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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方志·古镇图志丛书》序

段柄仁

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深邃厚重．魅

力无穷。如果把以故宫为中心的城市核心区的文化

积淀，比作光芒四射的月亮，那么月亮的周围还遍

布一片片一道道亮丽的星云，诸如西南面的北京猿

人聚居区、北郊的长城带和皇陵区、东边的古运河

带、西郊的皇家园林区等。此外，众多的古镇、古

村落．像满天繁星．镶嵌于京郊大地，和“月亮”、

“星云”相映生辉，共同构成了北京灿烂辉煌的历史

文化美景。

如何把这些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当代的传承

景况全面、系统、准确、生动地再现出来9编纂地

方志是已由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是我们的

祖先创立的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志书

形式展示我们的历史和现状，已被纳入法制轨道，

在全国全面开花结果。北京市和全国兄弟省，市、自

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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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同步，从20世纪80年代重启了编修社会主义

新方志的工作，经过20多年的辛勤劳作，现已基本

完成第一轮规划内1 72部志书的任务。目前正在启

动第二轮志书的编修工作。同时，在规划外还编写

出版了一系列部门、行业、区乡、单位志书和资料

书。其中《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把最能反

映北京特色和亮点而未纳入第一轮修志规划的王府

井、前门、大栅栏、琉璃厂、天桥．什剥海等“文

味”，“京味”浓郁而集中的特殊地域，王府、祭坛、

会馆、庙会、老字号等文化内涵独特深厚的建筑、节

会、店铺，一一成志．加上已列入规划志书的故宫，

长城、天坛、颐和园等世界文化遗产，使“月亮”更

加璀璨。但如何使“星云”的展示更完美，使“星

星”亮起来．成为人们殷切的愿望和修志工作者义

不容辞的职责。《北京地方志·古镇图志丛书*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这套志书，是北京古镇系列丛书的第一批成

果．是由市地方志办公室选择修志条件比较成熟的

古镇，委托专家执笔编纂的，包括房山区的琉璃河

镇、良乡镇，海淀区的海淀镇，门头沟区的斋堂镇，

延庆县的永宁镇，密云县的古北口镇、不老屯镇，通

州区的张家湾镇，昌平区的南12镇、沙河镇等1 0个

争引引引引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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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的志书。这l 0个古镇形态不同，风采各异，但

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历史悠久、声名远

播，影响深广，地理位置多在大山之口或古河道

边的古镇，在特定历史阶段．处于交通要冲，成

为军事重镇、京师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一定区

域的经济文化中心。且山河形胜．环境优美，有

不少奇观异景，历史遗存丰富多彩，古长城、运

河、邮驿御道、寺庙道观、祭坛陵寝，名居名店、

皇家园林，名人逸事，故事传说、传统技艺：风

味小吃、诗文碑刻，俗俚乡谚等，令人向往。其

兴衰也多与北京核心城区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

系。其中琉璃河镇有北京最早的古城遗址。良乡

镇从秦汉就曾建县，地名传承至今；斋堂镇现有

前桑峪、东胡林古人类遗址，还有爨底下村、灵

水村等闻名遐迩的古山庄民居；古北口镇、南口

镇都是长城要塞、交通要道、京城锁钥、军事重

镇．承宁镇位于长城以北，是以屯兵兴起的塞外

古城．小巧玲珑、古色古香；张家湾镇是京杭大

运河北端的皇家码头，漕运古镇。海淀镇的四周

在清代是皇家园林．现在被高等院校和科学院环

绕，是北京科技园区的核心区；不老屯镇是具有

旧石器遗存、古长城、古石刻和山水秀美的独特

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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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环境．也是北京市少有的长寿镇；沙河镇被称

为“京师之枕”，是明清帝王谒陵和北巡的驻跸之

地。把这些古镇的历史与现状展现于地方志之中．

不仅使志书家族“添丁进口”，兴旺扩展，给人以原

生态文化的历史厚重、深邃、沦桑感。使人领略古

今纯朴的文化神韵，为文化古都北京寻根找源．增

光添彩，也为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提高民族自豪感

和凝聚力，为开发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经济创造了

良好条件。总之，这套丛书为构架先进文化的“地

基”，增强国家软实力，必将起添砖加瓦的作用。

让“星星”亮起来．为古村镇修志写史．是一

个有效的影响深远的举措，但这远远不够，还必须

有保护古村镇历史文化资源的相应措施，制定切实

的保护规划，选择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科学方法，避

免开发性破坏、生活性破坏，把自然性破坏降到最

低程度，使其里巷、民宅、地貌、水系、植被和传

统民俗风貌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得到切实

的保护，合理的开发利用，这需要各方给予关注，还

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的通力合作。

II}—寻引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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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村的改造进程，加快新城区的建设步伐；结合通州I区万亩

森林公园张家湾段的建设，以扩充、完善工业开发区为契机，打

造运河、京津公路、朱粱路沿线景现建设，在凉水河畔建成以

IDC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数字产业基地为核心的高端数字产业

园区；制定恢复古文化产业开发的总体规划，弘扬运河码头和

红学文化；打造萧太后河岸边仿古一条街，建设张家湾大运河

影视文化基地；北与“泛家居”产业——创展家居，南与文化

企业华兴达青铜器雕骥公司相呼应，旁有具有传统手工艺文化

的唐人坊作补充，引进知名文化产业．形成集产业、文化．居

住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新城南部以设施农业的龙

头企业为引领，大力技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利用政策扶持、技

术指导千方百计引导农民增收致富。未来的张家湾将以工业作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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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有效补充．现

代服务业明显显现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展现给世人。张家湾正在

走向新的辉煌。

0目&窜g高域

旁∽

写在漪．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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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享湾是通州区的古镇之一，历史上因为是京杭大

运；可北端码头而声名远扬。张享湾的历史．首先是水运

的历史，作为皇术漕运码头．首先得益于白河(潞河北

运河)、通惠河、萧太后河、凉水河四水汇流的地理优势．

由此才有了随水运而诞生．随水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

_●J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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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镇是北京市通j11区所辖11个多镇之一，位于通州区

中部偏北．镇政府驻地张家湾村，北距通州I城区8公里。张家

湾镇东隔北运河与西集镇相望．西邻台湖镇，南面与潍县镇、于

家务乡接壤，北与梨园镇、水顺镇为邻。镇域面积105．4平方

公里，辖57个行政村，人口5．4万。

张家湾镇域地势平坦、水乐丰富，交通便和J。大运河、凉

水河、萧太后河、玉带河四河贯穿全境。另有京沈公路、京津

公路、北京六环．京律二通道、张采路、宋粱路6条主要公路

穿境而过。也是八通轻轨东端起点，形成通往华北、东北和天

津等地的交通枢纽。从张家湾驱车至市中心或首都机场只需30

分钟．到天津新港只需90分钟。有与京秦铁路相连的铁路货运

站．年吞吐能力6。万吨以上．为张家湾镇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综合优势。

张家湾镇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古镇。据史料记

载，自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年)张碹试行海运起，到1900年

漕运停止的近800年刖间．张家湾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和战

略地位重要而闻名天下．有“大运i可第一码头”之称。建造北

京城所用的大批建筑材料以及南方出产的商品货物，都是由水

路经张家湾运徒北京的。封建时代，张家湾在中外、南北的政

一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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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文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存的北京市一级保

护文物道运桥、佑民砚、600多年的古槐、明代的千斤石板、水

路运输的花斑巨石、清代作家曹雪芹笔下的花枝巷，十里街、曹

家肖铺、盐店等遗址以及苗雪芹奉人的慕到葬石等．见证了张

家湾的悠久历出。

张家湾村形成于元代。1949却{3月通县人民政府迁驻张家

湾镇村(张家湾镇内有张家湾村．张宋湾镇村)。次年6月再迁

通州I城内。1950年6月为通县第六区(区政府驻张家湾，区以

F设张家湾每、土桥乡，施园乡、马营乡、里二沁乡、架各庄

乡等)，1958年9月建立张家湾人民公社。1983年3月撤销人民

公社建制，恢复设立张家湾乡，1990年改设张家湾镇。2001年

12月牛堡屯镇升入，形成现在的镇域。

张家湾镇是通州地区古镇之一，这里保留着战国时期和汉

代先民繁衍生启的遗迹。由于张家湾曾经是白河(今北运河)、

通惠河、浑河(古水定河分支——凉水河)，萧太后河四水汇

流之地，同时也由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需要江浙经济区粮食

相各类物资的供应，在元明清三代，张家湾与通卅I同为京杭大

运河北端的皇家码头。元代至明代中期．张家湾承担了漕运中

心、客运中一C、、商运中心的历史重任。直至明嘉靖七年(1528

年)，巡漕御史吴仲主持将通惠河道改由通州I城北入运河，漕

适中心北移至通卅l城的土坝、石坝以后．张家湾依然是京杭大

运河北端护卫漕运和客运．货运的重要码头，这种状况一直延

续至lJ清末。在此期间，有多少万石漕娘经由张家湾码头运到北

京城及周边地区；又有多少帝王将相．选官贵人、文人墨窖、

商贾行旅经由张家湾码头往来干京杭大运河之上有多少种类

的物资，举凡正南丝绸、茶叶、瓷器、香料、日用百赏、建筑

IJI争引引引刘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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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张家湾码头运销

中国南北各地。商流、物流、客流的集聚，使张家湾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兴盛。张家湾为维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为建

设．保卫、安定．繁荣北京，为促进中国南北各民族之间的了

解、交流和融合，为促进封建时代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的贡

献，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在漕运年代，通州和张家湾同为京杭大运河北端一个码头

的两个部分，它们在不周年代有若不同的分工。对于通州来说．

它不但是皇家码头，同时也是地区性的政冶、经济，军事、文

化中心．被称为“小燕京”，而这些是张家湾所不具备的．但这

并不影响张家湾在漕运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张家湾作为漕运

古镇．它的作用无疑是重大的，况且在通州I成为漕运码头之前，

张家湾的这种作用已经发挥了近250年。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和运河漕运的停止，张家湾的作用和

Q捧章青镀路持*fa于Z006年}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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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已大不如前。清光绪来年，张家湾镇坐商只剩30余家。1930

年前后，张家湾在通县六大集镇(西集、马驹桥、永乐店、燕

郊、张家湾、牛堡屯)排序中，居于次席。镇内只有杂粮市、骡

马市、猪市、草市。日伪统治时期的1941年，在通县的集镇排

序中，马驹桥居第一，阿集其次．张家湾位居末席。这与张家

湾鼎盛时期“口日为市，弦歌相闻．百货丛集，最称繁盛”的

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八国联军和日本停略中囝的事蛮中．张家涪=}fII医和所右特得昭

者铁蹄践踏的地区一样．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这里的人民 I

有着英勇顽强、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 I

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们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付出了巨 l

大的牺牲。辛亥革命时期，北方革命司令部设在张家湾，有7位 I

烈士英勇献身。张家湾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自 j

己的贡献。 l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张家湾又掀 l

起树立名镇形象的热潮，“敢为人先．敢创大业．敢争一流”的 l

张家湾精神催生出巨火的经济活力．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I

从曾受到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的勤俭,／J、社．刘少奇亲临视察的 l

土桥乡高楼金村青春社，到1985年宴现北京远郊县第一个产值 I

超过1亿元的乡镇，并连续8年保持京郊多镇经济领先地位。张 I

家湾依托通卅l工业开发区落户镇域的优势．实施“工业强镇”的 l

战略，使全镇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2001年12月，原牛堡屯镇 l

并入张家湾镇，叉给张家湾镇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张家湾镇 J

年年喜结硕果，先后获得“京郊百强”、“全国百强”、“京东建 l

材湾”．“全国文明乡镇”、“北京市模范集体”等荣誉称号。2008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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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收八10351元

今日张家湾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富

裕、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型小城镇。

近几年，张家湾镇按照高效、集约利用的要求，积极发展

工业企业。截至2008年，全镇入驻企业已达到i500多家，打造

起服装，建材．医药、化工等10余条工业产业链。铜牛集团、

北京三杰钢结构有限公司．福耀玻璃、京华客车等近百家知名

企业的入驻。中油公交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东方石化销售中心

等90多家总部企业和结算中心的落成t以方和正园．创展家屠

为核心，集生产，设计．研发等技工贸一体{tm业周区的正式

营业；东亚铝业集团4煤制气”节能改造项目和一批重点老企

业的技术挖潜改造的完成，提升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了企

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张家湾经济注入了新鲜血f1鼙。

20世纪90年代．张家湾镇葡萄种植就达到1．8万亩，涉及

16个村，带动200多户农民。依托葡萄产业开展旅游观光和采

摘活动．成功举办了八居葡萄采摘节．张家湾镇也因此赢得了

Q粥《毒a域匈的建豪遗mI口∞8 l疆于200f年

雩

写住河虹的话

一。．．．．，。．，L一



张
家
湾

“京东吐鲁番”的美誉。葡萄产业与F亩荷塘、千亩苗木花卉、

1_‘鹰蔬菜大棚、干亩家庭菜园．金泽苑等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

形成基本农业，设施农业．特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四条坚固

的产业链．拉动起葡萄几观固、天地和农庄、御香苑等一批农

业种植养殖加工基地，使现代都市型农业经济在张家湾得到了

迅猛垃展。k辛废恒利明乌鸡产业协会、张家湾镇苗术协会及

垡头生，营养殖协会等々业经济台作组织，把表民个体经营与广

阔的市场连接r起来，为拓宽销售渠道搭建了Jl阔的平台。

按照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20字要求，张家湾镇因地制宜制订了新农村

建设实施方案。完成皇木』、张家湾村、马营村．土桥村等村

的旧村改造工程．村民迁住新楼房；整合全镇教育资源，完

成各学校台并及教育设施改造工作，目前，张家湾幼儿园拥有

一流设施、张家湾中心小学成为全市教育示范点，牛堡电学校、

陆辛庄学校改为小初九年一贯制学校，初高中一体的全市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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