 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
～．， 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清朝的统治始

． 终没有进入这一地区。象这种什么外人也没有进去

过的地方，我们都进去了o、⋯⋯我们进去(三坡)

以后，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老百姓对我
，|

。， 们很好，三坡成了我们可靠的根据地。反扫荡的时

、’。 候，我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

i
4

他们说： “我们也是中国人呀。，以前哪朝哪代的政

^i； ’7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
做人的资格。”。

’

’?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中集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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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渡拒马河
‘

．

i
。： ．‘： ‘，一 ：’、 ： ． 。 ．，”’’

～
、

一．北渡拒马河，1百花山在望。
‘、

一 -：。

+，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
： “

’

放眼冀热察，前程不可量。㈠。 ’．J

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 “

。，

。

’

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d
’，‘ ：

·．

1(作于1939年1月下旬从涞水三坡至百花山行军途中)
‘ ‘，

‘
、

～r -

‘

一 ，，：5，
’

9

一

’ +，

。登百花山
’

·

。

，
‘， 二 。，．：， ：一’’ ，

。

。。．÷百花山上百花开， ： ‘一，’、

．一六合英雄冒暑来。
’’‘

。’ ，、 一

．夜嗽故都云烟暗， ，+一，‘一一‘ ．。

“反攻劳一到会燕台。 ， j’ 一

1941年夏，萧司令员与区党委及挺进军一百多名同志登

上百花山巅，夜宿古庙，远望京华，胸中充满了抗战。反攻
阶段”到来时光复京都的信心，一时激情难遏，欣然命笔，写

下了一首《登百花山》的绝句。 ，

．

。

(注：百花山位于北京西部与三坡最高峰白草畔连脉，两峰东西

相望相距20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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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遭。生将军诗‘
j ，?

， ÷，

^

T

●

重山峻岭盘坡雪，r，’

‘。拒马激浪向东流；
4 ^：

-“平西人民多壮志，
● J

●

’

，

’

战胜日寇换新颜。，、 ，

‘

+’

‘

，
‘

‘ 、

r●

’

‘

， ●
。

。

：(注：刘道生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平西军分区政委、冀察 一．

军医政委。此菩在198b年10月2日，出席北京市房山县十渡“平西抗’· 声

日烈士结念碑”落成揭幕典礼时讲话中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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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代前言)

4三坡位于涞水县北部太行山与燕山

东北一，东南与北京市门头沟和房山县相

攘，面积460平方公里。包括今庄里，
和北庄乡的大部及紫石口乡的一个村，

‘兰坡”，乃这一地区的传统名称，巳非行政区划单位。 ，

三坡历史悠久，古属涿鹿，因地处涿鹿；宛平，房山。

涞水四县之间，峰峦叠障，地僻人稀，历代封建统治者均不

屑注视。据传，明初曾受燕王(朱橡)“恩诏免除丁粮“，、

地方州县俱不敢管辖0迨至清代，始由涿州代管，但仍沿娼

统。致使经济发展缓慢，文化落后，民风古老，素有。世外

桃源”之称。
’

，
．， 一 ·’ ～ 一 j

。

．r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运

动的峰火，燎原华北大地。1938年春，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

令员，为巩固扩大根据地来至Ⅱ三坡，特别提到做好三坡群众

发动工作的重要性，7‘高度赞扬了兰坡人民的爱国精神。平西

根据地建立后，三坡即戈!】!!臼平西专区房涞涿联合县管辖，从

此结束了三坡封建和半封建统治的历史。 ．二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三坡是我平西根据地的一重要门户。东腑

．，燕京之敌，西依太行大后方，，地势非常险要。‘日本侵略军曾

多次进犯三坡，实行“三光“政策。英勇顽强的三坡人民，在

我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一次次粉碎了敌

人的进犯和种种阴谋，为保卫后方根据地，付出了重大代价

和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期艰苦岁月里，



民表现了我中华儿女慷慨壮烈，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涌现

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领导下，三坡人民积

极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同时，制定了山区建设规戈I}。．’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了革命传统和自力-r

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修公路、造农田、兴水利、搞绿+

化，进行了大规模的山区建设。同时大力发展文教卫生事1 ·

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
’

革的不断深入，农，林，牧、副各项生产事业和人民生活面

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景象。． ， ．
、

2三坡不仅有独特的历史，而且有奇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

的经济资源。中国经济信息公司国民经济研究部考察小组，

在三坡游览资源考察报告中说，。三坡风景区具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是个山水泉洞i林木花草，鸟兽虫鱼、文物名胜、民

情风俗，无所不包的综合性自然美的整体，、在北京周围地区 ‘一

独具风采，对游览、考古、经济开发和自然科学研究等方

面，有非常广泛的价值。19,85年，在省、地、县的支持与领

导下，和首都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开辟了望京坨旅游区(包 、-

括三坡境内景点)，并加紧景区建设。这个千年的4世外桃 ．

源。，将成为当世游人之乡，以其独特的地方优势，为两个 t

文明建设服务。 ．

．

．。．

-

’

．‘ 为了提供有关三坡的历史、社会和自然方面的考查资’

粕供有关部门研究参考；记述抗战时期和建国后三坡的巨 ，

大变化情况，并为开发三坡经济和发展旅游事业服务。特根

据现有资料，采取史志结合的编写方法，编纂了这本三坡志。 ．

但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难免有错漏之处，望读者批评 。

指正。
‘

一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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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三坡由来及历史沿革
’ ， 一

r

，

，

，

，

p
‘

I_
，

’

．

，，
j 一，溯，。 派‘， ，

一

’

．

． 。．，
i ’

三坡由来，无古籍可考，仅据民国二十三年涿县志载： ·

口自明代始，以前殆无闻马’，并有j。荒弃无人。之说。但 。

经近年深入考查发现：北庄乡峨峪村，有出土石棺一口，‘刻 ：

有“上谷南攀山’和“天会八年二月八日”(金代年号，时 ，。

为公元1130年)字样i庄里和龙门峡的石刻佛像；有金大定

(1101)年号和梵文；龙门峡摩崖石刻的一首七律(见名胜

古迹章节)，署名“古代和节氏漫赋’，’追考其姓氏亦属金

代，镇厂九龙庙现存的一幢石碑；‘刻字为“大朝国京都八瞳

九龙庙碑”，系4大元延佑元年岁次庚申(1320)立石?。

这两幢碑刻，都记载着当时三坡境内的村庄名称，如山南，

盘坡，柏林城、镇上(即镇厂)等，以及当时捐助寺庙的施 ：

主姓名。 。

，’ 。，。r， 一 ’J

综上考证，充分说明在八百年前，三坡和其周围地区一

样，早已有人烟村舍，人文社会的发展，亦无异于它地，绝
’

非始自明代：再考，隋唐以前，三坡为涿鹿属地。涿鹿乃我
’

中华民族文化发祥之地，相距不过百里的三坡，亦不致“荒 r

弃无人。。涿县志载三坡受燕王恩诏和晋民移屯之说，在
。

当地是众口皆碑的，似近乎可靠。据当地世传，满清统治

三坡初期，对三坡多持歧视态度，因而三坡人民在很长时期

内，存在着反清复明思想；在社会习俗和服饰上，也长期保

留了一些明代遗风。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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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民国二十三年涿县志关于三

， 三坡历史由来已久，然溯厥原始

调查详询土人，说者纷坛，莫衷一是

端，而考其实迹，确切可证者亦有数

． 一，晋民移屯说’明初山西大饥

}夕 右日：’。兽且顺服，况人民乎。?l随颁思诏免丁稂，’人民F
、

籍。’ 。

， ．一： ，

’
。

7·．|，◆__、．．j：I『≯，



丙房山县张坊镇，立有明嘉靖龙洼厂招民开恳德改

碑，相见张坊尚待开垦，当时三坡荒弃可知。 ．

丁三坡人民自称四十年前无—人能写书信者。

上列数事，足证明三坡居民自明代始，’以前殆无闻焉。

二、历代归属 。 ，

、； ?

。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历代区戈Ij标明，三坡地区沿革有 ．

以下变死三国魏时属上谷郡涿鹿，西晋时属幽州广宁郡涿
鹿，北魏时属燕州广宁郡，隋唐时属涿郡，辽代属南京道涿

、

州，金代属中都路涿州，，元代属大都路涿州，明代属顺天 ，

府。约于清代中后叶至民国二十六年，三坡一直由涿州代

管。193,8年春，我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平西专区，三坡划归 ．

房涞涿联合县，同年析联合县建立涞水县，三坡即划入涞水 ，

县至今。，-

。(注：1984年，岭南台发现一元代墓志，劾记着：。元故
’

吴公墓表。_ 口房山县西南乡辛庄里大司徒府宣使蔡琪” ’，p

。房山县西南乡上乐里提领宋世口书刊’· 。大都路郡州憋

(音梭)题郡范阳县西北乡矾山镇仁头后裘场台居焉。等字 ◆

样。据此情况，三坡地区在元代属涿州房山县。，)。

。 三、“三坡各行政村的由来及历史沿革
：，

。据地名普查，三坡名称系因地形而名，即上坡，中坡、

下坡之总称。大体是今庄里乡为上，罗古台乡为中，北庄乡

为下。‘。·‘．_
、 ‘

。

。7

‘

●

‘

‘

．|． 庄 里

建子金代，原址在现址以南一里许，原名田家庄。清嘉
， I

10 ．

。

． ．
。

‘

j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