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猴顶是北京最高的山 ， 也是北京
最大的野山地区 ， 位于怀柔喇叭沟门
乡， 它的山脊是河北丰宁的分界 ， 尽
管有更高的云雾山和卯镇山 ， 但并不
完全属于北京， 只是坡及怀柔县境内。
猴顶景区路边多是玉米地和放牧牛群，
有南北两沟 ， 去南猴顶走南沟 ， 去北

猴顶走北沟。 猴顶的名字也是因为山
顶岩石突兀， 长得像猴子得来的 。 猴
顶山势很高， 如能爬到山顶极目远眺，
周围景象便尽收眼底 ， 如波如烟 。 南
猴顶已被喇叭沟门乡辟为旅游区 ， 从
怀柔到喇叭沟门乡即有路标和售票点。

地址： 怀柔喇叭沟门乡

■猴年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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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猴尾胡同 ， 在北京还有一
处名字中带有 “猴 ” 字的地点———
石猴街 。 从走向上说 ， 石猴街南端
的起点为三井胡同 、 北端则是大耳
胡同 ， 其中部又与汾州胡同西口相
交 。 在长度上 ， 比起猴尾胡同 ， 石
猴街稍有些逊色， 它只有89米长， 宽
不过4.5米。

再从时间上了解 ， 据说 ， 早在
明代石猴街就已经出现 。 其中 ， 位

于街的北口还有块刻着 “泰山石敢
当” 的石碑。 不仅如此， 在碑石后还
另有玄机。 这里立着一块刻有猴子骑
在马背上的青石。

说到这个图案 ， 不少人会提到
“马上封侯 ” 这几个字 。 相传 ， 石
碑为街巷中一大户人家而立 ， 并将
“猴” 比喻 “侯” 祈求子孙得有功名。
清康熙年间， 石猴胡同改名为 “石猴
街”。

在在北北京京有有几几处处地地方方，， 和和““猴猴”” 有有着着密密切切的的关关联联。。 何何不不在在这这个个猴猴
年年，， 走走进进它它们们探探寻寻其其中中的的历历史史，， 感感受受其其中中的的文文化化。。

要说北京城里面用生肖起名的地儿还真不在少数。 羊有小羊圈胡同， 马有
骡马市大街。 眼看到了猴年， 您可以到这两个猴地儿转转。

市区不难找寻到带有 “猴” 字的
地名。 这其中， 就包括猴尾胡同。 猴
尾胡同 ， 也就是现在所称的侯位胡
同， 它位于北京站街西侧。 为什么这
个胡同曾经使用的名字中， 会有 “猴
尾” 两个字？ 这还要和胡同的造型说
起。

虽然这个胡同大致为东西走向，
然而却在西端发生一个向北的折拐，
而这个拐弯也成就这个胡同造型的特
别之处 ， 并且让它得名———猴尾胡
同。 这个形似猴尾的胡同， 东起北鲜

鱼巷 、 北止麻线胡同 ， 全长172米 ，
宽5米。

此外， 这个名字特别的胡同， 其
实也经历过几次名字的变更。

据了解， 在民国三十六年， 也就
是 1947年 的 时 候 ， 调 整 地 名 时 ，
因 为 “猴尾胡同 ” 这个名称有些不
雅， 所以根据谐音， 胡同的名字被改
为 “侯位胡同”， 1949年后一直用这
个新称呼。 期间只是在 “文革” 中曾
一度改为 “前锋胡同”， 之后又恢复
原名。

猴尾胡同

石猴街

逛完城中的两条猴街， 大家有空还可以带着家人、 朋友自驾游， 一睹北京郊
区的 “花果山”。

在电视剧中 《西游记》 中有个闻名
遐迩的花果山， 这里有孙悟空居住的水
帘洞， 还有成群的 “猴子”、 “猴孙”，
居住在这里的猴子们享受着水果大餐，
场景可谓惬意， 羡煞电视机前的观众。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就在我们生
活的北京， 也有这样一处 “猴子王国”，
它就是位于十渡的太平猴山生态景区。
提到 “十渡 ”， 人们会想到青山绿水 、
空气清新。 除去兼顾这样的特质， 游走

在太平猴山生态景区 ， 游客不仅能感
受静态的美景 ， 更能被打闹 、 嬉戏的
猕猴们嗨翻心情。

在太平猴山 ， 游客可以领略十万
年前的古生物生活遗址 ， 还可以欣赏
到石猴赏月 、 猩猩观溪 、 凤凰开屏 、
玉女峰等天然景色 。 值得一提的是 ，
随着植物呈现出的四季不同变换 ， 游
客可以来到这里感受不同的风景。

地址： 北京十渡镇太平村

十渡太平猴山

和 太 平 猴 山 有 猕 猴 相 伴 不 同 ，
在位于海淀区四季青乡西部还有一
处和 “猴 ” 有关的景区 ， 它的名字
叫做———猴石崖 。 提到 “崖” 字， 从
字面上理解， 这个景点肯定会与山、 石
有关。

查询资料后发现， 这个猴石崖的确
兼具这样的特点。 其实， 猴石崖是西山
风景区的一部分， 因为山峰的形态很像

猴子的造型， 所以这里称为猴石崖。
地址： 海淀区四季青乡西部

猴石崖

□本报记者 盛丽 整理

猴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