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挂甲塔” 实为 “过街塔”
从香山碧云寺大门向西， 有一条

坡道， 穿过一个村落， 便是通往挂甲
塔的山路。 沿着蜿蜒的山道前行， 但
见满山的翠绿， 回首远眺， 京城美景
尽收眼底 。 沿山路步行30分钟之后 ，
一座古城关和洁白的古塔便映入眼帘，
挂甲塔村到了。

民间传说， 挂甲塔村因村东山坳
处有挂甲塔而得名， 其实， 挂甲塔本
称过街塔。 历史上曾有一条京西古香
道经过这里， 京西一带的人们到妙峰
山进香时由此经过， 而西面门头沟的
人们到碧云寺、 卧佛寺上香也从这里
经过， 于是有信徒出资在山坳的旧城
关上修建了一座覆钵式佛塔， 约五六
米高， 底座是方形的， 通体白色。 每
个塔眼 （窗） 上有一个小佛像， 全部
建筑是用当地石材建造的。 佛塔处于
小城关之上， 底下便是人们往来的门
洞 ， 其目的是给信佛礼佛的人开个
“方便之门”。 礼佛的人不用进庙焚香
跪拜， 只从塔下走过就行了。 每走过
一次， 等于向佛祖行了一次顶礼。 这
种建筑被称之为 “过街塔”， 以后附会
杨家将的故事， 被谐音为 “挂甲塔”。

百余年后， 因年久失修， 古塔废
弃后逐渐消失。 十几年前， 在其大概
的位置复建了一座过街塔， 由此唤起
人们对历史的记忆。

昔日京西运煤古道
早在辽代，京西门头沟一带就有了

煤炭的开采，大约在明代，在香炉峰北
侧，与天宝山之间的山谷里，出现了一
条运送煤炭的山道，它往西通往门头沟
矿区，往东至香山脚下，挂甲塔是必经
之路。门头沟的煤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
过这条山路，运到碧云寺东南面的煤厂
村。这其中大部分煤炭为西郊一带的皇
家园林及各旗营所用，有的还被运至京
城，由此在香山脚下形成一个较大的煤
炭集散地。 年近九旬的王老先生说，想
当年，这挂甲塔村，时有运煤的骆驼队
由此经过，并在此歇息，一阵阵驼铃声
在小山村里回响。

明清时朝廷对煤炭的开采、 贩运、
销售都予以征税， 特别是清代， 随着
煤炭的广泛使用， 所收税额也不断增
加。 为了对从门头沟运往香山一带的
煤炭收税， 官府在这条运送煤炭的道
路上 ， 设置了一个关卡 ， 俗称城关 ，
对过往的煤贩子按运送数量的多少 ，
收取税金。 这处城关设在香炉峰与天
宝山之间的山凹处， 建有一座横跨山
道的小城关， 附近依山建有三间官房，
为收税官员暂住之处。 这个城关昼夜
有人把守， 凡是从门头沟运送过来的
煤炭均在此交税。 该城关一直保存到
清末， 但此时已不再有人在此收税了。
解放初期因年久失修， 这座城关已很
破旧， “文革” 被彻底毁坏。 多年前，
对城关进行了修葺。

挂甲塔村曾有 “三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挂甲塔村是海

淀区四季青公社香山大队的一个自然
村， 村民多散居于上坡地带， 他们到
底在山上居住了多少年， 难以考证。

挂甲塔村曾有 “三多”， 一是毛驴
多， 因山高路陡， 交通极为不便， 且
历史上缺水， 所以这里的村民几乎家
家都饲养一头或几头毛驴， 主要是驮
水， 而出远门时便成为人们的交通工
具。 这些毛驴主要是黑色、 灰色和黑
白花的 ， 个头不算大 ， 但体质健壮 ，

性情温驯， 承载力和耐力很强。 二是
背篓多， 是人们出门购物、 上山打柴
最常用的家什， 是独具地域和民俗特
色的物件儿 。 背篓是用荆条编成的 ，
为筒状， 大小没有统一标准， 一般高
在三尺左右， 上大下小， 便于将物品
倒出。 过去村子附近的人大多会编织
背篓， 山上有的是荆条棵子， 一到秋
后便割些回来， 自己编织。 三是石板
房多， 家家户户居住的多是柱高九尺，
房顶用石板覆盖成鱼鳞甲片。 整个房
子的结构与一般的农村居民住房没有
多大区别， 唯有房顶全部采用青石板
铺盖， 故称 “石板房”。 这样的房子牢
固耐用， 不怕雹雨， 不藏鸟虫， 冬暖
夏凉。 远远看去， 墙是白的， 顶是青
的， 石板层层叠叠， 参差有致， 很是
美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 由于山上缺水，
且交通不便， 村民们被安置到山下定
居， 所以绝大多数村民先后搬到山下，
但仍有极少数人故土难离， 不愿下山，
所以尚有多处老宅子，依然保持着原始
风貌，篱笆墙、石板房，简洁而古朴。

挂甲塔村虽不是很大， 但却是香
山一带地势最高的村落， 且历史悠久，
所以每日里都有游客到此寻访， 或登
上古城关极目远眺， 或攀上山巅， 任
山风从耳边掠过， 静闻天籁之声， 体
味一份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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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旅游

■周末推荐

去密云
摘葡萄品美酒

□户力平 文/图“挂甲塔”访古 夏去秋来， 密云的葡萄熟了，
大串大串的从叶子缝里垂了下来。
它们晶莹透明， 活像颗颗巨大的紫
色珍珠， 个个水灵灵的， 看着就使
人口水直流 。 周末 ， 约上亲朋好
友， 去酒乡之路采摘葡萄、 品尝美
酒吧。 酒乡之路位于密云区巨各庄
镇 ， 是集精品农业 、 农产品加工
业、 旅游休闲、 文化创意发展于一
体的红酒文化主题产业休闲带。 下
面为您推荐几个葡萄庄园。

天葡庄园———品味自然

天葡庄园始建于2010年， 是集
农产品生产 、 红酒酿造 、 观光旅
游、 科教研发、 技术培训， 商务会
所、 生态休闲特色餐厅为一体的现
代科技农业园区。 占地面积300多
亩， 园区内有20多个葡萄品种， 均
为亚洲 、 欧洲和国内名特 优 品
种 。 天葡庄园依托国家农科院的
研发优势以及技术管理， 进行优质
高端鲜食葡萄种植及种苗培育， 以
绿色安全， 超甜口感， 打造国内第
一葡萄品牌。

酒乡之路———品尝法餐

占地1180亩， 其中酿酒葡萄园
区为1000亩 ， 鲜食葡萄180亩 。 鲜
食葡萄有摩尔多瓦、 红提、 巨峰、
红宝石无核、 玫瑰香、 茉莉香、 力
扎马特、 户太八号、 夏黑等多达数
十种， 且全部为无公害化种植。 酿
酒葡萄有赤霞珠 、 小芒森 、 玛瑟
兰、 霞多丽、 梅露辙， 其高品质酿
酒葡萄全部供给中国知名葡萄酒产
业集团。 另外， 这里还为游人准备
了经典纯正的法餐、 自酿的美酒。

润之都———庭院农家

润之都庄园位于密云区巨各庄
镇 康 各 庄 村 ， 拥 有 200亩 葡 萄 ，
“葡萄庭院农家乐”， 是您品尝农家
饭， 户外烧烤、 采摘葡萄、 住宿的
最好去处。 这里风景秀丽， 依山傍
水， 是天然的 “氧吧”。 葱绿茁壮
而又生机勃勃的葡萄长廊绵延数
里， 蔚为壮观。 徜徉其间， 脚踩朴
实的乡间小路 ， 头顶翡翠般的葡
萄， 十分惬意。

岩石庄园———观光垂钓

岩石庄园位于密云区巨各庄镇
久远庄村。 这里山清水秀， 风景怡
人。 葡萄园以葡萄采摘为主体， 集
观光、 休闲、 垂钓为一体， 种植葡
萄200余亩， 空气、 土壤等均符合
国家绿色产品认证的要求。 葡萄具
备品种新、 品质好、 甜度高、 果形
美观、 适宜商品化等优点。 葡萄园
周围有特色农家乐 ， 是您体验采
摘， 休闲度假的好场所。

站在香山的最高峰———海拔557米的香炉峰上向西北的山坳望去， 隐
约看见一座城关之上矗立的白塔， 其西侧几处古老的宅院掩映在绿树丛
中， 这就是京西小有名气的古村落挂甲塔。 传说， 北宋时杨六郎到某地
搬兵， 在香山脚下与辽兵相遇， 他见寡不敌众， 便逃到山上， 并将身上
的盔甲挂在一个小白塔上， 由此巧妙地骗过追杀他的辽兵， 于是古塔被
称 “挂甲塔”， 而紧邻的小山村也被叫成了 “挂甲塔村”。

这里远离都市的喧嚣与纷杂，格外的幽静，尤其是夏秋时节，因地处高
山之上，林木茂密，显得格外清凉，时有旅行者到此访古及纳凉寻幽。

【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或是
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亦或是旅
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吃喝
玩乐……本栏目注重记录旅途中的美
好过程，以玩家身份为读者旅途生活提

供服务。字数在1000-1500字。要求有小
贴士，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而是旅途中
的风光景致、人文历史、游历故事所引
发的情思、带来的感悟。 就像品一杯清
茶，淡淡悠远。 本栏目注重旅途故事和
旅途感悟的分享，为您提供一个休憩的

场所。 字数在600-800字内。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点，无
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只要图片
精美，再精美，标明拍摄地，文字风格活
泼生动，吸引人，都可以和大家共同分
享。 要求大图、100字以内的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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