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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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于京都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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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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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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72部志书的任务。耳前正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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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的南口镇．沙河镇等1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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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的志书。这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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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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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石器遗存、古长城、古石刻和山水秀美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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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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感，使人颌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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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可持续开发刹用的科学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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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尹方志．官镍搿惠殳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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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八案

永宁^景诗

永宁人的信仰和城乡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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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太行八陉”之一的居庸径，出燕塞雄关八选岭，

越过气势雄伟的古长城．道路忽蠛四通八达，眼前豁然

开朗+妫川以它特有的姿态舒展博大的胸襟。古镇永宁．

犹如妫川胸襻上镶嵌的一枝金色的胸章．在阳光下熠熠

生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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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太行八陉”之一的居庸径，出燕塞雄关八达蛉，

越过气势雄伟的古长城，道路忽然四通八达，眼前豁然

开朗，妫jIl以它特有的姿态舒展博大的胸襟。古镇永

宁，犹如妫川胸襟上镶嵌的一枚金色的胸章，在阳光下

熠熠生辉。

特殊的地理形势

这是京畿延庆县一座有名的大镇，面积和人口均

为全县的十分之一。

这是一座地理形势特殊的大镇。它坐落在妫J|l中

。聊雠撇母 央，西距延庆县城19 2公里，东穿四海镇与怀柔县接

壤，南越八达岭90公里到北

京市区，北过千家镇与河北

省赤城县相连。

这座大镇就是塞外有

名的历史古镇——永宁。

永宁．三面环山。那山

延绵数十里，起伏跌宕而纵

横捭闽，如屏似障地拥抱着

这座古镇。古镇雄踞于群山

之间，鸟瞰西部平原。平原

兰一
上，一条清流——妫河自永

宁境内悠悠荡荡穿过，彩带

般飘落在妫川平原，橱泽了

妫，Il的美丽和富饶。妫河两

岸阡龋纵横，人烟辐辏，是

畔删汀毒曲拈啦÷幺



延庆，“南挹居庸之翠。北距龙门之险”o．左右山

河，形势险要。

永宁．独当宣府东路o，古称“国之藩篱”。

龙门．在今河北赤城县。从龙门到居庸关200余

里，都在宣府东路防御范围之内。宣府东路军事布局是

以守卫京师和皇陵为核心的．而永宁恰恰处在京城和

居庸关及明代皇陵之北的喉结部位。是敌军无法忽视

的障碍和屏蔽。锁定这个喉结，就切断丁来犯之敌的来

去道路。因此．永宁就成了自龙门至八达岭长城以北

“层层设防”的关键部位；而敌军进犯多从龙门取道

永宁，进而直逼居庸关北口——八达岭关城，进犯居庸

关。居庸关若破．则京师立即陷入危急境地。

《隆庆志*称水宁“南拱金陵，北耸冠帽，东望熊

耳，有水宁为之藩t西望螺山，有怀来为之臂；又有妫

水以为之带，虽非大形胜．然亦町览者也”。，而《永

宁县志》mlJ认为永宁是塞北“国之藩篱”，并认为，永

宁“面临陵寝，背负缙th。东有火焰山为之藩，西跨白

龙湾为之带，深沟钜悯．曲寨悬崖 ·虽三镇之辟邑，

亦四塞之胜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形势，使水宁在

战略防御上具有举足轻匿的地位。《水宁县志》的评述

绝非溢美之词。

永宁，南为长城之前口自．东扼宣府、延庆．四海要

路．小仪成为拱卫延庆县城之藩，而且也是长城纵深防

}卸的啦翌城池．对于京师的保卫具有重要作用。水宁若

失1’，址庆91l』处于危险境地，八达岭长城和居庸^芰必然

告台，京师必然震动。蚓此，所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都十

。日^靖l墙庄老，e土一．

o直府}庠^府 々d』匕t化十童自t硌q化指宜府“《*日 $壕Ⅻ*

*#日冉蚺∞^E幔*幢．

fDqlH《墙m主'#±．

⋯q^Ⅱ《女十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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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看重水宁地区的防务。明代在延庆设置了州的建制后，

立即修筑了永宁县城。，设置了参将府和永宁卫所。永宁

县城实际成了一座军政合一，而又以军事为主的军城，

和隆庆卅f城。形成唇齿相依之势。伺机进犯之敌怯于两

座距离不远的城堡随时可以相互驰援的态势，不敢轻举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着出．朱棣决定开发延庆，主要

有两个因素．一是延庆土地广阔而肥沃；二是看到延

庆地处长城之北，有“群山环峙”的自然屏障形成易守

难攻的地理形势。第二点更为重要，朱棣首先要把延庆

纳入京北的总体防御体系，想要把它建成重要的防御基

地，使之成为京城的军事屏障。因此，他决定在延庆建

卅l，即隆庆州I；在永宁建县，隶属于隆庆州。“永宁”这

个名字是“取《书》‘其宁惟永’之义为名”o的。可见

朱棣对永宁期望之高。永宁建县之后的第三年，即明永

乐十三年(1415年)，就设置了永宁卫，驻扎了军队。

朱棣的决定不仅对北京防御具有重大意义，而且

打通了京城联系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道路，对于西

北雁门、宁武、偏头等三关的守卫起了重要作用。所以，

朱棣之后的皇帝都遵循了他的战略思想．不断完善延

庆徊束宁地区的防务建

i殳。为了达到朱棣的总

体防御目标．18年后的

宣德五年(1430年)三

月，明宣宗朱瞻基命令

薛俅统兵到水宁，率领

部]、修筑了城池。

永宁城的修筑距今

已有578年的历史。

薛碌是胶卅『o人。

因为跟从明成祖起兵，

Ⅱ)q寡*《墙№{，#±一

。日F5 g^fi女j{±

o#州№g々m{＆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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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累次提升至左都督，封爵阳武侯，当

时挂宣府总兵印。

左都督是明中央军率机构“五军都督府”的最高

军事长官之一。朱腑基命令一个卓有战功的高级军事

长官，带领军队来修筑永宁城．表明了他对宣府东路的

重点地区——永宁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想把自己的

思想明确地传达给薛椽，不但要薛碌亲自处理永宁地

区的防务，而且必须派重兵保证永宁城的安全。

薛禄统兵至境，首先威慑了北方游牧民族，阻止

了他们的侵扰，保证了修筑工程安全而顺乖J地进行；

其次是解决了修筑城池的劳动力。

薛禄不辱使命，到达当地就勘测地形．并很快就

做出决定，在灰岭下建城，而且当年结束全部工程。

一座拔地而起的城池．成了隆庆中部一道壮美的

景砚，也成了轰动当时隆庆卅l和宣府的重大事件，前来

视察的官员和参观的百姓络绎不绝。

永宁城四边方正，城内布局严谨，城中央建有3层

4面、高约20米的标志性建筑——玉皇阁o。登临其上，

不仅可以俯视整座城池，而且可以昧望城池四周，视野

非常开阔。

玉皇阁是永宁城一道壮丽的景观，更是重要的军

事观察所。

阁顶有一个高约1米的铜铸圆锥装饰，其下每层4

面檐下均悬挂有名人题匾，其中最著名的是挂在正南

面的长4米、宽l 2米的“文献明邦”金字匾，那是清

来延庆知州刘风镳题写的。“文献明邦”4字，使人嗅

到了悠远的书香味道，突出表现了永宁地区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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