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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文物志〉是北京区县中出版的第一部文物志书。这部文物专著是门头沟

区文物工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是门头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利

用的具体体现，对全市各区县文物志的编修有着示范和推动作用 。 "盛世修志"是

人们对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一种认知，而专修文物志，则反映了现实生

活中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尊崇和需求。门头沟区组织专人，历经数载而进行的这项工

程，对于"继往开来"传承区域性文化精华，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开创新的发展阶

段，是一件应该做、必须做、做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门头沟区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在北京文物事业的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既有戒台寺、潭拓寺这样对北京历史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古寺店，也有历尽沧桑，

保存完整的明清村落，还有记载着京西革命斗争史实的遗存。 这些文物不仅构成了

门头沟历史发展的画卷，而且见证着北京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 保护并利用好这笔

历史遗产，是对今人提出的重大课题，而〈门头沟文物志〉的编修，就是门头沟人

交上的一份厚重的答卷。

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地区历史发展的物质见证。 由于历史久远，物

是人非，人们对文物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难于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门头沟文物

志〉的编修者们，在深入调查，反复研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门头沟区现

有文物遗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阐释。 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论证严谨，使这

些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得到开发。 我相信， {门头沟文物志〉 不仅将对全区的

文物保护和利用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提高全区人民的文化素质，树立开拓未来的

信心，也会起到积极而持久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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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重点文物分布图

、/' ~ 

、、、、。今

、 )j ,)'( l，lf非如 ，
/飞":/ ，./，二，、，二

、，、… J 、'.."、/

台二 洲吁'二了二去，二、二:<;S-:.i



《 λ 、刘U

委
要
式
物
品

9
4叩
@



月

一、本志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记述本地区文物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的目地在于"资政、存史、教化"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

相统一。

三、本志以记述文体为主，只记文物的历史遗存及现状，秉笔直书不褒不贬。

四、本志收录文物条目，以现门头沟区地域为准，凡符合条件的均予收录。

五、起止年代，上限至本地区境内有人类活动的新旧石器时代，下限截止到

1949 年，在此时间范围内的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

六、本志分为总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古代建筑(寺店、古村落与旧居、

会馆、别墅、戏台、茶棚、教堂、过街楼、古塔、道路、桥梁、长城、关隘)、遗

址、墓葬、造像、碑刻、馆藏文物、煤业文物、近现代文物、文博机构、文物修缮

与发掘及附录。

七、本志一般文字以〈简化字总表〉 为准。 对碑文中无法辨认的文字，随文加

"口"符号表示 。 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的以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八、纪年，一律使用历史朝代年表，在括号内，标注公元纪年。 例:清乾隆六

十年(1795) 。 公元前各朝年号，在括号内标注公元前纪年，例:汉高祖乙未年(前

206) 。

九、文物的尺寸、重量以国家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特殊情况另定)

十、地名以 〈北京市地名志〉 、 〈 门头沟区地名志〉 为准，使用古地名，在第一

次出现时标注今名 。

十一、名人指历代郡、县(本区境内)人，或长期生活、工作在本地域并作出

重大贡献者。 文物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不单列，仅在文中列出历任职务，不做评论。

十二、碑刻，有庙从庙，有墓从墓，其他碑刻单列 。 碑文在不损害资料完整性

的前提下，可对所录碑文删略，以删节号"……"标出 。 重要碑刻录全文。

十三、本志文物修缮时间截止到 2000 年。

十四、本志资料以北京三次文物普查档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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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章拓寺山门

j罩拓寺大雄宝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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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拓寺毗卢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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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罩拓寺塔院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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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台寺大雄主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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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台寺明王殿

戒台寺法均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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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套村关帝庙外貌

灵岳寺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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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娘娘庙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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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峰山娘娘庙修复后全景

喝石村关帝庙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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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苇甸村龙王庙外貌

喝石村菩萨洞庙外貌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