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时改名为宛平城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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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北京城里的

卢沟桥东头有一座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城： 宛平
城。 北京历史上曾有宛平县， 有些人误以为它就是
当年宛平县的县城， 这种说法不全对。 其实， 这座
古城在成为宛平城之前的数百年间， 有着自己的名
字： 拱极城。 听名字， 就知道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
市。 到了民国后， 因为特殊的历史， 这里才成为宛
平县公署的驻地， 并得名宛平城。

宛平城， 明崇祯十三年 （1640年） 建成， 当时
称拱极城。 它是为应付农民运动和清军的进攻而建，
是捍卫北京的桥头堡。 永定河围绕北京西部和南部
流淌， 卢沟桥是金代明昌三年 （1192年） 建成， 当
时是永定河上惟一的桥梁， 是出入北京的咽喉要道。
因此， 卢沟桥及拱极城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城东西两门与桥面为一直线， 桥城相连， 俨若雄关，
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势。

1981年8月在宛平城西门洞地下发掘出一枚钟形
银牌。 银牌铭文为 “敕令” （即皇帝下达的命令）：
“钦差分守真、 保、 涿、 易、 龙、 固等处地方， 详查
台垣、 火具、 清军募练兼山西开采事物、 督理拱极
城工 ， 御马监太监武俊 。 崇祯拾叁年叁月上吉日
立。” 这是崇祯皇帝任命武俊官职的腰牌， 证明拱极
城为武俊所建。 铭文提到的 “真、 保、 涿、 易、 龙、
固” 等地名， 即真定 （今正定）、 保定、 涿州、 易
州、 龙门卫 （指今河北省赤城县龙关镇地区， 唐代
称龙门县， 明代置龙门卫）、 固安。

拱极城当初是为军事目的而建， 为屯兵之用，
因而它的形制与普通县城有区别： 拱极城规模较小，
有 “斗城” 之名， 东西长640米， 南北宽320米， 总
面积20.5公顷 。 城墙基础铺六层条石 ， 上面砌砖 ，
内部填实黄土和碎石， 顶上再铺面砖三层。 城体紧
凑而严密， 防护性极强。 一般县城有东西南北四个
城门， 而拱极城只有东西两个门， 并设有瓮城和城
楼。 拱极城东门曰 “顺治”， 西门曰 “威严”。 城墙
顶上四周外侧有矮墙垛口， 上有望孔， 下有射眼，
垛口上还有一层盖板。 这样既可以掩体， 又可以拒
敌， 敌强时可以拒守， 敌弱时亦可出击。

该城没有一般县城的大街小巷、 市场、 钟鼓楼
等设施。 拱极城在明清两代皆为驻兵之所。 清朝在
这里曾设参将官衔， 衙门的位置在城内正中路北，
参将是仅次于总兵、 副总兵的职务， 平时统辖本部
军士1500人左右， 并能调动外地驻军。 当地有首歌
谣： “小小屯兵拱极城， 城门三百三十钉， 城上三
百三十个垛口， 城内三百三十个兵。”

那它是什么时候得名宛平城的呢？ 这里就要说
说宛平县的历史。 明永乐元年 （1403年）， 北平府改
为顺天府 ， 辖宛平和大兴两县 。 明永乐十九年
（1421年）， 明朝迁都北京， 大兴和宛平为依郭京县

（国都所辖之县）。 清代， 宛平和大兴仍为依郭京县，
隶属顺天府。 当时， 北京以前门大街中轴线为界，
东面为大兴县， 相当于现在的东城区， 县衙在交道
口附近的大兴胡同内。 西面为宛平县， 相当于现在
的西城区， 县衙在地安门西面东官房。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8年， 南京政
府决定将北京改为北平， 原属各县并入河北省。 北
京城内的宛平县公署， 迁至卢沟桥边的拱极城内，
从这时起， 宛平县离开了北京城， 拱极城始称宛平
城。 1930年， 城东的大兴县署迁到北京城南的黄村，
从此大兴就成了北京的一个郊区县。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 后， 宛平县政府
迁至长辛店镇。 1952年7月宛平县制撤销， 辖区划归
北京市。 如今， 宛平城现属丰台区管辖。

宛平城地区现有卢沟桥、 岱王庙、 兴隆寺、 龙
王庙、石景山厅水志（水尺）、宛平县署等10多处古迹。

岱王庙位于卢沟桥西端路北， 是明代建筑， 现
存二层戏楼和一座券门， 该庙存有古槐三棵： 门口
一棵用铁栏杆围着； 券门里两棵在杂乱拥挤的小平
房空隙中生长。 兴隆寺位于城内大街路北， 今卢沟
桥交通支队驻地， 现只存东配殿。 大王庙位于卢沟
桥南7公里的北天堂村， 建于光绪十七年 （1891年），
近年进行了重修 。 此庙现存 “北上二号漫口合龙
碑”、 乾隆钦赐赦免郎世宁碑、 冯玉祥修堤碑、 张作
霖修路碑等。 石景山水志位于宛平城西门往北1.5公
里处， 这里保存着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尺。 水尺是
观测河流水位的标尺 。 史载 ， 清雍正八年 （1730
年）， 在卢沟桥北设立水志观测水位， 对永定河流量
进行测量 。 后来 ， 水志只见于史籍 ， 不见实物 。
1973年 ， 在卢沟桥一带挖出一块石碑 ， 上面刻有
“石景山厅”， 刻字处正是当时监视水情的 “水志”
部位。 1984年在此地继续施工时发现， 该水尺以大
块条石砌成， 有水志24级， 现上露14级， 其余10级
为河床淤积。

摘自 《北京晚报》

在老北京， 即使已经进入数九寒冬， 街头卖各种
吃食的小摊子也不少。 萝卜挑， 是其中一种。

萝卜是老北京人冬天里常见的一种吃食。 特别是
夜晚， 常见卖萝卜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吆喝：
“萝卜赛梨！ 萝卜赛梨！” 老北京人管这叫做 “萝卜
挑”。 一般卖心里美和卫青儿两种萝卜， 卫青儿是从
天津那边进来的萝卜， 皮青瓤也青， 瘦长得如同现在
说的骨感美人。 北京人一般爱吃心里美， 不仅圆乎乎
的像唐朝的胖美人， 而且切开里面的颜色也五彩鲜
亮 ， 透着喜气， 这是老北京人几辈传下来的饮食美
学， 没有办法。 心里美也有多种， 分绿皮红心、 白皮
粉心、 红皮白心、 红皮绿心。 其中最佳品种是红皮白
心， 说是白心， 其实是白色如雪中夹杂着一丝丝红
线， 好像血丝， 红白相间， 透着细腻喜人。 这种心里
美， 水分最足， 还带着丝丝甜味。 如果切成丝， 撒点
儿糖， 点点儿醋， 拌着吃， 颜色就诱人无比。

“萝卜挑”， 一般爱在晚上出没， 担子上点一盏
煤油灯或电火石灯。 他们是专门为那些喝点小酒的人
准备的酒后开胃品。 朔风呼啸或者大雪纷飞的胡同
里， 听见他们脆生生的吆喝声， 就知道脆生生的萝卜
来了。 那是北京冬天里温暖而清亮的声音， 卖心里美
嘞！ 卖卫青儿嘞！ 和北风的呼啸呈混声二重唱。 民国
竹枝词里也有专门唱这种 “萝卜挑” 的： “隔巷声声
唤赛梨， 北风深夜一灯低。 购来恰值微醺后， 薄刃新
剖妙莫题。”

人们出门到他们的挑担前买萝卜， 他们会帮你把
萝卜皮削开， 但不会削掉， 萝卜托在手掌上， 一柄萝
卜刀顺着萝卜头上下挥舞， 刀不刃手， 萝卜皮呈一瓣
瓣莲花状四散开来， 然后再把里面的萝卜切成几瓣，
你便可以托着萝卜回家了。 如果是小孩子去买， 他们
可以把萝卜切成一朵花或一只鸟， 让孩子们开心。 萝
卜在那瞬间成为了一种老北京人称之的“玩意儿”，“玩
意儿”可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可以把玩的艺术品呢。

前辈作家金云臻先生曾经专门写过卖萝卜的小贩
给萝卜削皮的情景， 写得格外精细而传神： “削皮的
手法， 也值得一赏。 一只萝卜挑好， 在头部削下一
层， 露出少许心子， 然后从顶部直下削皮， 皮宽约一
寸多， 不薄不厚 （薄了味辣， 厚了伤肉）， 近根处不
切断， 一片片笔直连着底部。 剩下净肉心， 纵横劈成
十六或十二条， 条条挺立在内， 外面未切断的皮合拢
起来， 完全把萝卜芯包裹严密， 绝无污染。 拿在手
中， 吃时放开手， 犹如一朵盛开的荷花。”

卖萝卜的不把萝卜皮削掉， 除了为好看或不糟践
萝卜， 因为萝卜皮有时候比萝卜还好吃， 爆腌萝卜
皮， 撒点儿盐、 糖和蒜末， 再用烧开的花椒油和辣椒
油一浇， 最后点几滴香油， 喷一点儿醋， 又脆又香，
又酸又辣， 是老北京一道物美价廉的凉菜。

当然， 更重要的， 冬至之后吃萝卜， 在老北京人
看来，更有其养生的功效，叫做这时候的萝卜赛人参。
这时候， 还有另一种食物的养生功能可以和萝卜相媲
美， 那便是柿子。 在民间有这样的方子， 即在冬至这
一天把柿子放在窗台上冻上， 冬至是数九的第一天，
以后每到一个九的第一天， 吃一个冻柿子， 可以止
咳。 这一冬天都能不咳不喘， 比通三益的秋梨膏和中
药房里的枇杷止咳露都灵。 摘自搜狐网

萝萝卜卜挑挑拱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