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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古建筑地图》的内容以1949年之前建成、现在保存完好且价值较高的历史建筑为主，也记录了
近年拆除或重建的一些较为重要的历史建筑。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册。

下册内容主要介绍门头沟、昌平、顺义、通州、大兴、房山、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各区县的历史
建筑，共精选了142处较为重要而完整的古建筑，图文并茂地介绍其特点和艺术成就，另选择了451处
尚存或刚刚毁去的古建筑，列表注明其地址和保存状况。
为便于各行各业的人士使用，本书还对文中涉及的一些建筑学或中国历史的背景知识进行了简要的说
明，在附录中还对“北京古代地图简说”、“京城哲匠录”、“北京的庙会”及“北京二环路以外旅
行资讯”进行了简要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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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南，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曾撰写博士论文《北京城市美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如《〈康熙南巡图〉中的清代北京中轴线意象
》、《一幅鸟瞰照片中的北京建筑史缩影》、《明十三陵规划设计的象征意义和意境追求》等。

胡介中，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发表《清代北京衙署建筑基址规模之探讨》、《试析古代都城中衙署建筑的分布特征》、《试析明初
三都衙署建筑制度之因袭与布局特点》等相关文章。

李路珂，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曾发表《北京城市中轴线的历史研究》、《北京城市历史要素的图像分析与北京旧城保护》、《书评
：〈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等文章，并参与测绘故宫太和门区建筑群、西城区四合
院等历史建筑。

袁琳，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发表过《南宋江南地区府州治所的规模和布局之初探》、《南宋建康府府廨建筑复原研究及基址规模
探讨》等相关论文于会议和汇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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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凡例
分片索引
交通简图
古建筑分片导览
【8】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概述
/ 白瀑寺（圆正法师灵塔）/
沿河城与敌台 / 爨底下村古建筑群/ 灵严寺大殿 / 双林寺 / 灵岳寺 / 三官阁过街楼 / 潭柘寺 / 戒台寺 / 门
头沟区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9】昌平区
昌平区概述
/ 银山塔林 / 居庸关、云台
/ 南口城 / 十三陵
/ 和平寺 / 文物石刻园
/ 白浮泉遗址（九龙池、都龙王庙）/ 朝宗桥 / 巩华城 / 小汤山温泉（汤泉行宫遗址）/
昌平区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10】顺义区
顺义区概述
/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 /
无梁阁 / 元圣宫 /
顺义区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11】通州区
通州区概述
/ 燃灯塔 / 通州文庙大成殿
/ 紫清宫 / 李卓吾墓
/ 通州清真寺 / 万字会院
/ 静安寺 /
潞河中学早期建筑 / -1 潞河中学原教学楼 / -2 博唐亭 /
协和书院教士楼/ 富育女校教士楼、百友楼旧址 / 三义庙（山左会馆）/ 冯玉祥驻通营盘
/ 张家门楼 /
通运桥及张家湾镇城墙遗迹 / 通州区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12】大兴区
大兴区概述
/ 团河行宫遗址 /
无碍禅师塔 / 大兴区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13】房山区
房山区概述
/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
金陵 / 十字寺遗址 /
万佛堂、孔水洞石刻及塔 / 姚广孝墓塔 / 铁瓦寺 / 上方山诸寺及云水洞
/周吉祥塔 / 应公长老寿塔
/ 伊桑阿墓 /
云居寺塔及石经 / 玉皇塔 /
照塔 / 蔡庄土城遗址 /
琉璃河商周遗址/ 琉璃河大桥 / 岫云观 /窦店土城 /郊劳台 / 良乡塔 / 房山区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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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延庆县
延庆县概述
/ A 八达岭地区 /
万里长城——八达岭 / 望京石及天险 / 八达岭瓮城铁炮 /
藏文摩崖石刻/ B 京包铁路一线 / 五郎像摩崖造像 /
“五桂头”山洞 / 石佛寺 / 石佛寺石佛群 / 水关长城
/ 金鱼池 / 六郎影摩崖造像
/ 詹天佑墓、碑、像 /
岔道城 / 黑龙潭及其览胜碑 / 榆林堡古城遗址（榆林驿） / 榆林堡人和街
/ C 延庆县城 /
延庆州城遗址 / 灵照寺 /
缙阳寺功德碑 / 延庆西街石狮 / 北关龙王庙 / 李尚书坟 / 积善桥 / D 永宁地区 / 永宁旧城遗址 /永宁天主
教堂（小北堂）
/ 和平街火神庙 /
和平街三义庙 /南关龙王庙 /
南关关帝庙 / 孔化营菩萨庙（泽润寺）/
E 西北近山地区 / 玉皇庙山戎墓遗址 / 古崖居遗址/ 西五里营戏楼
/ 西五里营龙王庙 /
延庆县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15】怀柔区
怀柔区概述
/ 红螺寺 / 甘为霖碑
/怀柔县旧衙署大门 /
鹞子峪堡 /怀柔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16】密云县
密云县概述
/ A 古北口地区 /
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墓 / 古北口保卫战纪念碑 / 药王庙 / 杨令公庙 / 财神庙 / 古北口清真寺 / 吕祖庙 / 瘟
神庙、瘟神庙戏楼
/ 古北口二郎庙 /
古北口玉皇庙 / B 密云县城地区 / 密云县城遗址 / 护城古堤遗址
/ 大公主府（荣寿固伦公主府）/ 密云文庙大成殿 / 燕山勒功碑
（十面碑）/ 冶仙塔/ C
其他地区 / 司马台长城 /
白龙潭龙泉寺 / 番字石刻 /
超胜庵 / 遥桥峪城堡 /
小口城堡、小口关帝庙 / 密云县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17】平谷区
平谷区概述
/ 长城（平谷部分）/
四座楼（长城遗址）/ 将军关（长城遗址）/ 丫髻山碧霞元君祠遗址 / 大兴隆禅寺碑
/ 烈虎桥 / 上宅文化遗址
/ 博陆故城（汉城遗址）/
平谷区其他文物建筑列表
【18】长城（北京段）
长城概述
/ 八达岭长城 / 水关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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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庸关长城 / 黄花城长城
/ 箭扣长城 / 慕田峪长城
/ 鹿皮关长城 / 古北口长城
/ 金山岭长城 /
司马台长城
【19】京杭大运河（北京段）
京杭大运河概述
/ 通州区 /
朝阳区 / 东城区 / 西城区
/ 海淀区 /
昌平区
附录
内容索引　
精彩书摘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城区正西偏南，占地广袤，东西长约62公里，南北宽约34公里，总面积1455平方公
里。
门头沟地处华北平原向蒙古高原过渡的山地地带，全区以山地为主，属太行山余脉，地势险要，“东
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沿河口修成江》碑，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西部山区是北京西山的核心部分，山形挺拔高峻、险峰叠嶂，区内有北京市的最高峰东灵山，海
拔2303米。
区内的主要河流是永定河及其支流清水河，属于海河水系。

 潭柘寺与戒台寺
本区文物古迹众多，著名古刹潭柘寺与戒台寺堪称京西古建筑之翘楚。
始建于晋代的古刹潭柘寺为北京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素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谓。
而北京民间认为“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建于唐代的戒台寺有五大名松，神态各异，寺内戒台
为全国三大戒台之首。

京西古道
贯穿门头沟区的“京西古道”（或曰“京西大道”）为全区的东西向大动脉。
这条大道从东端三家店起，沿永定河往西，经军庄、王平、下苇店、雁翅、军响、斋堂、清水、小龙
门，往西出北京市到河北省。
该古道即今之G108国道。
京西古道在汉代时已成西山大路，至唐末，幽州节度使在京西设置玉河县，并于崇山峻岭间修建“玉
河大道”，大道往东的部分，从三家店起折往东南方向，沿永定河走向至今之卢沟桥位置，再向东到
幽州（后为辽南京、金中都）。
至元、明、清时，北京城址北移，京西的山区成为对京城供煤的主要区域，这样往京城运煤的大道改
成从三家店往东经石景山模式口大街，最后入京城阜成门（元代为平则门）——古时阜成门亦称“煤
门”。

京西古道在主干的南北两侧分布有很多分支古道：著名者有爨底下古道、妙峰山古香道及韭园古道，
其余还有潭柘寺古香道、戒台寺古香道、上苇店古道、北岭古道、田庄古道、大村古道、碣石古道、
沿河城古道、燕家台古道、塔河古道、灵山古道⋯⋯其中韭园古道又称“王平古道”，为古时京西重
要商道，从韭园村起，经王平、大台、木城涧、庄户、千军台、张家村、七里坟至军响，与京西大道
汇合。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韭园村的西落波小村，有元代著名戏剧家马致远的故居，马致远就是在此写下了
千古名篇《天净沙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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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
此曲或许正是京西古道的真实写照。
现马致远故居这座元代故宅正在修复之中。

 三家店
三家店古村落位于门头沟东端、永定河北岸，为著名的“京西古道”上的重要节点。
村中现存多处文物，与煤业发展有关的建筑群、会馆等成为此地独特的景观，具有浓厚的京西地方特
色，被列入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
据《门头沟文物志》载，清光绪七年（1881年），三家店已有煤厂31家；民国初期，有字号的店铺已
达118家，无字号的店铺尚有91家。

斋堂川
门头沟区“斋堂川”一带集自然风光、文物古迹、古老民风为一体。
“斋堂川”位于门头沟区西部，泛指清水河流经的以“斋堂”为中心的一段较宽阔的山间谷地，东起
斋堂镇法城村，西至清水镇小龙门，南北长约60公里，东西宽约35公里，俗称“斋堂川五十八村”。
斋堂川以清水河为中心，南北两侧高山绵亘，南侧有丫髻山风景区、大寒岭、清水尖、百花山风景区
，北侧有灵山风景区、黄草梁等。

斋堂的诸多古寺为门头沟西部古建筑之重要代表：斋堂著名古刹灵岳寺始建于唐代，清水的双林寺始
建于辽代，齐家庄的灵严寺始建于元代，均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斋堂一带还有多处古城遗迹。
明代沿河城至小龙门一线修筑了古长城，共建敌楼17座。
斋堂为各关口中心，初设斋堂仓，存储军粮。
明万历年间建斋堂城，长宽各500米，东西各设一门。
此地东可达京师，西至河北，为京西古道要冲，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斋堂的古村落为门头沟古建筑之一大“亮点”。
爨底下村是京郊保存最完好的古村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
之一。
该村位于“爨底下古道”之上，这条古道居斋堂镇西，从清水河畔的清龙涧村起，经双石头村、爨底
下村，过一线天峡谷到柏峪村，过黄草梁，再往西北到河北省。

妙峰山庙会
本区的名山妙峰山建有碧霞元君祠，妙峰山庙会历史久远，闻名遐迩。
妙峰山自元代起就香火极盛，是北京民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通往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庙）的古香道主要有四条，其中的北道、中北道、老北道都在海淀区，南
道在门头沟区。
南道这条古香道从三家店起经军庄、桃园、樱桃沟到涧沟村，最后抵金顶娘娘庙。
此道上有很多古茶棚遗址、辽代古刹栖隐寺遗址及庄士敦别墅等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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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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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切时代趋势是历史因果，似乎含着不可避免的因素。
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
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
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
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的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
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
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太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刻不容缓的性质。
这是保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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