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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王立宇

军庄镇位于门头沟区东北部，地处永定河出山口的东岸，北、东、南

三面环山，西部为开阔出口，南距区政府驻地新桥大街6。5公里，属于门

头沟城新城辐射区。该镇南邻龙泉镇，西与妙峰山镇隔河相连，北部、东

部和东南部与海淀区接壤，南与石景山区一岭之隔。镇域面积34平方公

里。辖军庄、灰峪、西杨坨、东杨坨、孟悟、新村、东山、香峪8个行政

村和杨坨社区、北四社区两个居委会。全镇总人口5869户、11465人，其

中农业人口为3589人。除香峪村有少量朝鲜族人外均为汉族。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337人。

军庄镇自古是中原与塞外的要冲，水、陆相依的交通枢纽，历代为兵

家必争之地，“军庄”之名也由此而来。1983年在军庄村出土战国时期所

用的军用铜剑、铜戈。唐末属玉河县。金末属宛平。清属宛平县捕卫南

乡。民国时期以现在的军温公路为界，东部归北平郊区；西北属宛平县第

五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属京西矿区、门头沟区。

在“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指导下，军庄镇从2006年起，组织了

村落文化状况的调查。本卷就是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一地区的古人

类文化、军事文化、以采矿和京白梨生产为主的特色产业文化、古文物古

建筑文化等进行采集和发掘编辑而成的。按照每村I篇来安排，力求使读

者对于全镇的村落文化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秀美的山川富饶的资源

军庄镇位于门头沟区东部偏北，北、东、南三面环山，最高的香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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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797．64米。镇域中部是较为平坦的冲积平原。在北、东、南三个方

向依次排列着灰峪沟、北四沟、孟悟沟、东山沟、香峪沟、西杨坨南沟等

”主要沟壑，组成了永定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军庄沟，向西汇入永定河。

流域面积27平方公里。
’

全镇地下蕴藏有丰富的无烟煤资源。煤层最大厚度为12．5米，工业

储量6843万吨。军庄村西北和灰峪村周围为石灰岩矿区。主要为水泥用

石灰岩，储量近亿吨。灰峪矿区的耐火粘土总储量为1146．2万吨。灰

峪一郝家房一杨坨矿矿区的陶粒页岩储量为904万吨。

境内土壤主要为钙质岩类山地淋溶褐土、碳酸盐褐土及河淤沙土。山

地植被多为荆条、酸枣等灌丛；人工栽植的杨、槐、榆、洋槐、黄栌等林

木；以及核桃、杏、梨、枣、柿子、桃、苹果等果林。地下水源埋深20

多米，因多年采煤和连年干旱少雨，地下水位下降，目前各村均以深层机

井地下水为饮用水源。辖区属温带季风区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较炎

热，年降水量600毫米左右，多集中在七、八两月。无霜期200天左右。

山地、草场适合发展种植、畜牧业。

众多的古迹厚重的文化积淀

军庄镇地理位置独特，千百年来所遗留下来的古老寺庙、古墓葬、碑

刻、古建筑、古民居、古石器、古道、古树等遗存遗址，更凸显出这一地

区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明清时期，军庄地区有大大小小的寺、庙、观、庵等不下百个。其中

娘娘庙、龙王庙、关帝庙、观音庙及五道庙为各丰寸普遍修建。凡烧灰、采

煤的村都有窑神庙。规模较大的寺庙主要有：军庄村的广熙寺、隆恩寺、

秀峰寺、南安庙；东杨坨村的朝阳庵，西杨坨村的娘娘庙，东山村的娘娘

庙，灰峪村的关帝庙等。许多庙宇为众多神灵所共用。如孟悟村的西庙

中，前殿供奉关帝，中殿供奉南海古佛，后殿供奉三世佛。但因年代久

、战争毁坏和时代变迁，绝大多数已经废弃；作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杨坨村的朝阳庵，前殿早已被村民的房屋遮挡，后殿的东部近年也已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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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曾记载于志书的广熙寺据说建于金代，为当地最大的寺庙。寺内常住

僧人--=十人，作为庙产的耕地就有2000余亩。为管理这些耕地，寺庙

分别在杨坨(当时为一个村)、东山、孟悟等村建有五座石楼，每个石楼

管理着400．500亩耕地，负责将耕地租给当地农户，秋后收取租粮。这

样大的一个寺庙今已荡然无存，已无人能说清它的位置和建筑结构。据东

杨坨村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此庙距东杨坨村0．5公里，现在村东南坡

下有个“南楼”遗址，就是当年所建的5个石楼之一。

镇域内既有“大金故诰命长公主之墓”(碑刻)，又有清代饶余敏郡

王阿巴泰及其四子安亲王岳乐的墓地。并发现记载着民间采煤与皇家保护

墓地激烈斗争的碑文。军庄村西北将军山上的断崖处有将军洞，洞内至今

保存有总面积超过20平方米的古代岩画，洞周围山上建有古寨墙，为驻

兵之地；灰峪村南北两山(被称为南寨、北寨)上的古寨墙；元代军事

设施的东山古碉楼；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伪和国民党兵分别在军

庄、灰峪两村山上修建的碉堡等，都已成为军庄地区作为历代屯兵之地和

交战厮杀战场的历史见证。灰峪村西北山坡上的仙人洞位于妙峰山进香的

中南道旁，在明代就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1937年，著名学者裴

文中、贾兰坡通过考察，将这个著名古洞定为周口店古人类及古脊椎动物

遗址第18号地点。

由于历来是古代军事重地和战场，使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

一定制约。其表现之一是这一带较豪华、成规模的古民居数量不多，有

钱有势力的豪门显户较少。孟悟村的陈连芳故居是当地最为显赫的一处

古民居。由于陈连芳是清道光年间的太医院太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他在村北所建的“大北院”是仿王府格局的建筑。这座宅院磨砖对缝，

砖雕木雕，设计精巧，建造工艺精细，虽已历经近一百六七十年风雨，

依然风韵不减，成为本地区古民居中的精品。灰峪村大地主孙万善所建

“三十二间”的两个宅院和范家大院，军庄村的郝学忠家四合院和私塾

先生郝西芳的“四鬼抬轿”宅院，西杨坨村后街的孟家四合院，东杨坨

村的“杜家大院”和霍云亭的宅院，东山村长岭的张家四合院和宋家三

个大院等，都是布局比较规整，风格比较讲究，建筑比较精细的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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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

区文物保护单位、军庄村南口的过街楼是军庄地区最负盛名的古建

筑。经过历代的风雨和近几十年的历次运动，它都没有被毁坏，成为军庄

地区历史的象征。

勤奋的村民难忘的村事

本卷各篇在“村人村事”部分中，主要记载了各村土生土长并有一

定影响的人物和村内发生的大事。

在“人物”部分中，既有清代宫廷太医陈连芳，又有九门提督陈进

修；既有革命烈士，又有劳动模范；既有革命干部，又有有一定影响的木

瓦工匠、老中医、农机具维修管理、民间收藏、捕鱼能手等具有一技之长

的各类人物。

在“村内大事”部分中，各篇既反映了不同时期所发生的自然灾害、

历史事件，又揭露了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本地区所犯下的种种

罪行，记载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军庄地区对敌斗争的事迹。但是，

由于有些事件不是发生在某一个村，而是涉及其他村和地区，记载在某一

个村不合适。因此，将其中的几件重要的事件在本“概述”中简述如下：

20世纪初，段祺瑞政府在北平石景山一带建设钢铁厂、电厂，修建

了石景山火车站和三家店火车站。为了开采和运输军庄、灰峪两村周围的

石灰石，供石景山钢铁厂使用，修建了从三家店火车站通向军庄村北的铁

路支线，并在军庄村东建了货场，组织村民将军庄、灰峪两村开采的石灰

石、烧制的石灰运出。

1933年，京西矿区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胡先洲(人称“胡大少”)，放

弃在永定地区开设的广义煤矿，与其学习采矿从国外归来的弟弟胡先刚联

手，在宛平县军庄地区的郝家房村旁开办利丰煤矿，扩大规模，至1936

年出煤。

1945年，军庄地区属昌宛怀抗日民主政府。7月，昌宛怀公安局及民

取郝家房村旁的利丰煤矿伪警备队，没费一颗子弹。摧垮敌人一个中



队，缴获机枪两挺和大量步枪、手榴弹等。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军庄地区属昌宛县。县民主政府为解决

由于门头沟煤窑停采后造成矿工的生活困难，投资100万元，在军庄、灰

峪等村开办了胜利、南福、民主、公兴等4个小煤窑。

1946年6月3日，国民党军队驻三家店352团出动130余人，向已解

放的军庄、灰峪两村进犯，抓捕村干部5人，抢小米400斤。同年10月，

国民党宛平县政府在军庄村成立“义勇壮丁队”(即“还乡团”)五大队，

委任张连澄为军庄乡乡长并兼任五大队队长。该大队在军庄、妙峰山、上

苇甸一带活动。1947年3月，包围了军庄村西部的陈家庄村，将村干部

陈黑子、李战林和民兵刘金海抓住。陈黑子、刘金海被杀害，并将陈黑子

的头颅砍下，挂在村外大树上示众。

1949年，东杨坨村的安姓人家与盂悟村就某一地区山场的所有权发

生纠纷。双方都说是属于自己的。东杨坨村的安姓人家拿出了一张地契

图，此图因年代久远，许多字已模糊不清。但从图中能够看出是：东至东

山顶，南到南大梁(即香峪大梁)，北至分水岭(即老庙村南口分水岭)，

西至浑河岸(即永定河)。当时任东杨坨行政村村长的吴玉海对安姓人家

说“此图不能起作用了，如果照此地契办，那整个行政村就都是安家的

了”。后来安姓人家带着此图回了家，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据说安家所拿

的这份地契图就是志书所记载的金代广熙寺的庙产图，是安姓人家在整地

时捡到的。

1958年5月。门头沟区人民委员会做出决定，接管由东杨坨等村农

业生产合作社所经办的老虎窑煤矿，并改名为国营官厅煤矿。

1963年，军庄至杨坨、东山等村的高压输电线路安装工程完工，当

地村民用上了电灯照明，并为发展农田电力排灌、综合加工等创造了

条件。

各村都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修路、打井、自来水入户等生产生活方

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情况

也进行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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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遗产特殊的习俗

历史上，军庄地区既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会之处，又是工矿业

与农牧业共同发展区，还是北京(平)市郊与宛平交汇管理地区，使这

一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生活习惯、民间习俗等，融人了不同区域的元

素，显现出一些独有的特点。如在人生礼俗上，东杨坨、东山等村，孩子

特别是男孩子在婴幼儿时期，为了使孩子“好养活”、“一生平安”，往往

要找一位出家的和尚给孩子当干爹，请干爹给孩子起名字。有的家庭甚至

在男孩子到了少年时，将其送到附近寺庙去“出家”一段时间，然后再

还俗、成家立业。在欢庆正月十五元宵节时，每家的婆婆都要给儿媳们放

假三天去观灯，但主要是让她们到大席棚中去看“七十二司”挂图，实

际上是对媳妇们进行一次尽忠行孝、积德行善、因果报应等封建伦理道德

方面的教育。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永定河西岸琉璃渠村的“五虎少林会”所

演绎的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与董家“五虎”打斗的故事，而西杨坨村

“五虎棍”所演绎的是北宋末年“水浒”故事中“武松打店”、“十字坡”

等情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杨坨村在村东娘娘庙里办私塾，最初的

授课教师都是从海淀温泉请来的。东山村的民间戏曲“蹦蹦戏”，也是清

朝末年从海淀区小营请人来传授的。就连已被列入门头沟区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已有近200年历史的东杨坨村“大秧歌”，也是“海子洪

门”(属海淀区)的民间艺人所传授的。可见，数百年来，军庄地区与周

围海淀区所属乡镇有着长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镇域内有两段广泛流行的顺口溜。一段是：“军庄七十二座庙，香峪

七十二座窑，杨坨七十二眼井”，另一段是：“香峪香椿尖子，孟悟枣儿

杆子，东山白梨园子，杨坨破水罐子”，生动地概括出本地区几个村庄的

主要特点和特色农产品。从第一段来分析，从军庄村流传的“山王寺”

◆北京门头沟村落文化志



实煤窑数量多。由于煤窑数量多，为了保护王墓，康熙三十一年

(1692)，皇帝钦定将安亲王墓地周围的煤窑全部按官价收买并封存。在

清乾隆元年(1736)，宛平县衙按照朝廷旨意，又在香峪村立了禁采煤

碑，才使得这个村的煤窑基本上没有了。据此可以说，这一段顺口溜起码

也是从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流传下来的，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了。这一

地区的诙谐语和地方称谓也很有趣。如本地区山上的。马牙枣”多，秋

后有一些枣的内部生了虫，外皮先呈现红色，村民说它是“矫情(读音

为jiaoji)老婆先红”，借此谐音贬指有的人爱“拔尖”、显示自己。对于

一些称谓也很有意思。如称已婚妇女为“堂客”，称已婚男人为“官客”。

有的老太太称呼本族侄媳妇为“大姑娘”(“娘”字读音为阴平声调)。夏

天上身穿的薄汗衫称为“汗钆儿”，家里使用的小瓷碗称为“小瓯

儿”等。

白梨的故乡优美的园林

驰名全国的北京特产——京白梨的故乡就在镇域东山村。东山村、孟

悟村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这种梨树的生长，从而造就了京

白梨与其他梨不同的品质。自清代皇帝钦封精品贡梨后至今已有400年左

右的历史。在1954年北京市举办的梨品种评比会上，东山村的白梨被命

名为“京白梨”。1956年京白梨的产量曾创历史最高记录25万公斤。

1959年因被送上国庆10周年国宴的餐桌而享誉全国。改革开放以来，各

级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名牌特产的培育和发展工作，多次聘请专家来到基地

给予指导和帮助：安装了灌溉、除虫方面的先进设备，实施套袋、井水灌

溉、绿肥滋养等科学管理，有效抵御了复杂气候对果树的影响等。1996

年，村民李振东承包了村里520亩耕地和500亩荒山荒坡，着手兴建京白

梨基地。1997年列为市区重点工程项目。1999年东山“京白梨”获得昆

明世博会水果类银奖。2000年，注册了“军山”牌商标。2001年，通过

了北京市安全食品认证。2002年和2003年，东山村和孟悟村“梦我生态

园”先后被授予北京市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荣获第三届北京农业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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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精品奖，并顺利通过IS09001质量认证及环境管理体系14001认证。

2005年，“京白梨”被市政府评为“唯一性”农产品，并申请了原产地商

标保护。2006年11月，获得由中国优质果品基地暨果品产业先进典型评

选组委会颁发的“中国优质梨基地乡镇”证书。近几年，军庄镇在东山、

盂悟两村已建成千亩京白梨基地的基础上，在新村、东杨坨、西杨坨、香

峪等村发展新的果园，不断扩大京白梨面积，2007年成功申报国家级标

准化示范区，使京白梨这一“名特优”精品成为军庄镇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产业，以此为带动，水果也发展起马牙枣、苹果、大桃、红杏、大盖

柿、核桃等几十个品种，小杂粮、蔬菜品种更新、蘑菇大棚等林下经济等

不断发展。

由于蕴藏有丰富的煤炭和石灰石资源，几百年来，烧灰、采煤、采石

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支柱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门头沟区被市

政府确定为西部生态涵养区和门头沟区关于门城建设现代生态新区的功能

定位，镇办、村办煤矿和灰窑、采石场已陆续关闭。面对新的形势和发展

机遇，镇党委、镇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抓机遇，以强镇富民

为主线，加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以发展绿色农业经济为纽

带，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依托自身的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精心打造拳头

产品，重推农业产业化，建设优美的园林式家园。继续发挥“2+3”平

台作用。“2”即两个千亩京白梨基地；“3”即一届(京白梨采摘节暨京

白梨文化节)、一会(京白梨产业协会已提升为孟悟村京白梨种植专业合

作社)加一站(京白梨农业宣传网站)，将“京白梨”做大做强，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

盛世的新声腾飞的古镇

几年来，军庄镇在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积极挖掘遗产

资源，丰富地区文化内涵。正在努力对散落在各村的文化遗址逐步进行修

复和保护。沿京白梨产业带进行亭台楼阁等人文景观的建设。在恢复蹦蹦

磊s淼烛麟懒聃琳胴吼凝秕惭飙溅、揪眠舞
鬻．泓‰t_：



蹈、小品曲艺以及棋类、球类、太极拳(剑)等群众性文体健身活动，

为发展休闲旅游产业注入新的文化内涵，逐步形成一条贯穿各村的文化旅

游线。目前，全镇共组建有业余文艺团队30余支，常年坚持排练和演出。

其中有秧歌队、太极扇队、民乐队、舞蹈队、合唱队、东山梨花鼓队及书

法绘画协会等。东杨坨村的大秧歌被列入门头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东山、香峪两村成立了群众综艺演出团队，并通过了区文化馆的验收。全 歪

镇各村都有“威风锣鼓”队，总人数达到400人，以庞大的阵容、古朴的 ：’

装束、多彩的舞姿、震撼心魄的锣鼓，成为区内众多民间花会中的佼佼 送

者，曾为“迎接国庆五十年大庆”、“庆祝澳门回归”、“北京市第十一届

农民艺术节开幕式”、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擂鼓助威，参加了北京残运

会开幕式等大型活动的表演，还参加了电影《詹天佑》的拍摄。在体育

健身方面，成立了健身操队、太极拳(剑)等团队，村村建有室外健身

广场，安装了各种健身器材。2006年和2007年，军庄、灰峪、孟悟、香

峪、新村、东山等6个村列入市政府“山区星光计划”，总投资206万元，

建成各种老年服务设施总面积2655平方米，配备了各种器材设备，安装

了数字电影放映机。现在，村民们劳动之余到村文化室和图书室唱歌、跳 。。14"

舞、下棋、扭秧歌、看电影、阅读图书、参加培训班等，各项活动开展得

红红火火。

全镇通过新农村建设，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09国道军庄段、军

温公路、杨东公路及通往各村的公路两侧进行了绿化美化。村内街坊路进

行了整修硬化，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村建起了“公共卫生间”和垃圾

储运设施。农户家中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搭建了节能吊炕等。崭新的村

容村貌为休闲旅游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

镇域内旅游服务接待场所和设施不断发展。目前主要有：位于永定河

西岸、军庄水轮泵站的“军龙兴饭庄”可供食宿和垂钓。孟悟村千亩果

园中的“梦我度假村”集食宿、采摘、度假、会议接待于一体，每年8 i

月底在这里举办“军庄镇京白梨采摘节”。东山村的“北京慧明竹雅农业

观光园”占地1200亩，分别有“梨园”、‘‘桃园”、“杏园”，建有具有傣 ：

家特色的竹楼、竹亭及假山、喷泉等，可接待100余人食宿。东山村的 。f。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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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乐园旅游服务部”、东杨坨村的“峪香园”农家乐、香峪村的

。‘北京香峪香农庄”等，都是可供游客休闲度假、采摘、餐饮、住宿的好

去处。

， 军庄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旅游资源。除了西部永定河岸的青

山绿水、南北通衙，镇域中各村繁多的古迹民俗外，在北、东、南三面群

山的背后，均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南边，翻过香峪大梁，就是隆恩寺、

八大处。东边，东山村东部的古道，向东经过“过街塔”村，直达香山、

碧云寺；向西北穿过东杨坨、西杨坨和灰峪村可到达妙峰山，自古既是军

庄地区进京城、驮运煤炭和果品的重要通道，又是通往妙峰山的中南路古

香道，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军庄镇109国道、军温公路和北京西北

环线铁路从辖区内通过；公交车9r77路支线贯穿全镇，直达苹果园地铁；

公交车383路连接杨坨与门城大峪；公交车633路自杨坨公交车站通往海

淀温泉和昌平地区；公交车919路从军庄地区通过，连接了本区河滩和京

北延庆县，以及北京西六环路的建成等，使军庄地区成为重要的交通枢

纽，为军庄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实现把军庄镇建设成为外向型交

通重镇的远景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山村

东山村隶属于门头沟区军庄镇。位于镇东部，北纬40度00．700分，

东经116度08．216分。西距镇政府3公里，西南距门头沟区政府及商业

中心12公里。北山与海淀区交界，东部隔山与香山、碧云寺相望，南部

隔山与石景山区接壤。西与新村为邻。村域面积7．13平方公里，海拔190

米。聚落依地势由下村、上村、长岭三部分组成，有一条主街相连，面积

近15万平方米。总耕地面积1200亩，其中林果600亩，其余是坡地。土

壤为山地淋溶褐土。植被以人工林为主。无霜期为4月一10月底。现有

351户，其中非农户154户，农户197户。总人口695人，均为汉族。这

里主要支柱产业为京白梨产业，建有千亩京白梨生产基地，京白梨成为北

京果品市场上的抢手货，并销往国内外市场。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矸

石等矿产资源，山上有各种中草药资源。随着时代的变迁，旅游业在东山

村日益发展起来，不仅京白梨基地里观光、游览、采摘、果树认养等活动

搞得有声有色，而且修建了多处农家小院。李振东、宋淑丽、刘金龙成为

北京乡村旅游明星接待户。村民饮用水源为井水。

东山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据史料记载，本村成村于明代，已有400年

的历史。因位于镇的最东边，依山而建而得名。

本村村民以宋、李、王、黄姓居多。据说开始建村时只有两户人家，

称之“南王北马”，即住在南边的姓王，住在北边的姓马。马王两家纷争不

断，最终马家被迫举家搬往香山去了。后来从斋堂迁移过来姓宋的，从山

东逃荒过来姓李的，以及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移过来的其他姓氏，形成了

现在的多姓人家。其中宋氏家族人丁兴旺，由“天”字辈向下传承，分别

为“明、国、显、字、朝、文、开、海、全、殿、建、宝”，现今不再统一。

李氏家族近几代按中间字“万、连、广、世”传承，后来没有统—排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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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景观

村周围三面环山，整个村庄坐落在沟谷两侧。每逢雨季，山水和泉水

交汇在一起形成小河。村内及四周山上林木茂密。有大面积的京白梨树和

枣、核桃、栗子等果树。这里的山多，因山的形状各异，所起的名称也千

奇百怪，如“老平台”、“狼石”、“窟窿山”等。老平台在村北一座山上，

它的面积很大，而且平坦，曾有人在那里居住和种庄稼，有泉水。因大而

平称之平台。狼石，北山上有一块大石形状、姿态像狼，称之狼石。东山

东坡有一条沟，两侧是山，走进深处，发现沟的前方有一座山，山中有大

小两个洞，山洞互通，人能进出，望去类似窟窿，称之窟窿山。山、水、

林、田、路以及秀美的村庄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有好事者拟就京西八景，其中“东山积雪”指的就是这里。解释云：

“东山者，军庄镇之东，香山之背也，盛产白梨，梨质细嫩，绵软香甜，果

品之仙也。清明前后，桃杏花开，白中透粉，漫山遍野；谷雨时节，梨花怒

放，波澜壮阔，花团锦簇，如棉似雪，空气清新，淡淡花香，沁人心脾。”

【寺庙】

文物古迹

东山历史悠久，曾建有大小庙宇10座，到目前只有两座庙基本保存

下来了，但佛龛、佛像早已不见，只剩下了空房子。其他由于多种原因早

已不复存在。

娘娘庙 东山人称之为南庙。建于明代。清乾隆戊辰年间弟子宋朝相

重修。到了清道光壬午年间，村众弟子再次重修。两次重修都在庙内梁上

有清楚的记载。据《门头沟文物志》记载，此庙四合院形制。前殿面阔

三间10．45米，进深一间5米。硬山元宝顶，箍头脊，板瓦简瓦合瓦，勾

一’。 头滴水。双层方椽，檐下苏式彩绘。四扇门，门五抹，窗二抹，门窗皆工

黟乏
雾彬毪：”、荔．、



字锦。青石台基，三级垂带踏步。东西配殿各三间，面阔9．7米，进深一

间4．55米，硬山石板顶，门四株，斜楞格。正殿面阔三间10米，进深一

间6．2米，门窗全部改造，青石结构，二级垂带踏步。庙院原有松柏树，

现早已不见。现仅存一棵银杏树。新中国成立前后，这里曾办过私塾，后

在这里设过东山小学校。学校迁出后，曾为村大队办公场所。现此庙房屋 ·

基本保存完好。 正

东庵庙 位于长岭。传说原来庙址在山坡安子地，距现址1公里，后 ?

来山洪暴发冲垮庙宇，将庙中木制的泥佛像等全部冲毁，有一尊铁佛像即 面

大肚弥勒佛像被冲到北河大涧沟。后来人们把铁佛像从安子地抬回，走到长
“

岭这个地方实在累了，放在地上休息，再往起抬时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于

是就在长岭这个地方建起了“东庵庙”，以供奉此佛像，后被称为“东庙”。

云水观坐落在村北，称之北庙。供奉的是菩萨。这庙开始是道人管

理，后转让给和尚管理，最后归入清朝六王爷的叔叔荣石的手中，称私庙。

【石刻】

碑刻村东山上通往香山的古道路中有一个突出直立的巨石，称之 1477

“大岩”，岩根下面有“功德碑”一方，镶嵌在崖根岩石上，碑首云头，

刻有“重修盘道万古流芳”碑文，刻有捐款人名及金额，最后一行有个

“乾”字。可知为乾隆年间重修盘道时所立。

石器东山有五个石磨、五个石碾，是先人们用来粉碎粮食的工具。

这些古石器已经历了二三百年。由于先进工具的代替，它们已经退出了历

史的舞台。石磨、石碾整套装置已被拆散，七零八落，残缺不全，分落在

各处，难以组合。东山南坡有一条山沟，称龙沟。那里隐藏着石门和石

盆。具体它们的来历、经过和作用经多方调查无人知晓。

【古井】

共有五眼。其中历史较长的东井是五井之首，大约有200多年的历史

了。这眼井有它的特点，水深、水多、水旺、水甜。曾有人做过实验，用

这眼井水做饭不爱馒，保质期长，后来用这眼井水的人越来越多，但水位 ．

：，?衿≈。
鬟磊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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