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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记述文物为主，只记历史遗存和现状，不作历史性评述。

二、本志收录文物条目仅限于北京地区。

三、收录文物包括辽金两代，以文物形成年代为依据。

四、调查内容共分为1 o类(第二章至第十一章)。金陵、石景山区八

角村金墓、大兴区青云店辽墓为近两年考古成果，以新发现内容

收入第一章“墓葬”。

五、遗址类所收入的石刻，不在其他章节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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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值北京纪念建都850年之际，《北京辽金史迹图志》面世了。这部调查报告凝聚着北京地区文博

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示了辽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它的出版，

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至辽代，北京从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而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

陪都，拉开了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序幕，揭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1 1 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

自金上京阿城迁都于燕京，改称中都。北京自此正式以国都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后历经元、明、

清，北京一直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辽金两代奠定了北京古都的基础，在北京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研究辽金时期的北京历史，是研究北京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

方面。

北京地区有着众多辽金时期的遗址、遗迹。多年来，全市文物工作者曾对北京地区进行过三次

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掌握了丰富的文物资源，在调查中虽然包括辽金文物，但是从分类和细化上还不

够深入。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与扩大，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考古新发现，辽金城垣博物馆开展了对辽代

和金代文物的专项调查，比以往的普查更加深入，分类更加详实，资料更加准确。辽金遗址的专项调

查对于断代史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次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全面深入研究辽金时期的

北京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想特别指出，为了调查工作开展的全面深入，辽金城垣博物馆的同志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辛

勤的劳动。他们虽然年轻，业务水平有待提高，但是凭借认真求实的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老一

辈文物专家的指导下，历时一年半，风餐露宿，不畏艰苦，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使调查成果得以

在北京纪念建都850年之际发表。长期以来，文物部门存在一种倾向，虽然收集并保存了大量的资料，

但自己不研究，也不提供给他人研究，无法发挥这些文物资料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而这次辽金遗迹调

查成果中，许多资料为首次公开发表，有极高的科研价值。这种毫无保留地将辛苦劳动得来的成果公

之于众、供社会各界充分利用的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大力提倡的。我希望以此为首例，有更多的

重要文物资料将以面世，推动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加活跃，更加深入地开展。

梅宁华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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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京是一座充满活力、与时俱进的古都。公元前1 1世纪中叶商周之际修建蓟城(在今北京宣武区)，

为北京地区筑城之始。在以后的三千多年间，它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其中，辽南京、金中都在北京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辽朝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于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南京，后改称

燕京，为辽朝五京之一。金朝是东北女真族建立的王朝，贞元元年(1 1 53年)，海陵王将都城从上京(今

黑龙江阿城)迁往燕京，改称中都。它是以辽南京为基础向东、西、南扩建而成的。

1 0世纪一1 3世纪30年代，辽金相继统治当时的北部中国，与两宋对峙。这个时期，是中国各民

族文化碰撞与融合的重要阶段，北部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既有对中原传

统文化的借鉴与继承，又保留有契丹、女真以及北方区域的某些特色。辽南京、金中都就是民族文化

碰撞与融合的载体。如辽南京宫殿、佛寺的主要建筑与北宋初期形制相类，“以雄朴为主，结构完固，

不尚华饰”(见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1 51—1 5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 998)，辽与北宋均上承唐制。

始建于辽道宗成雍间的清水院正殿(明代重修，改称大觉寺)坐西朝东，则体现了契丹崇拜太阳的信

仰和习俗。又如，金中都的城市布局与宫殿建筑多依仿北宋汴京制度。辽金两朝使中原传统文化在北

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金初的燕京，已经相当繁盛，“户口安堵，人物繁富，大康广陌，皆有条理。

州宅用契丹旧内⋯⋯”，“僧居佛宇冠于北方”(《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海陵王迁都前后，又对

燕京城及宫殿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使之更为壮观。然而，金朝中期以后，中都因火灾、兵燹等而屡遭

破坏。至卫绍王时，中都的寺观、园苑、庶府、宇室已“焚毁无遗”(见张师颜《南迁录》)。蒙古至元

四年(1 267午)，蒙古在中都的东北兴建新城，于元至元九年(1 2Y2年)改中都为大都。以后，明清两

朝也建都于此。金中都揭开了北京历史的新篇章，北京是从金中都开始成为北部中国、进而成为全国

政治、文化中心的。金中都的确立，在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上百年来的战争破坏、风雨剥蚀以及现代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辽南京、金中都留存下来的

遗迹已经不多，因此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些文物古迹，充分发挥其作用乃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十多位年轻的文博工作者前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对北京地区辽金史迹进行

全面调查。他们不避酷暑严寒，走遍各个区县，对现存辽金史迹，包括建筑遗址、桥梁、塔、碑墓志、

摩崖等，逐一摄制图片．摹拓石刻，誊录碑文，登记造册，并在北京市文物局领导的关照支持下，编

成此书，作为献给北京建都850周年的一份礼物。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想至少有以下几

点：

第一，可补文献之不足。从事辽金史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文献不足。因此，充分



利用文物考古资料便显得格外重要。本书所提供的辽金遗址、碑刻、佛塔、经幢等宝贵资料，对研究

辽金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宗教民俗、历史地理等都很有价值，可补“正史”及相关文献记载的不

足。

第二，可勘史乘记载之谬误。这些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碑文、墓志、塔铭、幢记等，均出自当

时入的记述，可匡正“正史”的某些谬误。

第三，校以往著录文字之错讹。近代以来，辑录辽金石刻文字的著述不下一二十种，目前通行的

即有《金石萃编))、《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金文最))以及新近出版的((全辽金文》等。然而由

于条件所限，其中有些录文系辑录者辗转抄来，末见原件或拓片，难免鲁鱼亥豕之虞。本书的图片源

自实地拍摄或摹拓，可据以校勘上述诸书。

第四，本书所收资料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史迹在当今的保存状况，为后世留下了记录。本书的价值

当不止于此。

最后，我要着重说说本书编撰者的奉献精神。当前，许多文博部门存在一种风气，就是把本单位

收藏的文物考古资料视为私产，本身既无研究能力，又秘不示人，无法发挥这些资料的作用。然而辽

金城垣博物馆及区县文物局的同志们在市文物局领导的协调、支持下，将他们辛苦调查得来或长期收

藏的宝贵资料(其中有一部分墓志、经幢是未发表过的)公开刊布，供广大研究者使用，这种精神令

人感动，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我想，这对改变当前文博界的一些风气有示范作用。其他部门是否也可

以将长期搁置或新发现的重要文物考古资料公开发表，或采取与外单位学者合作整理、研究的方式，使

之尽早公布。这是利人利己、嘉惠学林的善事。

是为序。

宋德金

2003年8月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说

一、墓葬

金陵

石景山区八角村金墓

大兴区青云店辽墓

二、桥

声淘轿

三、塔

天宁寺塔

镇岗塔

招仙塔塔基

云居寺北塔

鞭塔

老虎塔

良乡塔

照塔

万佛堂孔水洞花塔

天开塔

刘师民塔

玉皇塔

忏悔上人塔

目

录

圆正法师塔

海云禅师塔

广慧通理禅师塔

燃灯塔

半截塔

银山塔林五座金塔

晦堂塔

虚静塔

圆通塔

佛觉塔

懿行塔

冶仙塔

四、舍利石函

法源寺舍利石函

天开塔地宫舍利石函

大王镇罗汉院舍利石函

舍利石函

辽塔地宫石函

五、建筑遗迹

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

金中都城垣遗址

佛岩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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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遗址 9 2

金中都宫殿遗址 9 4

太液池遗址 9 5

莲花池遗址 9 6

圣安寺遗址 9 7

法源寺辽代遗址 9 8

北海太宁宫遗址 9 9

金代砖井(大葆台金井) 1 02

香山寺遗址 1 0 3

清水院遗址 1 0 4

鹫峰 1 0 5

黄普院遗址 1 0 6

钓鱼台 1 0 7

香水院遗址 1 0 7

玉泉行宫 1 0 7

三山庵 1 0 8

大悲寺 1 0 9

灵光寺遗址 1 1 0

双泉寺遗址 11 1

龙泉务遗址 1 1 2

杜家庄村墓群遗址 11 3

仰山栖隐寺遗址 1 1 6

白瀑寺遗址 1 1 7

萧太后河遗址 11 8

晾鹰台遗址

济县遗址

延庆院遗址

静安寺遗址

崇兴寺遗址

天官寺遗址

延芳淀遗址

延庆莲花池遗址

古缙山县遗址

缙阳寺遗址

凤翔寺遗址

上方山遗址

七、摩崖石刻

吕贞干游记

云水洞乾统六年题记

1 1 9

1 2 O

1 2 1

1 2 3

1 2 4

1 2 5

1 2 6

1 2 8

1 2 9

1 3 1

1 3 2

1 3 3

1 3 4

1 3 6

1 3 8

八、碑 1 4 0

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 1 4 2

三盆山崇胜院碑 1 4 4

重修云居寺壹千人邑会之碑 1 4 6

云居寺东峰续镌四大部经成就碑1 4 8

大安山莲花峪

延福寺观音堂记碑 1 5 0



六聘上方逐月朔望常供记碑 1 52

大辽析津府良乡县

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154

杨瀛神道碑 156

无止斋记碑 158

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碑 159

法均大师遗行碑 160

传戒大师遗行碑 162

祖玄塔铭 1 63

大金故郜口长公主之墓碑 164

寂照大师实行碑 l 66

大王镇罗汉院建八大灵塔记碑168

重建双泉院碑 169

添修缙阳寺功德碑 1 7 0

九、经幢

故慈智大德

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

天会九年经幢

崇效寺经幢

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

佛顶尊胜陀罗尼幢

佛顶尊胜陀罗尼幢

续密藏石经塔

李从善幢 1 8 2

经幢 1 8 4

庆公幢 1 8 6

智矩如来心破地狱真言幢 1 8 8

大灌顶光梵甲陋罗尼幢 1 8 9

统和十年幢(1) 1 9 0

统和十年幢(2) 1 9 2

大康元年经幢 1 9 4

大康三年经幢 1 9 5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1 9 6

大安六年经幢 1 9 8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1 9 9

唐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2 0 0

天庆九年经幢 2 0 2

佛说般若波罗密口心幢 2 0 4

李之才幢 2 0 6

大佛顶微妙秘密口陀罗尼幢 2 0 8

大康八年经幢 2 1 0

再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2 1 1

承安四年经幢 2 1 2

佛顶尊胜陀罗尼幢 2 1 3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幢2 1 6

泰和八年经幢 2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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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墓幢 2 2 0

吕徵墓表 2 2 2

中都显庆院故萧苍严灵塔 2 2 6

琬公大师塔 2 2 7

忏悔正慧大师遗行塔 2 2 8

大安山严福寺李山主实行录幢2 3 0

严行大德灵塔 2 3 2

王公塔 2 3 6

广公禅师塔 2 3 8

燃身明禅师塔 2 4 0

第二代山主超师塔 2 4 1

蔡公墓幢 2 4 2

比丘尼了性灵塔 2 4 4

奉为三师建口灵塔 2 4 6

武德将军幢 2 4 8

奇公长老塔 2 5 0

政言禅师塔 2 5 2

了公长老塔 2 5 4

宗主大师塔 2 5 6

照公寿塔 2 5 8

马行贵幢 2 6 0

大康二年幢 2 6 2

卫奉均塔 2 6 4

王婆婆墓幢 2 6 6

开元寺重修建长明灯幢记

口口禅院首座幢

通辩大师经幢

十一、墓志

张嗣甫墓志铭

丁求谨墓志铭

吴府君墓志铭

杜念墓志铭

赵励墓志铭

孟初墓志铭

班演墓志

郑颉墓志铭

仲良墓志

崔尚书小娘子史氏墓志铭

王仲福墓志铭

萧资茂墓志铭

萧公建妻耶律氏墓志铭

附录：

调查统计一览表

调查项目gP sg_位值一览表

北京地区出土辽金墓葬表

跋

后记

2 6 8

2 7 O

2 7 2

2 7 4

2 7 6

2 7 7

2 7 8

2 7 9

2 8 O

2 8 1

2 8 2

2 8 3

2 8 4

2 8 5

2 8 6

2 8 7

2 8 8

2 9 0

2 9 1

2 9 8

3 0 3

3 0 4



概

说

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始予辽代和金代。辽太宗以幽州

为南京，北京t：：Jt‘为辽朝的陪都。辽末，宋收复燕京，设燕山府，1 125年归金。1 153年，金海陵王完

颜亮自金。￡京阿城迁都于金中都。金中都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北京自此正式以国都的身份登L了

历史舞台。

辽金时期在北京留下众多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些遗迹很容易被忽视，以

致逐渐流失和残破?为了更好地说明北京的历史，宣传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摸清北京地区

现存辽金文物古迹状况已是刻不容缓。辽金城垣博物馆以辽金史为研究对象，调查、保护、研究辽金

遗迹是本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文物局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于2002年开展了北京地区辽金遗迹澜查

工作?此次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深人研究辽金时期的北京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分布状况

我们这次调查的范围是北京市所辖区县范围内。所调查辽金遗迹的分布以房山、门头沟、宣武三

区最多．约占调查总量的二分之一；丰台、大兴、通州三区次之。约占调查总量的五分之一；再次为

平谷、昌平、密云、石景山四区县，约占调查总最的五分之一；延庆、海淀、怀柔、顺义四区县最少，

约占五分之一弱。东城、崇文、朝阳三区在这次调查中没有发现辽金遗迹。按类另4分，经幢主要分布

在房山、大兴、密云三区县，占经幢总量的三分之二；塔主要分布在房山、门头沟、昌平三区，约占

总楚的四分之三；墓葬主要分布在石景山、平谷、通州、大兴、房山五区，占调查总量的十分之九；碑

主要分布在房山区，占总篓的二分之一；丰台、宣武、通州、延庆遗址量占遗址总量的二分之一强。

北京辽金时期的文物分布明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大部分佛教遗址分布在房山、门头沟、昌平

三区的靠山地带。这一现象和辽金时期佛教的广为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下名山僧占多”，佛

教寺院选址比较偏爱风景宜人的山区，雨高僧圆寂之后，其弟子则起塔幢以作纪念。由予佛塔寺庙多

分布在上述三个区县山区里．人迹罕至，遭到人为的破坏较平原地区为少，因而多得以保留。第二，建

筑遗迹多分布在平川地带，以宣武、丰台二区较为集中。宣武、丰台两区是辽南京城和金中都城的城

址所在．广安门外辽天宁寺塔、金中都宫殿区、右安门外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还有举世闻名的卢

沟桥，以及高楼村、风凰嘴、万泉寺中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和保留的金中都最重要的几处遗迹了。

第三，大兴、通州二区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游猎遗迹和佛教遗物。契丹、女真两族均以游牧或渔猎起家。

在取得幽燕汉人区的统治权后，仍保留着其特殊的生活习俗，辽皇帝打猎宴游与四时捺钵铺度也推广

到了潮燕地区。大兴、通州二区辽金时期多水域，其中尤以通州区延芳淀出名，辽变载辽圣宗曾多次

至延芳淀游猎。今天的延芳淀大部分水面已经干涸，当年水面的四周还留下了古迹和珍贵文物，三台

之一的晾鹰台还高耸在地面七，圣宗祭祀景宗萧太后的石鼎供器散落在吴寺村七佛寺的院落里。辽时

因延芳淀专门设置的潮阴县。城址即今日通州区的潮阴村址所在。萧太后运粮河在通州区张家湾段还



有迹可寻j

总之，辽金时期遗迹遍及北京18个行政区县，其中主要以佛教文物为主，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遗

迹，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分类情况

根据调查所得材料，北京地区辽金遗物依类别可分为桥、塔、舍利石函、建筑遗址、遗址、摩崖、

经幢、墓幢、碑、墓志等十大类。其中以塔、经幢、墓幢及遗址的数量最多。

1．辽代的地上建筑仅存15座辽塔，以天!}寺塔、燃灯塔、良乡塔为代表：金代的地上建筑除9座

金塔外，还有一座卢沟桥。塔共24座，从内容分，多为佛塔，还有房n，1送的照塔和玉皇塔是风水塔，

房}l。1区云居寺的老虎塔为护寺的吉祥塔。扶建筑形裁分别有密檐式塔、楼阁式塔、花塔及少量覆钵式

塔的雏形。辽金时期统治阶级及下层百姓大都信奉佛教，大量建造的佛塔，几乎都做成“实心体密檐”

式塔，极少做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在塔的第一层有较高的塔身，塔身雕刻佛像、狮子、莲花和15i天等

等。从第二层以上做成密檐，从蹰层至十三层不等。其中宣武区的天宁寺塔和通州区的燃灯塔是典型

的辽代八角密檐塔，金塔有醑平银l。1．j塔林的五座金塔，都为七层和十三层密檐式砖塔；楼阁式的代表

作有良乡塔，还有天开塔。只残存一层；花塔有万佛堂孔水洞前的花塔和长辛店镇岗塔；门头沟圆正法

师塔和广慧通理塔为密檐式塔，但上半部为覆钵式。出现了元代覆钵式塔的雏形。这24鏖辽金时期的

古塔，代表了辽金时期塔的特征。

2．在这次分类中为了区别于塔和经幢，分出一类墓幢，共计26项。这些墓幢的铭文都书明为塔，

但是塔身形制又与经幢相一致，例如严行大德灵塔、故衍公长老塔、广公大师塔记等等，原资料都为

塔类中的墓塔，这次都归人墓幢类。为区别塔和墓幢，我们以塔身形制为分类标准，在塔身上有门有

窗的入塔一类，石质幢形塔身则归入墓幢类，例如了奇长老塔、开}|』琬公之塔，原铭记都书为塔，但

其是形制都和经幢毫无二致，因此都收入墓幢类。为了区分墓幢和经幢，我们以内容区别，以记载墓

主人事迹的收入墓幢，如燃身明禅师塔、王阶铨大师塔记、了公长：老塔等归为墓幢。以i井经说法的列

为经幢，如智矩如来心破地狱真言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等归为经幢。还有的幢如续密藏石经塔}己

和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等二幢，为记事幢，赢于数量少，没有加以区分，归入经幢类。

由于辽金时代佛教信仰的广泛性，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庶百姓大都虔诚敬佛，因而留下了大量

的经幢，我们这次调查共计30项。辽金经幢从形式上来说，大体可分为柱式幢和塔式幢。柱式幢样式

较为简洁。由幢座、幢柱和幢盖和宝顶四部分组成。幢座有圆形、六角形和八角形，有的为素面，也

有的雕刻莲花、垂幔等图案。幢身多为六棱柱和八棱柱，各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经文或佛像。幢

盖多为六角或八角飞檐。宝颈多为单层或双层仰莲托举的宝珠或葫芦形宝顶⋯总的说来，柱式幢造型

都简洁、流畅、明快，令人有赏心悦目之感。塔式幢铭文多书明为塔，如房}iI区张坊村的辽天庆六年

(1116年)忏悔正慧大师遗行塔和门头沟区潭柘寺的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的政言禅师塔。这类塔

式幢同桂式幢一样也由四部分组成，但是造型、雕亥l要较之复杂、华丽。底座都是坐落于八角形平台

或须弥座上的莲花宝座，而幢身之上的幢盖则都为八角密檐。塔式幢总体造型上秀丽挺拔，在大体简

洁的轮廓下又不乏精雕细刻的局部。塔式幢(或瞳式塔)在辽代产生并为金代所延续，其后几乎不见，

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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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类是此次调查中单体文物数量最多的类型。幢是僧俗两界共同使用遣荐亡魂传播信仰的建筑形

式，所以辽金时期保存的佛教文物数量以幢为最多。现存的经幢形制多不完整，大部分缺幢座和幢顶，

幢身大多为八角直棱形，长短不一，ifufl头沟统和卜年幢，幢身为上下带收分的锥形；昌：iF南庄经幢

是经幢中保存较为完整的·座，但幢身上}：文字几乎全都漫漶，惟有末晒末行纪年清晰，有“时大金承安

四年岁次已末i月戊辰初八隧庚子”等字样。．其基座为八角形圆束羰须弥座，束腰四iE丽各雕出一龙头．，

束腰下为覆盆座底．八面浅浮滩缠枝牡丹?束髅上为盆式石座顶。浮雕fB二层仰莲花瓣。幢身为八角

7良幢顶为八角形黼短檐未攒尖网顶。

3．遗址遗迹类共计30余处，还存遗迹的有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风凰嘴、万泉寺、高楼村城

垣遗址及佛岩寺遗址等三三处，由于价值较高。前两项分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艺京市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佛岩寺遗址为这次调查新发现项髓，我们把这三项归为建筑遗迹类，加以熏点记述。其余

还存在的遗迹以寺庙遗址为多，这些遗址已经没有建筑遗迹，只有⋯·些当年留下来的一些碑记、经幢

或石构件。很多寺庙中的遗物为安全起见已被挪至他处集中保管，例如：延庆金代缙阳寺的功德碑，已

被搬到延庆灵照寺碑林保管。通州金代延庆院照公寿塔幢。已被搬到通州文化局碑林保存i风翔寺遗

址、延芳淀遗址、北海万宁宫遗址等虽都有遗迹，也都是可移动的。有的遗址地上已没有遗迹，大多

数遗迹地上已很难辨认，只有文献记载和地名的沿用，例如通州区的都县村，香llI公园内的香山寺，

通州区萧太后河等，原名均被沿用下来、墓葬遗址多已无存，如：石景llI瓤出±的金代墓，大兴出士

的辽代墓葬，现已回填；平谷鞑子坟遗址，据村中』L位老者介绍，此处原是金代墓葬群，周嗣环有士

垣，涤涵开门。抗F{战争时期有的墓门曾被打开，其中一位老人当年进入过墓室．看到墓室为八角形，

墓壁有画，砌墓膈的砖很大一f二隧还有很深的纹。村民为了保护墓葬不被日本人破坏，便把墓门砌死

并用土填埋!我们这次调查中只收录r gps定位值，没有在正文中收录j墓葬类遗迹的经纬度测量将为

后人进行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提供便利j杜家庄村墓群遗址属于特殊情况，在哪野中散落大量的石刻

构件，医|此加以收录．、

4。其余调查的内容均属石刻类，包括碑、墓志、舍利石函、摩崖石刻四大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

值．碑．共}1‘l 8通，其中房1II区计10通。，以下5碑：平谷重熙卜了L年(1050年)大王镇罗汉院建八大

灵塔iE：fi牵．，平谷重建双泉院碑，延庆寿昌元年缙阳寺功德碑，大兴明昌二(1 191年)寂照大师实行碑，

除缙阳寺功德碑外均已失座，全部为易地保存、舍利石函，共计5溺。分别为通州区文管所藏舍利石函

·函，密云文管所藏舍利石函·函，平谷熙豆峪确林藏舍利石函一函，宣武区法源寺藏乾统九年(1 109

年)舍利石函一函法源寺石函盖刻纪年和刻函人姓名，函身有少部分滩刻花纹。房llI区天开塔地宫

出士的舍利石函最为精美．分L下两层，均刻有文字。摩崖石刻有两项，有佛岩寺遗址的吕贞于游记，

}已述游历佛岩寺情况：j还有一|：方1ll云水渊内石壁上的乾统六年题记?这丽项的调查发现，填补r北京

地区辽金时期摩崖石刻的空白．

其中墓志共计13块，多数无志盖，大多数墓志没有公开发表，这次的调查丰富了以往碑文的研究

内容。，成为其他有关传世文献难以比拟的第一手资料j

三、调查成果

这次调查I：作涉及到北京{J八个区县，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照片1000余张片11()份，



及调查对象保存地点的gps定位值。

此次田野调查每件文物所在地点均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oPs)N量了其经纬度和高程。例如银111

塔林经度为1 16。19‘03”，纬度为40。19’27”，高为150M。这样就获得了这项文物的绝对位置，比原

来表示位置的行政名称准确，而且不会发生变化；这种方法不仅对研究地上建筑的分布提供了准确的

依据，同时对可移动文物的原出土或发现位嚣提供了准确的地点。特别是遗址和墓葬位覆，一般是在

纂本建没中发现，内考古部门进行发掘，·发掘后由于地上建筑的建设需要。遗址必须回填．那么gps定

位的运用就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位置。例如：平谷鞑子坟的gps定位值为东经l 17。14’32”，

北纬40。12
7

60”?在收取资料的方式上，地上建筑古塔主要是照相和简单测量，在调查的过程中，我

们不仅沿用原文献记载，还请专家进行现场勘察，尽量纠正原记载的错误，例如在调查云居寺塔时，云

居寺的万人塔一直记录为辽代建筑，经专家鉴定，万人塔的建筑年代应与云居寺北塔上半部补修的年

代一致。云居寺北塔底下两层为辽塔，即塔下半的楼阁式塔，上半部为覆钵式塔，两种塔相结合。辽

代没有覆钵式塔实例，此塔应为辽塔上半部倒塌后，到元代补加。T塔的上半部分。，因此万人塔也应定

为元代建筑。房山区于庄塔原记载中定为金塔，但专家通过现场勘察，有元代建筑的风格，也确定为

元代建筑。

在石刻类文物的资料收取上，我们采取了拍照、测量和捶拓。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共拓1 10余份拓

片，拥有了大量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为同行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我们在本书中一并发表，以促进下一步研究的开展。

这次调查也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工作，臣p以三次文物普查为基础，再进行深入实地的调查，不但

丰富了文物普查的内容，并在普查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例如昌平区佛岩寺遗址，原普查中没有涉及，

我们在区文保所的帮助下，实地勘察，发现了建筑遗址和摩崖石刻，充实了调查的内容。还有一些散

落在民间的石构件，原不被重视，没有记录在案的，如经幢身、幢盖、石鼎供、残塔刹等等，我们都

充实进了调查内容。

在室内资料整理阶段中，首先我filx,J‘文物进行了分类，在遵循原有的分类方法上，提茸r墓I瞳类，

这种方法比原分类有了突破。其次我们将所得的拓片进行抄录，这些资料为研究辽金时期的官制、行

政区划建置等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这批碑文和以前燕京地区发现的有关碑文一样，为研究辽、金瓣朝

和燕京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直接资料。填享}了正史中的空白，佐证了史料的可靠性。

《辽史》、《契丹国志》和《金史》、《大金国志》分别是集中}已述辽代历史和金代历史并保存下来

的重要典籍。。《辽史》和《金史》是元代脱脱等撰，《契丹国志》旧题南宋叶隆礼撰，《大金国志》是离

宋宇文懋昭撰，都不是直接史料。而这些内容丰富、所涉及多为辽金史事的碑文，全部是本朝人写本

朝事，都是直接史料。因此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以碑文中的辽代史料为侧，其中不少记述涉及辽朝地

方行政建置。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原先生活在北疆地区，建国以前，大都以部族或部落(或部落联盟

的组织形式出现，谈不上玫区建嚣。所谓地方政区建置，完全是辽朝建立以后的事。据《辽史·地理

志·序》载，辽朝后期，政区建嚣形成体系，全辽辖区“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

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这段记载包括州县制和部族制两种政区，州县制政区是辽朝整

个政区的主体。但是《辽史》、《契丹国志》以及其他有关史籍记载，一般只及京、府、州、县，而不

涉及县以下的政区。《辽史·百官志四》载有“乡正”一职。“乡正”应是一乡之长，可知辽朝建置的

政区，县以。|=：i^还应有基层单位。但是有关辽史资料中。仅此一例。这些辽代碑文所反映的辽代政区建

——4——



簧，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碑文中反映的县、乡、里或县、乡、村或县、乡、庄?在以前发表过的碑

文中如：撰予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的《张琪蕖志》记述张琪死后“葬于幽都府幽都县礼贤乡二|艺彭

里”。撰于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的《张嗣甫墓志》记述张嗣甫死后．“葬于燕京幽都县礼贤乡胡村

里”。撰予兴宗重熙二卡二年(1053年)的《张俭篡志》记述张俭死后葬于“析滓府宛平县仁寿乡陈王

里”等。称县、乡、村的，如：撰于景宗保宁十年(978年)的《李内贞巢志》记述李内贞死后“葬于

京东(某县)燕下乡海j三村”。还有称县、乡、庄的，如民国时期编《新城县志》录入的(福惠幢记)

觅“皇辽燕京涿州归义县柳林庄施主张俊等”。以t碑文所反映的三种政区序别，均属农村地区的政区

建置；在京都或郭城地区，则别置坊为基层地区。、如撰于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的《韩资道慕志铭》

记述韩资道“终于燕京北罗坊之私第”等。以t是发表过碑文中部分例子，碑文中所反映的辽代燕京

地区的政区的建置，大体同于唐、宋时期。但辽代的农村地区，县以下有相当数量置乡、村和乡、庄，

这反映了辽朝辖及燕京后推行与本朝相应的治政措施，与唐、宋略有区男4。这些情况不仅表明辽朝政

区建置继承唐朝、习仿宋朝的史实，也反映辽朝在农村基层政区设治中的某些特色。在这些碑文中，还

保留着一批官员的阶衔(系列式宫衔)和政治情况，反映了当时燕京地区社会经济、儒学、科举、佛

学佛教等情况，为我们研究辽金时期政治制度与中原传统制度的关系，研究辽金时期的燕京与北疆地

区的社会经济的关系，研究辽金时期燕京的儒学科举制度与北疆地区传统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辽金

时期燕京与北疆地区佛教文化的关系以及北方社会风俗等问题．提供了和其他有关传世文献难以比拟

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批资料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多民族共存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完善、社会经

济的互补、文化交融、宗教共存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延绵不断的优秀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优秀

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书中收集的每一张文物照片、图片、拓片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辽金遗迹的调查工作是一项

系统工程，在调查中，我们采集到了北京地区辽金遗存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很多资料过去都没有公开

发表过。这些资料对北京史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份值。在纪念j|：京建都850年之际，我们将调查成果

全面发表，志在促进北京地区辽金史学研究的发展，为学术界关注辽金史学研究提供i羊实的资料和线

索。由于时间仓促，难免遗漏，衷心希望渎者为我们提出宝贵意冕，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地开展研究工

作。

卢迎红

2003年8月10日



附录

北京辽金史迹调查统计表

＼＼类别 舍利 建筑

地区＼＼
桥梁 塔 遗址 摩崖 碑 经幢 墓幢 墓志 合计

石函 遗迹

宣武 l l 5 3 10

西城 l 1 2

丰台 1 l 2 1 2 1 8

海淀 7 1 1 9

石景山 1 4 2 7

房山 10 l l 1 9 9 ll 2 44

门头沟 3 4 4 5 4 20

通州 1 l 8 3 3 16

大兴 1 6 2 9

昌平 6 l l 1 9

密云 l l 3 2 7

延庆 3 l 4

怀柔 1 l 1 3

平谷 l 2 l 1 3 8

顺义 l l

合计 1 24 5 3 35 2 18 30 26 13 157

2 9 0



塔类

北京辽金史迹调查gP s定位值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所在区县 保存地点 东 经 北 纬 高程

l 天宁寺塔 辽 宣武 广安门外 1160 20’39” 390 53’62” 218M

2 镇岗塔 金 丰台 长辛店乡张家坟大队 1160 09’82” 39。48
7

85
7’

85M

3 招仙塔塔基 辽 石景山 八大处公园 116。10
7

61” 390 57’30” 319M

4 云居寺北塔 辽 房山 云居寺 “5。4603 390 36 53” 407M

青龙湖镇北车营村
5 鞭塔 辽 房山 1160 0035 39。50’65” 1480M

谷积山

6 老虎塔 辽 房山 云居寺 115。4577 390 36’67” 793M

7 良乡塔 辽 房山 良乡吴天公园 116。0888 390 43’96” 189M

8 照塔 辽 房山 南尚乐镇塔照村 1150 4603 39。32’79” 747M

9 万佛堂孔水洞花塔 辽 房山 万佛堂村房山矿 1150 5895 390 47’36’’ 32M

10 天开塔 辽 房山 天开村韩村河镇 1150 53’32” 390 37’08” 240M

周口店镇娄子水村
11 刘师民塔 辽 房山 1150 53’27” 390 40’58” 969M

庄公院

12 玉皇塔 辽 房山 大石窝镇高压村 155。48’13” 390 34’63” 790M

13 忏悔上人塔 辽 房山 上方山 1150 49’33” 390 40’56” 1454M

14 海云禅师塔 金 门头沟 潭柘寺 1160 01’43” 390 54’0l” 289M

15 广慧通理禅师塔 金 门头沟 谭柘寺 1160 Ol’43” 390 54’0l” 289M

16 圆正法师塔 金 门头沟 雁翅镇淤自村 1150 54’84” 40。06
7

99” 1672M

17 燃灯塔 辽 通州 西海子公园 116。39’59” 39。54’87’’ 22M

18 半截塔 辽 昌平 半截塔村 1160 23
7

57” 400 04’74” 114M

19 晦堂塔 金 昌平 银山塔林十三陵特区 116。19’03” 40。19’27” 160M

20 虚静塔 金 昌平 银山塔林十三陵特区 1160 19’31” 400 19’27” 160M

2l 圆通塔 金 昌平 银山塔林十三陵特区 1160 19’3l” 400 19’27” 160M

22 佛觉塔 金 昌平 银山塔林十三陵特区 1160 19’31 400 19’31” 160M

23 懿行塔 金 昌平 银山塔林十三陵特区 1160 19’31” 400 19’27” 160M

24 冶仙塔 辽 密云 县城东北冶山 1160 51’85” 400 24’24” 327M

2 9 1



舍利石函类

序号 名 称 年代 所在区县 保存地点 东 经 北 纬 高程

1 法源寺舍利石函 辽 宣武 法源寺 1160 2l’ 8l” 390 53’00” 174M

2 辽塔地宫石函 辽 通州 文管所 1160 39’65” 390 54 48” 14M

3 大王镇罗汉院舍利石函 辽 平谷 黄松峪乡黑豆峪村 1170 14 02” 40。12’15” 87M

4 舍利石函 辽 密云 文管所 116。50’54” 40。22’55’’ 77M

5 天开塔舍利石函 辽 房山 文管所 116。01’43” 39。54’0l” 289M

建筑遗迹类

序号 名 称 年代 所在区县 保存地点 东 经 北 纬 高程

1 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 金 丰台 玉林里甲40号 116。2l’15” 390 51’70” 197M

2 凤凰嘴城垣遗址 金 丰台 万泉寺村 116。19 44” 39。51’64” 51M

3 万泉寺城垣遗址 金 丰台 万泉寺村 116。19’60” 390 5l’ 65” 39M

4 高楼村城垣遗址 金 丰台 高楼村 116。19’14" 390 51 60” 45M

5 佛岩寺遗址 金 昌平 南12I镇弯子村 1160 00’17” 400 16’32” 454N

遗址类

序号 名 称 年代 所在区县 保存地点 东 经 北 纬 高程

1 金中都宫殿遗址 金 宣武 广安门外滨河公园 116。20’53” 39。53’06” 219M

2 太液池遗址 金 宣武 青年湖公园 116。20 44” 390 52
7

63” 130M

3 莲花池遗址 金 宣武 西客站南广场西 116。18’84” 390 53
7

45” 225M

4 圣安寺遗址 金 旦瓦 南横街西口 116。21’54” 39。52’94” 174M

5 法源寺辽代遗址 唐至今 宣武 法源寺街 1160 21’81” 390 53’OO” 174M

6 北海太宁宫遗址 金 西城 北海公园 1160 22 99” 390 55’41” 180M

7 金代砖井 金 丰台 大葆台 116。17’46” 390 48’24” 165M

8 香山寺遗址 辽 海淀 香山公园 116。11 19” 390 59’16J’ 753M

9 清水院遗址 辽 海淀 北安河乡 116。05
7

92” 40。03’08” 167M

10 鹫峰 辽 海淀 北安河乡 116。04’33” 400 05
7

95” 1345M

l 1 黄普院遗址 金 海淀 凤凰岭公园 116。16’34” 400 55
7

85’’ 1345M

2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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