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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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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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全面开花结果。北京市和全国兄弟省、

轨道，

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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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同步

新方志的

完成第一

动第二轮

出版了一

书。其中

映北京特

井、前门、大栅栏、琉璃厂、天桥、什刹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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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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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的志书。

有明显的共J

播、影响深，

边的古镇，：

为军事重镇，

域的经济文一

不少奇观异：

o个古镇形态不同，风采各异，但

处。它们都是历史悠久、声名远

地理位置多在大山之口或古河道

定历史阶段，处于交通要冲，成

师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一定区

心。且山河形胜．环境优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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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镇位于长城以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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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石器遇存、 古长城、古石刻和山水秀美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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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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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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居委会、角楼居委会、西斋堂村，东斋堂村，马栏村、火村、

高铺村、青龙涧村，黄岭西村、双石头村、爨底下村，柏峪村、

牛站村、白虎头村、新兴村、向阳口村、沿河城村、王龙口村、

沿河口村，龙门口村、林字台村、西胡林村，东胡林村、军响

村、桑峪村，灵水村、法城村、杨家村、张家村、吕家村、杨

家峪村。村村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历史悠远，资源丰富。素

有“京西重镇”之称的斋堂，是门头沟西部山区的发展中心，也

是北京市重点发展的37个小城镇试点之一。

斋堂历史悠久考古成果证明，早在11万年以前。斋堂

地区就有“前桑峪人”在这里活动，而

林人”活动区域。黄草梁附近的天仙背

一万年以前则是“东胡

洞，沿河城大东宫及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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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改为门头沟区，斋堂成为门头沟属地至今未变。

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斋堂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开发建设斋堂。创造了不凡的业绩。门头沟区98．5％为山区，

而斋堂镇就处在大山腹地深处，山高谷深，为了发展农业，斋

堂人民克服困难，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地改造荒山，建造了山

港子梯田，为生活在斋堂地区的村民提供了基本粮食来源。斋

堂地形西北高，东南低，镇域内虽有永定河、清水河，但低水

难浇高地．为此人们打井引泉，使山地成为一亩亩良田。

斋堂地区气候属温带季风型，无霜期170天，气温低而多

变，多风沙，夏季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在零

下20摄氏度左右，降雨量年平均仅为472．9毫米，干旱少雨乃

是斋堂川最显著的特点。斋堂镇黄岭西村民谣云：“爷儿们一

桶，娘儿们一筲，住家姑娘该不着，新媳妇两大瓢!”在斋堂

一桶是三筲水，每筲三锅水。这首民谣说的就是饮水奇缺分水

吃的情况。斋堂川大部分为缺水的山地，基本上是“靠天吃

饭”，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斋堂成为灾害多

雨则容易引起山洪暴发，甚至引发泥石流。

发区。无雨则旱，下

水是农业发展的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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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很久以来，斋堂人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披荆斩棘，修沟

挖渠，进行水利建设。水磨、水碾的出现充分展示了斋堂人的

聪明才智，早在元代斋堂人就已经开始利用水能为生产服务。

山座寺庙独具特色斋堂的村落坐落于山间谷地之上，很

多都有悠久的历史，这些建筑颇有特色，四合院里青堂瓦舍，

房屋依山就势，错落有致，步步登高，精美的石雕、砖雕与木

雕随处可见，村寨中的过街楼，古戏台、石桥、摩崖石刻、碑

刻以及寺庙，给人们传递着古老的信息。

灵岳寺和沿河城的柏山寺，都是始建于唐代的古寺。道教

的通仙观乃全真教邱处机的大弟子尹志平所建，这所京城白云

观之下院，使道教在斋堂地区的影响大增。

除佛教道教之外，天主教也有传播。元忽必烈至元三十年

(1293年)，即有两个以行医为名的外国传教士来到京西斋堂

川传教。后桑峪的天主教堂(耶稣圣心堂)是京西著名的天主

教教堂。

古堡关城雄风依旧 斋堂乃京师西陲要地，许多重要战

事即发生于此。斋堂地区山高谷深，地险谷仄，长城从斋堂镇

西境出入，共修建两道军事防线，十几道关城，几千名军兵在

长城上严阵以待，保卫着北京的安全。如今这些军事设施大多

还屹立于山坡之上，雄风犹在，成为重要的军事旅游资源。

斋堂的百姓许多是戍守关城的军户之后，仍保留有豪爽

彪悍、忠勇尚武的性格。抗日战争期间，斋堂成为平西抗日根

据地的腹地，斋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日，打击

日本侵略者，在斋堂地区仅战死的烈士就近五百人，时至今

日，不断有人到这里追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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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虽

月十九

讲乡约

少已有

徐麟巡

营署衙

川以谭

珠等为

代表的贤师，影响了斋堂几代人，使斋堂川兴教办学之风一直

不断，科考之际，“童试及乡试者甚众”，还出现了刘懋恒、刘

增广那样颇有声誉的官吏和潜心国事的民众谭兴邦。

直至现在几乎村村仍存有清代的私塾教材。东北山的王

金度先生曾长期在天桥浮马翰林家坐馆，颇有贤声。直至民

国，门城一带的村落还要到斋堂清水一带去请私塾先生。民国

期间，地方绅士谭体人兴办新学，使斋堂川的教育又有新的发

展。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政权推行抗日教育，兴办了田寺抗日

高小、宛平县立高级小学，抗战胜利后，又开办了“宛平前期

师范学校”和“斋堂中学”，为新中国斋堂地区的教育发展奠

定了基础。

物产资源得天独厚 斋堂川物产资源丰富，不仅有大量

的干鲜果品瓜果梨桃等农产品，还有比较丰富的燃料和建材。

建材主要是木料、石料和白灰，燃料主要是木柴、木炭和煤炭。

但经过几百年的砍伐开采，树木与煤炭已近枯竭，如今采煤业

已被迫中止，但斋堂川还有另一项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黄草

梁、珍珠湖．沿河城、斋堂水库、双龙峡、通州峪、法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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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堂地方文化丰富，既有底蕴深厚的古代文化，也有红色

革命文化和科普教育文化，在北京地区的永定河文化体系中。

斋堂独放异彩，已经成为斋堂人的巨大财富，在改革开放的大

趋势下，斋堂人正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努力把斋堂建成中

国的历史文化名镇、北京的古都风貌示范镇和门头沟永定河文

化标志镇，让她成为北京西部生态涵养区绿色屏障建设中的一

颗明珠，让斋堂镇古$1-淳厚的山民日子越过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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