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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尤其

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之际，修一部完整的村志，更具有重大

的历史意义。

编写《太平庄村志》，等于重温了建国以来的农村发展

史。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农村发起并取得了伟大

的胜利；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基本上是在农村

展开并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特

别是攸关民族兴衰的党的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则更是从农村

开始，今天已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

道。历史一再证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关注农村、重视农

村，在治国方略统筹运作中，始终把农村事业定位于影响全

局的关键。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

出并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因此，厚实的历史积淀和多彩的

文化底蕴，注定农村永远是一个内涵丰富、题材重大、值得记

载的史志课题。

农村史志别具特色，农村史志异常珍贵。《太平庄村志》



以鲜活的内容、生动的气象，以太平庄村为载体，取材广泛、

考证翔实、序列有致、略古详今，与《太平庄村史》一起呈现在

太平庄人的面前，是我们给前人的一个交代，给后人的一个

纪念，同时也是对我们努力奋斗过程的一个认真的总结，足

以资治。

史籍如文物，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发能够体现其

价值。史志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和理性总结，是一个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再现，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原因，还是我

们国家和地方的进展变化原因，不论是主观世界的原因，还

是客观世界的原因，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既有经验，又有教训，

对后人来说弥足珍贵。

谨将此志献给太平庄村全体村民、父老乡亲。

太平庄党总支书记

太平庄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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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况

第一章概况

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村域状况

太平庄村是海淀区东升乡的一个建制村，地处东升乡的

中东部。本村范围：东至德清公路西侧与朝阳区相邻，西至学

院路京张铁路东，北至学清路，南至新街口豁口并西延至西

直门高粱河南岸。南北最长处5．239公里，东西最宽处3．98公

里。太平庄村所在区域地势平坦。小月河流经区域中部，在蓟

门桥学知路口折向东，经塔院村区域沿昌平路西侧向北流人

清河。这一段域内保留元大都古城墙遗址，上面有清乾隆御

题“蓟门烟树”碑。小月河自学院桥至小关闸一段形成城市景

观河道，沿昌平路一段是排洪河道。

太平庄村于1984年设村，下辖罗庄、五道口、柏彦庄、暂

安处、马甸、明光寺六个自然村(生产队)。设村时村民委员会

位于西土城路蓟门烟树碑西约200米处，后西迁到罗庄村，

再迁至知春路与京张铁路交会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

变迁，集体土地被国家不断征用，集体企业发展壮大，农民从

农业劳动逐渐转化为商业、服务业等多元化劳动。随着北京

市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地区从资源优势向资产优势逐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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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村志

变，农民的个人身份也发生改变，从农民渐渐转化为城市居

民，自然村亦逐个消失。2001年11月7日，海淀区人民政府

颁发文件，宣布太平庄村民委员会正式撤消。

2001年撤村后，村一级的行政管理功能移交给地域内所

在的北太平庄、花园路及学院路街道办事处。太平庄村区域

已完全实现城市化。村域总面积9．8平方公里，其中国有土地

面积934公顷，占总面积的94．6％；集体土地面积53公顷，占

总面积的5．4％，其中乡属企业用地4公顷，占集体土地的

7．5％，股份经济合作社用地为49公顷，占集体土地的92．5％。

用地分散在整个村域范围内，大部分位于明光村以北、北四

环路以南、小月河以西的狭长地带。集体土地中已没有种植

业和养殖业用地。本村现已没有单独的农民居住聚落，原有

村民及本村企业职工分散居住在全市各城市居住区。

村域内有今典花园、文慧园小区、蓟门里小区、太月园小

区、宏嘉丽园小区、罗庄东里和罗庄西里小区、璧兴园小区、

大运村、展春园、华清家园等多处居住小区和大学生公寓。太

平庄村辖域内文教单位、科研院所、体育场馆的密集程度全

国罕见，重点大学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电

影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体育师范学院、北京城市学院等。科研、

文教单位有：中国冶金建筑研究总院、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大学生体育馆、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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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况

村、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村域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的核心区范围内，有大量

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区域。村

域内交通便利，市政基础设施完备，有学清路、学知路、三环

路、四环路、北土城路等东西城市主干道，学院路纵贯村域南

北，商业服务业繁盛，村域内大型写字楼和宾馆不胜枚举。

第二节 自然村落简介

太平庄村村名源于满清入关之后。清朝定都北京，满

洲八旗的主力则按旗驻扎在北京城内外，人们称之为“禁旅

八旗”。除正阳门外，北京的八个城门都有八旗兵驻防。当时

清朝统治者认为北京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因此北面的德胜

门和安定门是防守的重中之重，由皇帝亲自指挥的正黄、镶

黄两旗驻防，其余的城门，则由剩下的六旗兵按照各自的方

位，分别把守。这样的安置还在于符合阴阳五行：北京城北边

属水，黄则代表土，土能克水，因此右翼正黄旗就扎营在了今

德胜门外大街路西新风大街、新明里一带，人称太平营，太平

庄村便由此而得名。1976年以前太平庄村下辖马甸、索家坟、

小西天、黄亭子、明光村、大王花园六个自然村，1976年与五

道口合并，仍沿用太平庄的村名，2001年11月7日，太平庄

撤村。

马旬村位于太平庄村最东边。以冠城园小区为中心向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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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村志

四面延伸，东临京昌路，与西城区、朝阳区接壤；西起黄亭子；

南起铁狮子坟；北边一直到清华东路，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

条形。

马甸是太平庄村所属最大的一个自然村。元代，马甸地

区在大都城内。明永光年间，北京城南移，将此地划到城外。

成化年间，明廷经常和蒙古进行茶马交易，马甸成了季节性

贩马的集散地。清康熙年间马甸形成村落，乾隆年间蒙古王

公贡纳的马匹赶至北京，马甸地处北郊，加之当年这里水草

丰盛，适合放养，故而贡马都圈养在这里，以候上驷院的官员

挑选；剩余的大部分马匹，则就地变卖。因此，马甸大道两旁

建马店多家，故此“马甸”时称“马店”。清嘉庆、道光年间，马

店行业逐渐移至德胜门外关厢，继而兴起的是贩羊行业。道

光三十年(1850年)仍称“马店”，当时有羊店十三家。羊店存

栏羊总数高达一万余只，那时北方有“马甸无羊市无肉”之

说。《都门纪略》记载：“蒸羊肉，肉案在德胜门马店路东。”民

国“马店”改称“马甸”，尚有马店一二十家。《j匕平市自治区坊

所属街巷村里名称录》载：“马甸西村、马甸官厅、马甸后胡

同。”新中国成立后仍称“马甸”。

马甸最大的特点是回民集居地，最初马甸回族居民以

马、丁、罚、海四姓人口为最多。

康熙年间在马甸街南端(现马甸桥西北角)建清真寺，规

模仅次于牛街清真寺，距今已有400年历史。马甸清真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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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颇多，不但有树干粗大、长势茂盛的古槐，还有婆娑的古

柏。据寺内阿訇介绍，庭院内古槐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其中

一棵已有400多岁了。这些古树不但目睹了清真寺几百年的

沧桑，还能为清真寺遮风挡雨，到了炎热的夏天，绿荫覆盖，

为宁静的清真寺增添了不少的生机和情趣。清真寺的整体建

筑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四合院建筑，第三进院落是该寺的主体

院落，礼拜大殿就坐落在这一庭院中。庭院的正面为大殿，九

级台阶烘托起十六间大殿，大殿中为窑洞式殿堂，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建筑。大殿外左右两侧是南北讲堂。整个

清真寺金碧辉煌、琳琅焕彩。附近的回民信众经常要在清真

寺里进行宗教活动，还有些外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朋友也到这

里来进行礼拜。

清顺治二年(1645)，在马甸建察罕喇嘛庙，简称后黑寺。

康熙五十二年(1713)，建慈度寺，简称前黑寺。均在民国年间

被烧毁。此前打鬼之举，又名“跳布扎”，属密宗金刚神舞。解

放后在“黑寺”庙址上建马甸小学。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原

来的马甸小学已经被美丽的校园、漂亮的教学楼所代替，并

且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马甸民族小学”。

1980年，马甸村有土地600多亩，其中园田200多亩，旱

地300多亩，还曾经有2个果园。马甸村有120多户人家，

500多人，200多个劳动力。

马甸村于1982年4月因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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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村志

索家坟村索家坟村，原来在索家坟界内，是一片占地

删平方米的坟地(今文慧园)，这片坟地是大清康熙皇帝
的老丈人索额图家的坟地。清初四大辅臣之一的索尼(索额

图之父)就埋葬于此。由于索额图在家排行第三，所以人们又

称其为“索三”，在索家坟地区曾流传着“要做官找索三’’的说

法。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文物部门对索家坟进行了抢救

性挖掘，那时从这里出土的文物，特别是索尼珍爱的孙女黑

舍里的墓中出土的文物都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79年4月索家坟农民集体农转非，土地被国家征用，

索家坟村自此消失，只留下了一个地名。

小西天村 出新街口豁口外往北400多米处路西耸立

着一个中国传统式的古建牌楼，蓝地金字上书“小西天"，是

小西天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小西天自然村在太平庄村的东南

角，离城里最近。小西天的最南端护城河边上原来有一片好

几百亩的大苇塘。据说这片苇塘的主人姓龚，所以当地人又

称其为“龚家苇塘”。1958年国家把龚家苇塘改造成了“太平

湖公园"o 1966年8月24日，正值文革初期，一代文学巨匠、

伟大的人民文学家、艺术家、北京人耳熟能详的“茶馆”、“骆

驼祥子”、“龙须沟”的作者老舍先生跳太平湖含冤而死。当时

看湖的是太平庄大队的社员，参与打捞老舍先生遗体的是马

甸队的孔昭祥和小西天队的韩庆祥。

1979年4月，小西天村农民集体农转非，小西天村消失。

一6一



第一章概况

黄亭子村太平庄村域内的一个自然村，位于海淀区东

南部，东起黄亭子路，西至儿童电影制片厂，北邻北土城遗

址，南抵北京电影学院。黄亭子之西是元大都西部土城遗址，

其上有蓟门烟树碑，为燕京八景之一。蓟门烟树碑为乾隆皇

帝所立，原有亭，四角包砖，外壁涂朱，顶覆黄色琉璃瓦，俗称

黄亭子，后来作为地名流传下来。黄亭子一带原为荒地、坟

地，五十年代成立生产队。曾绿化村域，八十年代在此建居民

区。黄亭子之西是蓟门里小区，因其东是蓟门烟树而称。

黄亭子生产队的土地相对比较集中。

1972年时，黄亭子有菜地140多亩，旱地40多亩，加起

来共200亩左右，有50多户，70多劳动力，人口近200人。

1982年6月，黄亭子村因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被

国家征用而消失。

明光寺村明光寺属太平庄村域内的一个自然村，土地

相对比较集中而人员居住分散。

据记载，明光村在明代原名傅家庄，原本只是一个名为

觉文的和尚结庐修行之处。公元1444年，当朝太监晋宝在此

修建寺庙。1445年明英宗游玩经过此处，见此寺“台殿巍峨，

金碧焕澜”，非常喜欢，“赐日明光”。随着寺庙的兴盛，当地也

更名为明光村。

明光寺村在1958年以前属于五道口的前进农业生产合

作社，1958年公社化时划归太平庄大队，又名明光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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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村志

明光寺地处中国政法大学南侧，京包铁路东，学院路西，

学院南路北。199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万里同志题写的“元大都城墙遗址”的大理石碑就镶嵌在明

光寺村东口的土城上。

明光寺队1987年时有近200亩地，其中菜地130亩，稻

地50多亩。多年来随着转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到1990年

时仅有耕地66亩，76户，143人，以种菜为主，菜地大部分电

井灌溉，建有大棚32个，温室326间，覆盖耕地面积85％以

上。村内有明光寺小学，原来小学校是建在神州庙里，后经过

改扩建成现在的标准小学校园。

1997年，明光寺村剩余土地被国家征用，明光寺村民全

部转非，自然村消失。

大王花园村太平庄村域内的一个自然村，1958年公社

化以前属五道口的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与明光寺队

一并划归太平庄大队，大王花园队北至罗庄，南与明光寺接

壤，三环路从中间穿过横贯东西，东以元大都遗址西土城边

的小月河为界，西侧京包铁路南北而行。大王花园队耕地面

积260亩，除少数旱地外，其余全部为菜地。大王花园名字的

由来已无从考证，老辈人说，在中国政法大学院内有两个石

碑，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毁了一个，现在还剩一个就在政

法大学院内原地立着，据说是一个大王的碑，所以叫大王花

园。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说原来这里住过清朝的一个姓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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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况

王爷(正黄旗)。1979年3月，大王花园土地被国家全部征用

完，村子消失。

罗庄村原名罗家庄，位于西直门北偏西4公里京包铁

路东。土地和农户都较分散。罗家庄成村年代可追溯至清晚

期。相传清朝末年武艺高强的罗姓老人父女俩在此居住，那

时世道不太平，强盗横行，罗老汉父女决心保护好乡邻，每天

夜里女儿都在门外的一棵大槐树上守候。一个月黑星稀的夜

晚，果然来了一伙强盗，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父女二人终于

带领全体乡邻同仇敌忾赶走了强盗，保住了家园。罗老汉去世

后，村民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他居住的村子称为罗家庄。罗老

汉的坟就在现在的太月园小区东f-J多'l"o罗老汉女儿守村子时

蹲守过的大槐树，解放时还有，后来枯死了。解放时罗庄有农

户58户，人口200余人，耕地面积约400余亩。

随着北京市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1995年罗庄村民全

部农转非，罗庄村不复存在，留下的是罗庄东里、罗庄西里的

地名。

十间房村位于学院路西侧，据说村子建于清代，因最初

村子只有十间房子而得名。十间房土地和农户分散，在刚解

放时共有51户村民，多以种地为生，种植玉米、高粱、小麦、

白薯为主，亩产量不高。1953年起土地被国家陆续征用，一部

分农民转出，村子规模减小，于1953年底与罗庄村合并。

五道口村位于西直I'-J：lt偏西5公里处京包铁路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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