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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1979]年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

知和北京市革委会[1979]年291号文件关于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指示精神在完成全区地

名普查和地名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编辑的。它是两年来全区地名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是

查找，了解和校核本区地名的工具书，是本区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依据．本地名录

将提供给公安、民政、邮电，交通．城建，工业．农业，商业，文教，测绘、旅游等方面使

用．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群众生活服务，为首都的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的编辑原则，着眼于实用和查找方便。所收录的都是在普查，考证的基础

上，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地名。原居民点业已搬迁或并入附近其它村镇的地名，以

及为新地名所代替的lFi地名等，均未收录。一些机关、部队、院校，工厂等大院内外的家

属住宅区，因无正式地名名称，故暂未收录。

本地名录主要是按公社，街道行政隶属关系编录的。为帮助了解本区各公社，街道的

历史和现状，编写了本区和公社、街道办事处概况，以提供必要的资料。为查找地名方便起

见，前面编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本地名录，按公社、大队隶属关系编录了自然村343个，

按街道办事处所属关系编录了镇、街、胡同和居民区272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66个，

名胜文物古迹43处及全区的行政区划名称。部分靠近城区的村名，因居民密集，农户很少，

则编入街道办事处所属名称录，农民，居民都比较多的村子，为了查找方便，靠近农田的

编入了公社部分，靠近居民区的编入了街道办事处部分。各公社和街道所属地名，均按由

北向南的顺序排列。各项数据一律以1980年底统计数字为准。鉴于本区自然村里非农业人

口数量有相当比例的特点，因此，自然村名称录中的人口数字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综

合数量；生产大队的人口统计数字为浚大队内的农业人口数字；例入街道办事处名称录中

的人口数字，为该地区的非农业人口。本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同志，

对本区的地名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与帮助。他曾为本区作了题为《海淀附近地区的开

发过程与地名演变》的报告。报告中，对本区的自然地理的成因、演变和地名历史沿革，作

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经征得本人同意，放于篇首，作为

本书的代序．

本书所收海淀区地名图，是根据标准化，规范化后的地名编绘的．解放后本区的行政

区划变化较大，特绘制了行政区划沿革图附后。还收编了本区主要的名胜文物古迹和主要

人工建筑物的选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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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附近地区的开发过程与地名演变

(代 序)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日在海淀区地名普查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侯 仁 之

谢谢同志们，给我一个机会谈谈地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严格来讲我也是一个门外

汉．因业务关系，接触一些地名问题，知道得很有限。今天还有市里的领导同志参加，

主要是抛砖引玉，提出一些问题和同志们一起研究。

我知道全市包括咱们区，正在积极开展地名普查工作，这项工作本身的重要意义不需

要我讲了．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在地理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上，地名常常提供重

要线索．我很大胆地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讲到我们区的地理演变，实在非常频繁．今年春天开全国地名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曾提

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名也在经常起变化．但是，要了解地名变化的原因，还得看总的

背景．讲海淀区地名变化的情况，也要看海淀所在的地方有什么特点．这个镇是怎样成长

起来的．所以先让我花一点时间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海淀"这两个字作为一个聚落的名称，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于文字记载的?我们祖

国的文献非常丰富，大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我们国家有这样大量的文献资料．海

淀这个名字第一次记载下来，据我所知见于元初王恽的《中堂记事》，离现在已经七百二

十年了．七百二十年前的北京城，不在现今这个地方．七百一十三年以前，才选择了今天

以“三海”为中心的这个城址，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础。我们海淀镇是北京市一个区的行政

中心，但是历史要比现在的北京城还要早。原来的北京城在哪?在广安门附近一带．它的

起源可以上溯到三千年以前．那时北京所在的小平原上，有一些原始的小居民点在成长，

其中有一个就在今天的广安门白云观和莲花池之间．这个小居民点，由于交通上的枢纽地

位．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的分工和第一个阶段社会也就是奴隶社会的出现，就迅速

成长为一个小奴隶王国的统治中心．这就是燕国的首都蓟城，现在京东也有一个蓟县，属

天津市管．是唐代以后才有的．古代北京为什么叫蓟?北魏的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和北京的

大博物学家沈括都曾有过解释，今天暂不讨论这个问题．

在蓟城的故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和最大的一个大城是金朝的中都城．中都城的东北

角，在现在宣武门东北不远，北墙由此往西，经今天的复兴门南到今会城门一线．会城门

是中都城北墙上三个城门中最西边的一个门。城已不在了，但会城门这个名字却保存下来．

会城门以东是通玄门，故址在今白云观以北。当初．出通玄门直奔南I：1，是自古以来通往

蒙古高原的重要大道。出通玄门北行第一站就是海淀．

现在的苏州街，从万寿寺往北一直到海淀的西南I：1倒座观音庙，古路痕迹很明显．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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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老百姓有句俗话，口多年的大道走成河’’．这条大道切入地中，象一道干河床的样子．

大约七百多年前，出中都城通玄门往北，过今二里沟向西北，就接上这条大道，北行来到

海淀，穿过今圆明园故址，经古城一直过龙虎台到南口．以后北京城址东移，去南口的大

道也随着东移了．公元1215年，蒙古骑兵从南口下来，也是经过海淀，直捣中都，宫殿被 ．

毁．又过了四十五年，也就是到了公元1260年，忽必烈来到中都，没有住在城里，而是住在 -
中都城外的离宫里，也就是今天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上．过了七年，即1267年．他决定以今天 一
的北海，中海(当时没有南海)作为中心兴建新城，这就是元朝的大都城．大都南城墙，

就是现在东西长安街所在的地方，东西城墙没有变化，北城墙留有遗址，就是现在德胜门
’

外的土城．出大都城4匕f-l再去南口，就不经过海淀镇而经过清河镇了．

再说，海淀原本不是聚落的名称．过去有人把。淀矽写作4店’’或搿甸"，都是错误 、

的．原始的“海淀，，，只是一处浅湖的名称。华北平原上许多的浅湖，原来统叫做。淀’’．

口淀”就是浅湖的通称。原来的北京以南一直到天津附近．淀泊很多，晚至明朝还有京津

之间4九十九淀"之称，．但这些湖泊沼泽，大部分都逐渐消失了．怎么消失的?人的生

产劳动改造了它，变成了农田沃壤．

大家知道：北京平原一带，平均年降雨量是640毫米；但是每年的差别很大，70--,80％

又集中在夏季。如果年年有640毫米的雨水降下来，年年可庆丰收。实际上不是这样。遇到

雨少之年，一年还不到100毫米．雨多之年，暴雨集中下降，一天就可有150,-,-,200毫米．

1963年8月5日至9日，连降大雨，北京郊区闹水灾， 。北大"未名湖的水都溢出来了．西校

门外去颐和园的大路流水成河，公共汽车停驶，朗润园的住房都成了孤岛．这不是唯一的

一次。清光绪十六年六，七月间大雨，有记载说： 4海淀一带一片汪洋，平地水深三尺，

房倒屋塌，烟火全无。刀(金熏： 《成府村志》，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里顺便

提一下，1963年8月初那次大雨刚停，我跑至i14L大西校门拍摄洪水照片，一回头看见市委书

记刘仁同志站在那里。他问我：为什么洪水排不下去?非常关心校园水情，亲自到现场察

看．这事我记得很清楚，也很感动．

海淀所在的地方，淀泊消失了，出现了市镇，这不是孤例．比如，建国门外有一个居
，

民点叫大郊亭，还有个小郊亭。这大小郊亭所在的地方，在一千年以前北宋的时候，还是

一片浅湖，叫郊亭淀，《宋史．宋琪传》有记载，现在跑到郊亭在低洼的地方挖地不到一 1√

米，淤泥出来了，淀泊已被排干．排千这个淀泊的劳动人民开始在这里居住，进行耕作，

才有了大郊亭村、小郊亭村， “淀"字就被省掉了．海淀湖消失之后，出现了海淀镇，可

是那个“淀"字没有省掉，因为“淀”字前头只有一个。海"字，双声叠韵叫起来顺口，

所以仍叫海淀，但已不是水泊而是聚落了．

最早的时候，从现在海淀镇的西下坡，一直到六郎庄，就是原始的作为湖泊的海淀．，!．

这从地形上就可以作出判断．

从白石桥北来到海淀镇和北大校园南部，是海拔五十米等高线以上的～块高地j最高

处到五十二米，我管它叫“海淀台地"．自此以北、以西，地形下降到50米高程以下．昆

明湖东岸，是高程50米的大堤．如果大堤一破，六郎庄一带稻田就要被淹了．乘332路公

共汽车从中关村到海淀站，一路下降，这个印象大家都会有的．我记得50年以前第一次来

西郊，从西直门出来走高梁桥，护国寺，经过大钟寺北，然后到黄庄进海淀南大街，穿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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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街，一出西大街口，一片浩渺平远的低地突然展现在眼前。当时我有一个直觉t 。这

里叫海淀，大概是这片低地的关系吧．黟平时如茵的稻田荷塘，伸展到颐和园的墙外，真

是一片江南风光．这块低地我给它起名叫“巴沟低地"．巴沟也是低地上的一个小居民

点．海淀台地和巴沟低地形成的原因，这里也来不及讲了．海淀以南，巴沟低地的上游是

万泉庄．历史记载这里有众多泉水平地涌出，所以叫万泉庄。泉水汇成一条小河北流，这

就是原来海淀湖的上源之一．

海淀附近的昆明湖，原来也是一个小湖，叫瓮山泊。瓮山泊东岸上有个龙王庙。清乾

隆年间，把小湖扩大了，改称昆明湖，龙王庙变成了湖中小岛．湖水主要来自玉泉山的泉

水，是深层地下水，和万泉庄的泉水不一样．在没有人工渠道开凿之前，玉泉山的水加上

巴沟的水，顺着古代永定河的河床故道，流到清河那边去了．低地上排水不畅，积成了原

始的海淀湖．湖边农民开辟湖田种稻植荷，很有历史了．湖泊越开辟越小，而开辟这个湖

泊的劳动人民的住处越来越大．他们就住在湖边的高地上，日出而作，从高地到低地去

劳动，日入而憩，又从低地回到高地上来休息。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江南风光．引

起了北京城里官僚阶级的注意，特别是北京城迁到现在的城址之后，去海淀很近．城里不

少封建文人来这里游览风景，饮酒赋诗．甚至把海淀这个原始的湖泊改称曩丹棱游’’，但

是老百姓还是叫它海淀。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海淀的湖上风景越来越引人注意，有的写诗

赠送友人说： “输君匹马城西去．十里荷花海淀还．"(区怀瑞： 《友人招饮海淀不果往

却寄诗》，见《日下旧闻》卷22引)甚至有人描写说．这一带地方乃是。神皋之佳丽，郊

居之胜选。"(蒋一葵： 《长安客话>))意思就是说，这里乃是京城郊外风景最优美的地

方，是开辟别墅最理想的所在． 一

当时由于不断开辟的结果．原始的淀泊已经变成南北两个小湖，在南边的一个叫南海

淀，北边的一个叫北海淀。南海淀的名字一直保留到今天．也只是作为街巷的名称了，北

海淀的名字已经失传。关于北海淀所在地，最后一个最可靠的证据，记在天仙庙里一块明

朝隆庆年间的石碑上，称其地为北海淀．天仙庙俗称娘娘庙，现已并入北大校园南墙之

内．可惜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问，这块石碑已被搞掉了．北大燕南园内，也曾挖出一块墓

碑，说明墓葬之地就是北海淀。

明朝万历年间，迎来了海淀园林开发的新时期。首先是贵族武清侯李伟，在北海淀开

辟了一个规模宏伟地大花园，命名清华园。清华园的故址，在今海淀镇西下坡以北、去颐

和园的大路以西。随后，著名书法家米万钟，又在清华园引水的下游开辟了一个幽雅精致

的小花园，取“海淀一勺’’之意，取名“勺园”。勺园故址，就在北京大学校园南部的西墙之

内。后来，虽然有人继续在这一带兴建园林，但是都比不上清华园和勺园．有人曾经写了

如下的诗句说： “丹棱泮边万泉出，贵家往往分清流，李园米园最森爽，其余琐琐营林

丘。"(永理： 《题近光楼诗》，见《诒晋斋集》卷6)也许并非过分．

到了清朝初年，继达官贵人之后，皇帝也来海淀兴建园林了．康熙首先把清华园改建

为畅春园。现在畅春园故址上保存下来的唯一遗物，就是北京大学西校门外以南、大路西侧

恩佑寺和恩慕寺的两座庙门了．都是乾隆年间建造的，也已破败不堪．

康熙营建了畅春园之后，又为皇子雍正开始营建圆明园．圆明园兴建的时候，把现场

一个叫做后华家屯的居民点强行迁走，后华家屯的南边还有个前华家屯幸而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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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被改名叫做挂甲屯。现在的挂甲屯大家都知道，就在去颐和园的大道南边．但是，当

初改名的原因没有任何记载，不过事实很明显，乃是有意暗示杨家将的故事．在封建统治

时期，民族矛盾不能解决，杨家将的故事，讲的是北宋时期汉族反抗北方契丹族入侵的

事，在民间流传很广．杨家将奋战抵抗异族的事迹，并非完全虚构，只是日后传说中。演

义黟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当时的战场，大约在山西省北部。可是到了清朝初年，这杨家将

的故事却一直传播到北京城下来了，这屁然是反映了汉族排满的情绪，华家屯改称挂甲

屯，正好说明了这一事实．

挂甲屯一出现，六郎庄的名字也出来了．查一下文献，这个村子原来也不叫六郎庄，

明朝时候这地方叫牛栏庄，是老百姓开辟海淀湖田喂养耕牛的地方，人住在海淀台地上，

牲lr-I喂养在低地上．有些封建文人来海淀游览风光，即景生情，就地写诗，觉得口牛栏一

二字不雅，不能入诗，就擅自改为柳浪庄。可是柳浪庄的名称，在民间并未流行．清朝初

年，出于排满的情绪，华家屯被改为挂甲屯之后，结合杨六郎挂甲的故事，牛栏庄也就改

称六郎庄了，而且故事还在继续发展。六郎庄的名称出现之后，北边还有一个园锥形的山

头，本来叫做百望山，也就改名叫做望儿山了。这同样是为了传播杨家将的故事，说这望儿

山就是当年余太君登山迄望，盼儿子杨四郎归来的地方。最初百望山的得名，是因为这个

园锥形的高山，兀立在平原的边际，远走百里之后，仍可在望。这百望山下还有两个小村

庄，一个叫东百望村，一个叫西百望村．等到百望山和杨家将的故事联系起来，随着挂甲

屯，六郎庄等名称的出现而改名叫做望儿山的时候，山下的两个小村庄也就改称东北旺

(望)村和西北旺(望)村了。那么，现在可以问：当时在劳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这种反抗

情绪的究竟是谁呢?现在还不太清楚，大家在普查地名的时候，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

题，希望能得到一些线索．

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过望儿山往西走，不到黑龙潭，中途路北有个小村叫亮

甲店，传说是杨六郎、七郎晾甲的地方。 “晾"字现在错写成“亮"字了．亮甲店原来日LI

什么，未见记载，大概有两家人在那开了个小店，可能叫“两家店”吧?

亮甲店往南去还有两个村子，叫做韩家川和南羊坊。关于这两个村子也有个传说，请

你们普查地名时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传说韩家Jll的人和南羊坊的人不讲话、不结亲，好

象世代不和的样子。现在是不是这样? (下边有人答话：还是有这样的说法)。还是这样的

说法，怎么回事呢?地方传说韩家川是辽将韩昌驻兵的地方。辽朝的势力来到北京了，以

北京为陪都嘛，在金中都城之前就是辽的陪都，叫南京。但辽史上没有一个韩昌，却有个

大将叫韩延寿，和汉朝循史燕人韩延寿同名。大概老百姓说的韩昌，就是辽将韩廷寿。西山

里有一个韩延寿墓，过去认为是汉墓，后来经人考察，砖并不是汉砖，那个墓应是辽将韩

延寿的墓。

至于南羊坊呢，又传说是杨家将杨七郎驻兵的地方，辽与北宋交兵，一个是保卫中原，

一个是入侵中原，因此，后来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人也对立起来了。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

谈，并不可信，不过杨家将的故事在这里传播，可能是有个政治背景的，值得注意。这杨家

将的传说，从北京近郊一直散布到南口以内关沟里的“穆桂英点将台”，还有青龙桥的“六郎

影”。这样的故事本身，就说明住在这里的劳动人民对入侵者的反抗情绪。他们对传说中举

家奋战，保卫中原的杨家将的故事津津乐道，特别是清兵入关以后，就在京城近郊借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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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宣扬，难道是没有一点政治背景吗?这个问题留待大家去考察吧l这里需要再说一次，就

是上述这类的民族矛盾，在封建统治时期，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

各个民族才能真正友好相处，亲如兄弟。

从黑龙潭往西就到了自家疃，大家都知道这是曹雪芹这位伟大的作家逝世的地方。他

的房子已经不存在了，但从当时人去看望曹雪芹时所详细记载的道路，如何穿过白家疃直

到村西头的小石桥，也还依稀可辨。过了石桥不远就是曹雪芹的几间小房。现在房子不在

了，石桥还有，只是现在自家疃的东西大街向西展出很远了。自家疃原有个开源寺，寺里有一

块石牌，记载这个地方在玉河乡。其它好几个地方，也都有玉河乡这个名称。辽时还从蓟

县分置了一个玉河县。玉河县冶究竟在那儿?是个有待考察的问题，普查地名时有可能搞

清楚的。自家疃西约十里，还有一个周家巷。周家巷附近地里有一块界碑，碑上说这界碑

东南是玉河县。金朝去消了玉河县改为玉河乡了。看朱玉河县治，还得向这一带的山南

去找。 ．

最后，再回到海淀镇附近一个地名问题作为例子来谈几句。从白石桥北来路过魏公村

到海淀，有人问，魏公村的魏公是谁?前几天北京日报上讲了是不错的，没有一个魏公。

不过这个地名的演变，倒是很有意思的。元初营建大都城后，有新疆维吾尔族的人集居在

现在魏公村所在的地方，当时写作畏吾村，后来就讹作魏公村了。魏公村以东大佛寺西南，

路旁也有个墓碑，是明代李东阳的坟墓。李东阳对海淀附近的地理情况，风景名胜都很熟

悉，他写的西郊游记很有参考价值。后人记载，他的坟墓指明就在畏吾村，大概后人觉得

“畏吾"两个字不大好，才改称为“魏公”。十年动乱期间，又曾一度把“魏公弦写作

。为公’’，意思虽好，可是改来改去不见一点原来地名的影子了，总不太好。实际上“魏

公"二字也已经完全失掉原意了。

总之地名普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对于了解自己的乡土，认识自己的乡土和建设

自己的乡土都很有关系。今天，结合海淀的历史地理，讲了几个地名演变的例子，自己的

看法也不一定正确，更难免有错误，大胆提出来也是抛砖引玉。希望同志们在地名普查的

工作中取得更丰富的成果，回过头来，我再向同志们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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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概况

海淀区位于北京市区的西部和西北部，系首都近郊，是首都著名的风景区和文教区。

四至区县是：东临西城、朝阳，南接宣武，丰台，西靠石景山，门头沟，北连昌平县境。

面积为426平方公里，约占北京市总面积的3％。1980年底常住人口92．8万人，其中：城市

人口74．6万人，农村人口18．2万人。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19-19年为840人，1980年为

2100多人。汉族为大多数，另有满族、回族、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全区8

个公社，8个农场即： (西山农场、上庄公社、东北旺公社，属市．区双重领导)共75个

生产大队，506个生产队，1个林场，15个城镇街道办事处。海淀镇为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本区名称，系根据区政府驻地海淀镇命名。古时候，这里有一片很大的浅湖水淀， “海

淀”一名即由此而来。直至明代，水淀面积仍然不小，故而留下了。十里荷花海淀还’’的

诗句。最初开发“海淀’’的人们在淀边定居，遂以“海淀"代为地名。，海淀"作为地名

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元代初叶王恽的《中堂记事》，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另史。据《中国

历史地图集》，《河北通志》、《畿辅通志》等资料，海淀现有版图，远在两千多年前的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隶属于燕、北燕和燕国的蓟。秦代属广阳郡蓟县．西汉属广阳国蓟

县。魏、晋属幽州燕国蓟县、昌平县。南北朝时期幽州燕郡的蓟县。隋代属涿郡蓟县．昌

平县．唐代分属幽州的蓟县、广平县和昌平县。五代属幽州。辽和北宋时期属析津府的玉

河、宛平、昌平诸县。金和南宋时期属大兴府宛平县和昌平县。元代属大都路宛平县、昌

平县。明代属顺天府宛平县和昌平州。清代属直隶省顺天府宛平县、昌平州。民国至解放

前夕，分属北平市郊区和河北省宛平，昌平两县，1948年12月，海淀一带解放。翌年一月

中旬，十八区人民政府在海淀镇成立。当月31日，北平(北京)和平解放。同年，7y]十八

区与十六区一部(阜外大街、罗道庄、铁家坟以南地区)、十七区一部(东冉村、蓝靛厂、

青龙桥以西至温泉，南安河地区)合并，改称十六区。不久，昌平县东北旺一带等五村并

入十六区。1950年8月，更名为十三区。1951年4月，划展览路，礼士路以东地区归西单、

西四区管辖。1952年9月，十四区的朱房，清河、后八家，柏颜庄、明光寺，索家坟以东地

区及宛平县北安河地区，划归十三区．1954年6Yl，海淀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海淀区’’

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正式在版图上出现。1956年4月，划三里河路以东地区、北太平庄东部地

区归西单区和西四区，划八大处乡归石景山区，后屯乡划入海淀区。1958年3月，昌平县东小

口，永丰屯．上庄．苏家坨等乡和石景山区的田村乡．西黄村乡并入海淀区。同年9月，划

西黄村乡归丰台区．1963年19．71，划东小口乡归昌平县。至此，海淀区的管辖范围基本固

定下来。 (书后附有八幅区划沿革图，可供参考。)

本区地势西高东低，大部为海拔50米左右的平原，系古代永定河冲积扇的一部分。平

原面积334平方公里，约占全区面积的四分之三．本区西部和西北部边缘地带，山峦起佚，

植被繁茂，名胜古迹甚多，可谓阻挡西北风沙的天然屏障。全区海拔7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

约92平方公里，大小山峰60余座．位于北安河西北的小风口、羊山顶等山峰，海拔1200多

米．西部香山一带，系北京著名的风景区之一．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本区水系主要有南长河、清河、万泉河、小月河、南沙河，北沙河(-9昌平县交界)，

以及解放后人工开凿的永定河引水渠和京密引水渠、另有昆明湖、玉渊潭、紫竹院湖和上

庄水库等水面。上述水系虽然流量不大，但对保证城市用水和全区农业灌溉，有着重要意

义。以“天下第一泉’’著称的玉泉山水系，质醇甘洌，自元代以来的800年间，一直是北

京城给水的主要源泉。

本地气候属北方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近20年平均气温为

摄氏11．6。，最高气温39．7。，最低气温零下19．5。．年平均降雨量为700毫米左右，多雨季

在夏秋之间。全年无霜期180余天。

本区的山形水势等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成为历代京都的游览胜地。象国内外闻名的

颐和园、香山，玉泉山，钓鱼台等名胜，远在800年前的金代，即开始草创经营．金代定

名的。燕京八景"中，有三处即：西山晴雪、玉泉垂虹和蓟门烟树，就在本区。著名的卧

佛寺(即十方普觉寺)建于1200多年前的唐代。元代和明代陆续开辟了不少名园胜景．清

代是本地区古代园林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清漪园的大规模扩建(扩建后即

更名为颐和园)，畅春园在清华园基础上的改建，以及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历时

150余年建造经营的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三园(习惯总称的圆明园)

的落成，当时称之谓“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静宜园、静明园、颐和园、

圆明园、畅春园)”的园林建筑，可说是“集天下胜景干一地，汇古建绝艺于京华"，

巧夺天工，名满中外，随着皇家园林的峰起，一些封建达官贵人接踵而来，在海淀、香

山一带建造的园林别馆，寺庙墓府，更是数不胜数。令人痛惜的是，被世人誉为4万园

之园’’的圆明园，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焚毁，清华园(即后来的畅春园)、勺园等著名园林，

亦荡然无存。据六十年代前后调查，全区名胜古迹有一百余处。目前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有两处(颐和园、五塔寺)，市级27处，区级9处。解放后新辟公园两处(玉

渊潭，紫竹院)，还有鹫峰，樱桃沟等游览胜地。对其他文物古迹，区文化部门正在作深

入调查，拟采取措施加以保护。相传，香山正白旗和温泉公社白家疃，是清代著名文学家

曹雪芹晚年生活、写作直至故去的地方，多年来一直吸引着中外“红学"家和文史工作者

的探察与考证。

海淀区由于其良好的地理条件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被规划为首都文教事业建设区域．

除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与前燕京大学合为一处)，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址j，

外，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在本区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前铁

道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

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体育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

政法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言学院，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研究生院和北京师范学院等20多所高等院校．还

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以及一些高等军事院校等．科研单位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石油科学研究院，钢铁科学研究总院、铁道科学研究院，邮电

科学研究院等数十个科研院所．全区有中学89所，小学195所，教职员工14000多人．中央，

市，区、公社各级所属中等专业一7-"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数十所．全区还办起了电视大学，职

工业余大学和众多的职工业余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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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本区的著名文艺团体有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农业电

影制片厂，北京电影洗印厂、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北京电影乐团、中国京剧院、北京市艺

术学校、总政文工团和各军兵种文工团等．
‘

本区还是中央国家机关、部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各单位较集中的地区。

本区地处首都近郊，城乡交错，城市建设发展较快，靠近城区部分已基本城市化．公

路纵横，交通便利．全区有沥青和水泥路面公路70余条，有26条线路的公共汽车通向全区

各处，其中有15条路线直接与城区相通．农村各公社均通公共汽车，各村各队都有公路或

石碴路相连．

区属工业在1958年后有较大发展，后来大都按专业归口交市有关部门领导。现有19个

工厂，2500名职工，1980年年产值达2500多万元。近年来，各街道办事处为安置待业青年

办起了20多个小工厂，从业者千余人。公社工业发展较快，至1980年年底已有89个工厂，

务工社员17000多人，年产值达1．26亿元．社办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为农业生产提供资

金，扩大社队积累，增加社员收入，以及为城市大工业和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起

了重要作用．商业服务业是全区城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营商业网点1100多个，职

工22000多人．近年来，新兴的街道商业服务业网点达600多个，从业者万余人，吸收城市

待业青年和家庭妇女就业．本区较大的商业活动中心有海淀镇，清河镇以及西苑，五道

口，甘家口，翠微路，永定路等处．

本区是首都蔬菜付食品生产基地之一．本区农业主要是为城市服务。全区现有耕地

20．7万亩，其中，菜田5．6万亩，粮田11万亩．1980年生产商品菜5．8亿斤(平均亩产万斤以

上)，粮食1．08亿斤(平均亩产937斤)，干鲜果品3836万斤。商品猪11万头，牛奶2024万

斤，禽蛋100万斤，鲜鱼42万斤．海淀，玉泉山一带年产驰名中外的。填鸭’’60多万只，

这里还是著名的。京西稻"的集中产地．1980年农业社队总收入2．56亿元，比上年增长

19％，其中公社一级的收入占78％．社员平均收入402元，比上年增力[1101元。

人民公社化以来，本区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得到迅速发展。全区现有电机井1254n[{和

比较完善的自流灌溉系统与排水系统，有效灌溉面积达93．4％．全区各社队拥有大中型拖

拉机344台(1．8万马力)，手扶拖拉机1300多台(1．3万马力)，农用载重汽车592辆，三

轮卡车38辆，动力机械6500台(4．9万千瓦)，排灌机械3800多台，其它各种主要农机具

7000多台．为解决首都冬季鲜菜供应，全区积极发展温室和塑料大棚，冬季蔬菜生产面积

达7千余亩．玉渊潭和四季青公社还分别建起了占地面积为60亩和33亩的现代化大温室，

可不受气候影响生产各种新鲜蔬菜，及时供应首都市场．

全区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现有区属医院3所和区属门诊部9

所，公社医院(卫生院)11所，各大队普遍设有合作医疗站．并有四个公社对社员实行免

费医疗，对社员子女实行免费入托和统付学费．此外尚有20多所中央和部队医院，积极承

担了当地居民，农民的医疗任务．区和公社设有广播站，做到了村村通广播，队队通电

话．区体委，文化馆、图书馆，少年宫，电影放映管理站，工人俱乐部和评剧团，以及公

社，大队电影队放映组、文化站、图书室，电视播放室等，积极开展活动，努力活跃广大

群众和青少年的文化生活．

今后，通过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海淀区这块历史文化悠久、现代科研汇萃，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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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集中和风景秀丽的地方，必将变得更加引人瞩目，也必将为首都的四化建设和旅游事业

作出更大的贡献．



地名首字笔划索引

标准各称 页数标准名称 页数标准名称 页数标准名称 页敷

一棵松

一亩元

一道街

=画

二龙闸

=河开

二里庄

=道街

二里沟

七孔闸

八家村

八家

八里庄

八宝庄

九王坟

九家坟

九间房

十王坟

十间房

又一村

厂洼村

厂大街

厂后街

厂胡同

厂北街

三画

大工村

大锅伙村

大牛房

大柳林农场

大山口

大石桥

大北门

大有庄

t10·

31 大钟寺村

36 大坑沿

46 大河庄

大井胡同

大城坊

大泥湾

大慧寺

大柳树南村

大柳树北村

大影壁胡同

小锅伙村

小牛房

小屯

小府村

小煤厂

小南庄

小车居

小西门

小村

上庄

上地村

上河沿

上园村

下洼子

下村

三星庄

三虎桥

三义庙

三岔口

三道街

三角地

三才堂

万安里

万寿寺村

40 万泉庄 36

48 万寿山后身 46

48 万寿路 62

49 万寿路西街 62

49 万寿路东街 62

54 万寿路居民区 62

54 马家坟 33

54 马连洼 29

54 马甸 40

54 马神庙 59

23 广源闸村 33

27 土桥 21

32 土井村 29

32 山南村 34

33 于家坟 39

36 门头村 32

40 门头新村 32

56 四画

56 五拨子 39

25 五塔寺村 40

29 五路居 43

37 五棵松村 44

40 五孔桥 44

48 六里屯 27

57 六郎庄 36

2l 六间房 37

33 六道口 39

36 太舟坞 23

46 太平庄 40

46 太平村 44

49 太平庄 49

52 太平院 49

32 太平庄胡同 49

33 太平庵 50

太平路 62

双塔村 25

双槐树 34

双桥西 36

双泉堡 40

双桥东 48

双井 48

双榆树 54

双贝子坟 61

中坞 32

中关园 49

中关村 52

王庄 23

壬庄 37

公主坟 27

公主坟 31

车耳营 17

车道沟 33

水江子 23

水磨 36

火器营正黄旗57

火器营正蓝旗57

火器营厢蓝旗57

火器营厢红旗57

火器营厢黄旗57

火器营厢白旗58

火器营北门外58

火器营南门外58

火器营西门外58

贝家花园 19

屯佃村 27

邓家庄 29

牛碌坟 32

云会寺 3：{

弘盯如怕明弘弱蛆鹳．鹳均¨仰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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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页数标准名称 页数标准名称一页数标准名称 页数

什坊院 34 北辛村 3I 四槐居 37 西二旗 29

什坊院 61 北沟村 31 四拨子 39 西小府 3l

巴沟村 36 北红门村 31 四街南口 51 西平庄 33

书铺胡同49 北正黄旗 31 四道口 54 西冉村 33

牛子胡同 50 北坞村 32 龙泉寺 17 西苑操埸 36

文慧园 56 北辛庄 32 龙背村 36 西三旗 39

木楼村 61 北高庄 33 龙凤桥西岔， 48 西小口 39

五画 北小营 39 台头村 17 西洼村 39

东埠头 23 北太平庄 56 礼王坟 32 西王庄 39

东马坊 25 北洼村 43 巨山村 33 西白塔庵 40

东小营 25 北沙窝 一44 巨山农场 33 西钓鱼台 43

东玉河 27 北河沿 49 石佛寺 。33 西苑 46

东北旺 29 北下关 54 石板房 39 西栅栏 48

东宫村 31 北官房 56 玉极庵 33 西大街 ．48

东沟村 31 北沙沟 59 半壁街 34 西上坡 48

东关场 32 北蜂窝 61 半壁店 44 西烧锅 51

东平庄 33 北小马厂 61 田村 34 西五道口 52

东冉村 33 正白旗 31 长春桥 36 西村 56

东板井村 33 正白旗 37 功德寺 37， 西穿堂 58

东大石桥 39 正蓝旗 31 平台村 44 西翠路 62

东柳村 39 正福寺 33 古庙 44 后沙涧 21

东王庄 39 正黄旗 37。 头堆村 40 后章村 25

东永太庄 30 正红旗 37 头堆胡同 54 后柳林 2I

东五道口： 40 永太庄 25 甘家口 59 后厂村 29

东白塔庵 411 永丰屯 27 后窑 32

东钓鱼台 43 永太庄 39 六画 后营村 37

东黄家坟 44 永辛庄 49 后屯 39

东烧锅 51 永定路 62 丙农场部 17 后八家 39

东升园(I-i3条)53 永定路小街 62 西埠头 19 后营(1．10排)46

东穿堂 58 白家疃 23 西小营 21 后营北上坡 46

北安河 19 自水洼 25 西河滩 23 后马路 48

北庄子 2l 自塔庵 43 西马坊 25 后官园 49

北坡 23 白堆子 43、59西闸村 25 后吉祥 49

北玉河 25 四王府 3I 西玉河 27 后罗锅 50

北崔家窑 27 四眼井 32 西北旺 29 红旗村 32

北辛村 29 四统碑 32 西北旺东村 29 红果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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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页数标准名称’页数标准名称一。页数标准名称 页数

红葫芦

红联村

红联南村

红联北村

红联东村

红门村

老公坟

老营房

老虎庙

老爷庙

老虎洞

朱房村

朱房西窑

朱房西洼

朱各庄

成府

成府街

成府东街

成府西街

成府中街

羊圈

羊坊店

刘庄子

刘家胡同

安宁庄

安河桥

乔家庄

兴隆庄

向阳新村

祁家村

买卖街

行集寺

同庆街

军机处

观音阁

吉永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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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戏楼村

56 会城门

56 乔建居民区

56 七画

56 杨家花园

57 杨家庄

32 杨家庄

33 杨家井胡同

40 杨家井大院

43 杨树胡同

48 辛庄

39 辛力屯

39 辛店村

39 辛庄大胡同

44 辛庄小庙

49 苏家坨

49 苏州街

49 苏公家庙

49 沙窝村

49 沙沟村

49 沙土窝

61 沈家山

27 沟沿

50 肖家河

29 肖家河东村

37 肖家河桥东

29 志新村

29 志强园

31 吴家坟

32 吴家场

31 皂甲屯

34 皂君庙

46 宏伟村

48 李家坟

48 冷泉村

50 闵庄

57 佟家坟‘

61 ‘杜家坟

61 麦钟桥

牛亡牛桥

19 驴市口

23 豆腐坊胡同

29 花园村

49 八画

49 周家巷

50 周家坟

23 环谷园

25 环山村

27 罗家坟

48 罗家庄

48 罗道庄

2l 果庄子

48 果子市

49 张庄子

44 武家庄

44 杰王府

49 峰峪

29 单水门

50 金庄

37 金龙馆

37 金沟河路

37 板井村

40 昌运宫

56 法华寺

44 虎城

44 河北新营

25 河南新营

40 河北村

19 官碾房

25 坡上村

29 卧虎桥

32 明光寺．

净土寺

定慧寺

郑王坟

茂林居

苑家村

青龙桥镇

青龙桥东街

青龙桥西街

青龙桥后街

和平街

贤孝牌

侍卫营

枣树院

九画

南安河

南坡

南玉河

南崔家窑

南羊坊

南辛村

南正黄旗

南河滩

南坞

南辛庄

南平庄

南高庄

南楼

南小营

南马坊

南沙窝

南栅栏

南大街

南太平庄

前沙涧

前柳林

前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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