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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及中共十七届一至五次会议精神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张坊

村自然、经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内容贯通古今，明古详今，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

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内容。上限追溯事物发端．下

限断于2010年。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体裁分记、志、图、表、录
等。按事分类，依时序写。

四、本志纪年，清代以前使用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插注公

元纪年。中华民国后使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记述新中

国建立前、后，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简称。

五、本志计量单位．基本使用国务院于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定计量单位．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

位．尊重当时的情况．一般未经换算。

六、本志采用的各类数字尽量以张坊村档案及统计部门的数字

为准，个别采用专门部门、有关史料及村中贤老座谈提供的数字。

七、本志记述的政区及机构名称均系当时的名称。地名一般使

用现行的标准地名．必要时使用历史名称。

八、本志记述的人物分传、简介两类．均以生年先后为序。立

传人物均为村籍人士为主。客籍人士于张坊村有较大贡献者．经志

书编委会审定。人物简介以村籍人士为主，兼收对张坊村的发展及

旅游开发做出贡献的客籍人士。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和文献、公开发表的专著及有关
部门提供的资料。

十、在本志的技术中．主要记述张坊村，但附近与张坊有密切
联系的重大事件．也简要记述。



§张坊村志§

概述

▲张坊三皇山

人说天没边，海没沿；水有源，树有根。张坊是个村，在北京西南边

陲，是北京西南的沿。站在张坊村“镇楼”的最顶层，眺望西南方向，层峦

叠嶂间有一条路，通河北省涞水、易县及清西陵。清朝首位葬在西陵的皇帝

雍正、末代皇帝宣统葬在哪里，雍正帝的铁哥们十三弟允祥也葬在清西陵附

近．名十三王爷坟。向西偏北方向看，三座山峰突兀并立，高耸云天，有如

三位老神仙，人们叫它三皇山。所谓三皇，即毛泽东在《长征》文章中“三

皇五帝至如今”名句中的三皇，是人类的三位始祖：一是女娲氏，是神话世

界里造人与补天的始祖；二是伏羲氏，是神话世界里人类繁衍、并教会人们

学会捕鱼、捉鸟、编网、吃烤熟的食物、驯化野兽、创造原始图腾文字的始

祖；三是神农氏，是神话世界里农业种植和医药发明的始祖。放眼向南，有

一座东西走向的圆形小山，山上有一塔，高约3．5米，呈黄灰色．半山腰还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

一座古塔遗址。此山名孙膑山，说来很有讲究。孙膑，战国时著名军事家，

齐国(今山东阳谷)人，孙武后裔，曾与庞涓一起拜鬼谷子为师，受妒嫉被

庞涓陷害，被处挖掉膝盖骨。齐威王时，被人推荐为军师。在马陵之战时，

他身居辎车，坐为计谋，杀死庞涓。平生所著《孙膑兵法》、《齐武子》军

书，久已失传。1972年在临沂银山汉墓中，出土了孙膑兵书竹简440竹片，
l 100字。庞涓，战国时魏国名将，早年与孙膑同一师门，出于妒贤嫉能加害

孙膑。公元前三百四十二年，齐魏两国交兵，齐举孙膑为军师，诱敌深入，

利用马陵(今河南范县)险要地形，打败魏国，庞涓被杀。回头向北，青山

如黛，山根下是很有名望的片上村。片上村古时有个任家坟，与张坊村的镇

楼相通，相通的暗道即张坊古战道，1958年当地人挖“三八大渠”时，曾经

挖出过暗道一段遗迹。那时候人们狂热“超英赶美”，文化遗迹的事情无人

过问。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强盛了，人们富裕了，旅游业兴起了，这才老话

重题，原来张坊镇楼与片上的任家坟还有一段传说呢!相传明朝年间，有位

“任阁老”，相中了张坊地区的山水风貌，将祖坟建在片上，将镇楼建在张

坊，镇楼下开挖地道，直通祖坟。为了防贼盗墓，镇楼下设有翻板和刀枪剑

树。任阁老机关算尽，反而被人误告，说他地道藏兵，计谋造反。皇帝震

惊，杀害了任阁老。后来查实，乃错案，皇帝为任阁老恢复名誉，并赐“金

头颅”于肉身，重葬任家坟。传说真假难辨，但新中国成立前，确实有人在

片上村任家坟盗挖金头颅，证实以失败告终。

站在镇楼观山景，山环水势入画来。水，是张坊的灵魂和血脉，水从

山上来，流经十渡山水小桂林，在张坊村南铁锁崖迎面截流，转头向东。铁

锁崖断面直立，突兀高大，有如昌平的铁壁银山，气势宏伟壮观。铁锁崖的

传说很诱人，在张坊地区老少皆知。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位青年家境贫寒，

篱笆墙上的丝瓜秧结了一个大丝瓜。这一日，从南方来了一位花容月貌的大

姑娘，手指丝瓜对青年说，保护好这只丝瓜，秋后下霜时我来，它是打开铁

锁崖金山院的钥匙。并告诉他：打开金山院，能富九州十八县。青年人发财

心切，没等姑娘来将丝瓜摘下自己去开金山院，结果“咔吧”一声响，铁锁

崖裂开一道缝，没有打开金山院。传说是梦想，而铁锁崖将拒马河水迎头拦

截令它向东流，在下游不远处分为南拒马河和北拒马河这是客观事实。拒马

河千古流淌，且有历史渊源。早在西晋时期，羯族将军石勒，率军从太行山

北段攻入今河北省境地，晋名将刘琨奉命拒石勒。刘琨选择了在涞水(拒马

河古称涞水)出山口险要地段，用竹、木、铁等支撑交叉连接的障碍物，用

于军事上抵御骑兵，这些障碍物称之为拒马。或者是石勒在涞水岸边设置了

防御骑兵的拒马， “设拒马于河边”，进而称之为拒马河。总之，拒马河之

名始于古代军事河防。西晋时，刘琨等在拒马河出山口设重兵驻防，帐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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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坊村志§

立，故名帐房，后谐音“张坊”，此即张坊村名由来。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张坊人民与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勤奋智慧，奋发有

为，为建设美好家乡付jI；了艰辛和汗水。新中倒成立后．他们有翻身得解放

的喜悦，有当家作主人的自豪，有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和毅力。但是．由于认

识上的不科学．出现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如“大跃进”年代的狂热．深挖

“三八大渠”，不能引水浇地，劳民伤财。也遭受过自然灾害的侵扰，尤其

是20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人民食不裹腹．饥饿难耐，等等。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j中全会后．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乏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引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落实

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大理念。落

实房山区委、区政府“三化两区”的宏伟目标，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世人

瞩目的成绩：一、依照“修旧如旧”原则，恢复了占城面貌；二、建设了商

业一条街，招引来全国各地客商，恢复了张坊传统大集；三、复建了镇楼、

大戏楼，开通了宋、辽时期的古战道；四．建殴了较高水平的新式小学校和

校用大操场；五、建设了老年人之家、民兵之家和全民体育健身场：六、实

现了农业机械化电器化水利化科学化，早涝保丰收；七、村容村貌整洁，社

会安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

张坊——京郊西南边陲一颗耀眼明珠，盛世修志，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以人为本，国家为重，在“三化两区”建设中，跨步向前，永争优秀，

永攀高峰。

▲张坊铁锁崖



大事记

大事记

1938年
5月中共成立房良联合县政府，县工委书记郭芳，县长杜伯华，组织部

长赵然，宣传部长付伯英，妇救会主任松伟。

771房良联合工委派张振汉、赵然、晋跃臣来张坊发展党员工作。先后

发展了王友仁、陈振甲、刘显瑞、化廷俊、白少启、崔希珍、王兆全、马德
坡、王茂德、张国辉、崔德山、化廷珍、赵金生、郑丙华14人人党。 ·

10月张坊村第一届党支部成立。王友仁任党支部书记，刘显瑞任组织委

员，陈振甲任宣传委员。

是月党支部发动群众，建立了以贫雇农为骨干们的“农民协会”，打

倒了村中欺压人民的“五大坏蛋”。同时成立了“妇救会”、 “青救会”、

“武委会”，马润深任武委会主任。

1939年
7月24日暴雨倾盆，拒马河暴涨，冲走不少来不及躲避的牛羊和木料及

部分农具。

8月化廷俊任党支部书记。

10月日寇侵占张坊村。在村西修炮楼，常驻日伪军30人左右。

是年党支部组织群众抗日，支前除奸防特，组织民兵自卫队协助八路军

作战。

1940年
日本飞机轰炸张坊村(当时张坊同下寺、南里河为同一党支部领导的联

合大村)。敌机炸毁房屋百十间，炸死村民3人，炸伤1人。

1941年

6月14日房涞涿联合县政府成立，县政府设在涞水悟空寺。张坊划为一

区．区委书记付兴远。

是年在粉碎El寇秋季扫荡斗争中，区委书记付兴远和多名党员被捕入

狱。党组织由公开斗争转入地下。区委派李兴舟任村党支部书记。



§张坊村志§

1942年

日本人在村西炮楼用刺刀挑死村民化廷珍、邱秀刚、崔捣鬼3人。

1943年

邻村沈家庵2村民被El本人绑至张坊炮楼，用刺刀挑死。

1944年

9月房涞涿联合县政府分开。房山县委书记王再田，县长潭惠民，县政

府设在十渡，后迁至南窖。

是月，化廷俊第二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1945年

9月贾文瑞任村党支部书记，郭士荣、王茂德任副书记，化廷俊、马润

深任委员。

是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占领张坊达7年之久的炮楼被拆毁。

10月县政府从南窖迁至张坊村。

是年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开展“二五”减租减息斗争。

1946年

6月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暴发，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发展生产、破敌交

通线、做军鞋、支前送军粮。

是年统计80％村民靠租种土地为生，冬季农闲时去史家营、大安山、南

窑一带煤厂、灰厂打工，或靠小本经营维持生计。

是年村民兵组织有30多人，负责人为田志峰。

1947年

1946年冬至1947年春开展了挖苦根吐苦水，斗地主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

动。斗争了化廷勋、翟德友为主的地主富农。成立了“贫农团”，选举邱秀

明为主席，贾文田为副主席，张跃宗为村长。

1948年

12月14日房山县城解放，房山全境解放。

1949年

春进行土地改革，全村按人均分2亩田。当时，全村300余,户，lOOO余t1

人，男女劳动力750人。

1950年

秋村上有杨茂臣、张志增、邱秀旺、王庭秀、贾瑞祥等5人参军，赴朝
鲜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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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是年村中有自行车5辆，没有其他耐用消费品，村民出行靠步行或骑毛驴。

是年统计村民年消费结构55％用于饮食，15％用于服饰，10％用于婚

姻，而用于饮食80％用于主食，20％用于副食。

1951年

是年统计土改后村民分得了房子和土地，粮食产量有所增加。收入也有

所增加。

1952年

春遇大旱，土地无法播种，山坡阴面梯田二次播种仍未出苗，粮食大面

积减产。

春张坊和周边的几个村闹“拍花子”，人心慌乱，夜不敢出户。党支部

组织民兵站岗巡逻，事态很快平息下去。

8月26日张坊突遇罕见大风，损失严重，粮食减产30％。

1953年

春贯彻国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搞“一化三改”。村民自发组织“互

助组”，每组由3至7户不等组成。全村成立了20多个互助组。小麦亩产只有

100多斤，花生每亩可产200斤左右。

秋镇压反革命运动。“一贯道”、“白莲教”王殿臣、苏子云、白秀亭

三个坛主在张坊戏楼公开宣判，被人民政府镇压。

1954年

11月开始由供销社按当时户籍人口，发放布票，每人棉布定量14．5尺、

棉花5市两。

是年贯彻上级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村

民开始摸索科学种田。

1955年
春响应政府号召在建初级社运动中，全村建3个初级社。

是年村里使用粮票，每年每人定量300斤至360斤不等，凭票到供销社购

买，因副食品严重不足，家家感到粮食紧张。

1956年

冬全村3个初级社合并为张坊高级社，下设6个生产队。 “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初步形成。

是年为引河水灌溉，村中购进三台锅驼机(蒸汽机)，每台一天可浇lO

几亩地，一年有500亩地可浇上水。

是年村集体办起铁匠铺，安排打制农用工具，挣钱交集体，挣集体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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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坊村志§

1957年

是年由于过分强调集体经营，搞“大拨轰”、超越实现“共产主义”、

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反右斗争”，多数家庭亏钱、亏粮、负债。

是年村集体办起了拴笼屉作坊，生产笼屉、筛子、箩、筢子出售，个人

挣工分，收入归集体。

1958年

3月房山县、良乡县从河北省划归北京市，两县合并为北京市周口店

区。

春建立人民公社，张坊村为生产大队。属长沟大公社管辖。原张坊高级

社的6个生产队合并，统一由大队管理。

春修“三八”大渠，冬竣工，没有过水产生效益。

是年夏全村建起20个集体食堂，后来改成l0个，家家户户粮食交给集

体，专门安排人员做饭，村民按片就近到食堂吃饭。

冬大队派出50余人，修密云水库。

是年大炼钢铁，曾在下寺村东矮山开采铁矿石，因储量小，形不成规模

而放弃。全村各户交废钢铁支援炼钢。 ．．，

是年全村经济收入11．8万元。

1959年

春张坊水库坝址选在张坊村北片上村，后因地质情况不详，又值困难时

期，而停工缓建。

春因集体食堂浪费严重，食堂粮库很快吃空，集体大食堂解散，村民自

行回家做饭。

春村里将大队分成20+生产小队，分散管理。

是年开始推广“肥田粉”(化肥)和农家肥一同为农作物施肥。花生亩

产增至250斤。

1960年

是年国务院发文，撤销北京市周口店区，改为北京市房山县。

是年家家粮食不够吃，一Et三餐大多喝粥。 ．

是年村里将20个生产队改编为12个生产队，这种管理体制一直延续至

1982年。

1 961年 ．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村民以野菜树皮充饥，有的因吃野菜太

多，食物中毒，出现浮肿。个别体质弱者扛不住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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