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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几十万字的《司马台村志》落稿了，这是隋福民、白家瑶等几位学者的

辛勤劳动的结果，有识之士吕伟忠先生的不懈努力的结果，我既为此感到高兴，

又为之表示感谢。

这部书告诉人们，历史不能忘记。其实司马台的村史用几十万字是写不尽

的，这里的人文、这里的山川、这里的河流、这里的所有一切都是数千年形成的，

有多少苦辣酸甜、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艰苦创业、有多少奔波数不尽说不完。

就拿司马台几个自然村的村名说起，后川、上窝棚、下窝棚、蔡家窝棚、老坟沟，为

啥取这样的名字?就因为过去人穷盖不起房子，只能用几根木头一支，周围用秸

杆草等一围形成的窝棚。窝为居，棚为住。家里几口甚至十几口人蜗居在棚里O

要是赶上战争年代甭说吃饱饭了，就连保命都难。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从《司

马台村志》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一面。从住窝棚到砖瓦房又经过了几代人的努

力，从一户一间房到一户三间房，看到了社会的进步，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走向富裕。

2010 年，对司马台村来说是一个欢欣鼓舞，也是历史转折的一年。在县委、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引进"古北水镇"项目落户司马台村。镇党委、政府坚持

"党组织引领、大项目带动、镇村企联建、发展共赢"的指导思想，以"古北水镇"

重大项目建设为契机，将景区周边八个自然村全部整建制搬迁，大力推进司马台

新村建设，这一年市政府将该村列为沟域经济开发、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搬迁

工作从 6 月 3 日开始准备，7 月 3 日入户动员，7 月 23 日全部完成《房屋搬迁补

偿协议》签订，历时 50 夭。共搬迁居民院落 393 套、502 户，拆除大小房屋 4168

间，搬迁 1131 人，关停民俗户 63 户、规模农家院 10 家。搬迁政策受到了老百姓

的拥护，建设司马台新村受到了村民支持。司马台新村创出"司马台速度"和

"司马台模式"在密云乃至北京市的搬迁史上创造了奇迹。政府投资近 5 个亿

的司马台新村于 2012 年 6 月基本完工，7 月司马台的村民开始入住，一个集中

供水、供电、供气、分户供暖的文化花园新村受到了世人的瞩目 O 看到老百姓入



住后的喜悦，我感到无比激动和欣慰。从窝棚到泥土屋、从砖瓦房到楼房，一个

个民宅的变化，见证了我们党始终如一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 O

党的"十八大"再次把民生问题纳入报告，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生活问题，

提出实现小康目标和时间表。这为我们司马台新村在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乡风文明、环境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增加了助推器。我

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都写在了《司马台村志》上，让一个长城脚下的山村历史

来告诉后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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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台村是北京郊区一个普通的山村，和全国 69 万行政村一样，历史悠久，

经济繁荣，民风淳厚。司马台村又是一个不普通的村子，因为它位于长城脚下，

与长城的命运息息相关，这里还孕育了罗道教，在 21 世纪，还成为北京市新农村

建设的实践者和承载者。对于这样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村子，女口何撰写好村

史对于书写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古北口镇的党政领导对这次村史编撰给予了大力支持。吕伟忠先生是村志

编撰的倡议者，且为村志编撰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些都为村史的编撰创造

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撰写者通过访谈村里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名人贤达，通过

外访内调，悉心钩沉，通过去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通过收集各方面的材料，历

时两年，终于完成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司马台村志:一个长城脚下山村的历

史》。总体来看，这部村志内容详实，也勾勒出了司马台村的历史，为司马台村

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财富 O 从写法上看，这部村志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我

觉得很好O

村史的编撰，对于司马台村来说，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件大事。有

了村史，人们就知道了自己的过去，就能够继承我们祖先勤劳勇敢、艰苦奋斗、淳

厚朴实、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缅怀他们为国家、为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

时，也能以此为教材，教育后代，把这种光荣传统世世代代流传下去O

历史可以资政，历史可以育人。晚清思想家、诗人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就是告诉人们要通过学习历史增长智慧，把握未来。"若问古今兴

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说的也是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美国著

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也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

重演历史。"可见，历史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帮助。如果一

个民族能够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不断地思考，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具有

远见卓识且强大的民族;如果一个文明能够从历史中不断地找到创新点和变革

力量，那么这种文明就一定能够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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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虽然仅为一部村史，但也能发挥它重要的资政育人的作用 O 能为

这样有意义的村史作序，我很高兴。让我更加高兴的是，这部村志的撰写者，

是我的学生，编撰这部村志的倡导者，也是我的学生。我希望《司马台村志》

的出版能够得到同仁的关怀，也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村史编撰有一个

大发展。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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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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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要写司马台的村史，这或许是很多人的疑问 O 大而言之是为了

保留住历史记忆，使得后人能够了解原始的，真实的过去;小而言之是因为从前

的村落已经开始消失，变为现代化支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在传统与现

代，原始与新生，自然与人为等变化变革中的交错、重叠、甚至是争夺造就了原始

结构的变迁。更多的是在原始环境中落脚、生存、繁衍数代人的后人们能够追溯

和清晰过去，在记忆中存贮本来。

司马台为人所知的是长城，而长城脚下的村落是与长城息息相关，有着人文

气息。古人修筑的建筑始终矗立，而生息在当下的先人足迹早已消失，更何况

随着村址迁移更无处寻追真实的过去。点缀山麓的茅草屋，顺水而聚的村落，

码放过河的踏石，还有春种的繁忙、秋收的喜悦，人物皆非，恐是在记忆中难以

割舍。

当我们读到这本山村史略时，当我们走入新建成的司马台新村时，自然会生

成新旧对比，或许还会有不同的感叹或感受。在新农村建设和改造山区面貌的

今天，为后人留下追忆前人的一点可能，这或许是笔者和编委们的初衷。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白家瑶

2012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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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台是我的家乡 O 我在那里出生，也在那里长大。我是那里吕氏家族的

后裔，据推测，吕氏家族大约在那里生活了 20 代，算起来与司马台长城、司马台

城堡的年龄一样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我觉得我们吕氏家族的命运

与司马台长城的驻守、与中国北方的边防密切相关。那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

人我都熟悉。我的祖辈人如今还在那里安息。他们在冥冥中还惦记着那里的山

和水，那里的人和事。因此，我对司马台的感情是难以名状的，是刻骨的 O 对那

里的山和水，对那里的人与事，我总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和一种渗透在血液

里的爱一一对家乡的爱，对长城的爱，对那里的人和事的爱，对那片热土的历史

的爱。就是因为这种爱，我觉得我有责任记录下司马台曾经拥有的一切。而随

着古北水镇项目的实施，我觉得记录下司马台历史的责任就更加迫切了 O

为此，我发起了编撰司马台村志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密云县古北口镇党

政领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各位专家学者

的支持，他们都觉得这是"盛世修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由于有各方的支

持，我就委托隋福民执笔撰写这部司马台村志，并让萧国亮教授、我的二表哥白

家瑶教授作为指导。在编撰过程中，我积极为编撰者创造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比

如，安排去司马台村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目的就是希望司马台村志能早日与读者

见面。两年来，看着这部书稿在隋福民副研究员的笔下逐渐成形，看到今天这部

书稿即将付梓，心中有一种深深的宽慰。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司马台人，我做了

我该做的事，我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在这里，我非常感谢萧国亮、白家瑶先生，

也感谢方方面面的支持者，同时，也对撰写者一一隋福民表示深深的谢意和由衷

的敬意!

大爱无疆，大爱能唤起人们心中最柔软的感情和最深厚的宽容。我曾经为

司马台写过一首歌一一《司马台传奇~ ，如今已经被很多人传唱 O 这首歌表达了

我对司马台的感情，也希望这种感情能够融化我们彼此的心扉，让世界更宽容、

史和谐、更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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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司马台那是传说中的地方

那里有我的祖先我的爹娘

司马台那是古老的地方

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那里曾经筑长城

中原在此设屏障

那里曾经是战场

狼烟频起号角声响

杀声震天马蹄飞扬

头颅落地再生何妨

寒来暑往几多忧伤

多少家人泪流成行

大丈夫当兵驰骋疆场

好男儿壮志征战四方

这里是历史传说是文章

别忘咱的祖先和爹娘

司马台那是传说中的地方

那里有我的祖先我的爹娘

司马台那是古老的地方

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那里曾经有市场

茶马古道人来往

那里曾经有教堂

传播教化无为思想

塞外中原友好邻邦

戍边备征拓田垦荒

一派繁荣民安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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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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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都市谁曾想往

大丈夫当兵驰骋疆场

好男儿壮志征战四方

这里是历史传说是文章

别忘咱的祖先和爹娘

这里是历史传说是文章

别忘咱的祖先和爹娘。

吕伟忠

2013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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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的重大工作部署和要求，

以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为依据，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

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

全面真实地记载司马台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反映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旨在

"资政、教化、存史"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全志记事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的发端年代，

下限止于 2012 年，全面、系统地记述司马台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

史和现状。

兰、本志首设序、概述、继以专业篇。按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

建筑的顺序排列。尾设大事记、附录、后记。大事记以时为序，要事系之。图、表

随文穿插。不专设人物篇，相关人物和故事以专栏形式呈现。

四、本志除了引文和个别历史资料外，记叙和论述一律采用白话文。访谈资

料是依据访谈记录或录音整理出来的，本书中作为资料引用，尽量保持访谈对象

口语化原貌，书中全部用楷体标明，并加注被访谈对象。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年、月、日，采用公元纪年，阿拉伯数字

书写。中华民国年代及以前，朝代历史纪年的年、月、日采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

纪年。

六、地名 O 历史地名沿用旧称，今名以现定地名为准。

七、称谓。机构、组织、单位称谓以当时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后用

简称。

八、本志的材料主要来自档案资料、党史资料、正史、旧志、专著、论文、报刊

文章以及有关人士的访谈资料。为了让后来人有据可查，所引用的史料和其他

人的成果均注明了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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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十、本志为个人收集、整理、编写，任何人不得抄袭、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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