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蓟镇西协四路

据史料记载， 曹家路古村落形成
于元代后期， 由一曹姓大户人家创村，
在村东安营扎寨， 史称曹家寨， 后改
称曹家路。 曹家路村地处雾灵山北麓、
安达木河北岸， 是密云、 兴隆、 滦平、
承德4县交界之地。 因地处边关要道，
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蓟镇长城总长600多公里， 是万里
长城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 。 蓟镇长
城又划分十二路， 在十二路中又划分
为东协、 中协、 西协三部分。 每协又
划分四路 ， 曹家路属西协四路之一 ，
下辖15个关隘、 22座城堡、 58座敌楼。
管辖范围东起汗儿岭口， 西至姜毛峪
口， 全长80公里。 作为边防重镇， 曹
家路在明代防止鞑靼侵犯中原、 清代
封山护陵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家路营城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
（1368—1398年）。 营城为虎头形， 城
周六里三十步 ， 设东 、 西 、 南三门 ，
东门为 “绝胜雄关 ”， 南门名 “延胜
门”， 西门题写着 “曹家路营城”。 城
东南设有便门。 北山上建有城墙， 如
今仍有城墙遗址。 旧营城用山石垒砌
灰浆勾皮。 城内建有游击署、 中军千
总署。 嘉靖年间建广有仓。 东门外有
校军场、 演武厅、 点将台。 相传曹家
路所辖长城各寨口的守将， 都由这里
点将上岗。

明朝万历年间 （1573—1619年），
戚继光加固长城， 重修了曹家路新营
城 。 新城为砖石结构 ， 高二丈五尺 ，
宽八尺， 上建城楼。 不久， 在南门里
构筑了十三层砖塔一座。

作为蓟镇西协四路， 曹家路所辖
关隘是： 姜毛峪口、 苏家峪口、 南峪
口、 大虫峪口、 走马安口、 镰钯峪口、
黑峪关口、 芍香峪口、 二道口、 汗儿
岭口、 倒班岭口、 齐头岩口、 柏岭安
口、 师谷峪口、 土墙子口。

围绕曹家路营城， 周边村落均建
设了城堡 ， 形成了 “梅花式 ” 布局 。
有据可查的城堡有： 姜毛峪城堡、 吉
家营城堡、遥桥峪城堡、黑峪关城堡、大
角峪城堡、蔡家店城堡、小口城堡、新城
子城堡、 破城子城堡、 唐家寨城堡。

明代嘉靖三十年 （1551年）， 曹家
路设游击驻守 ， 隆庆年间设置提调 ，
隶属于游击。 下置中军1员， 千总、 把
总6员。 额兵1506名， 尖哨100名。 装
备盔甲3445副 ， 冷兵器21736件 ， 马
700匹。 所辖的杨家堡设千总署， 黑峪
关、 吉家营、 扳合岩设把总署。

清代封山护林

清王朝统一中国后， 曹家路由边
防重镇变成了大清国的腹地， 军事上
的 战 略 地 位 已 经 消 失 。 顺 治 元 年
（1644年） 置游击统领守军。 顺治六年
（1649年） 改为守备。 康熙二年 （1663
年） 修建东陵， 雾灵山、 曹家路均在
陵区禁界之内。 清政府为了封山护陵，
在曹家路派驻了千总、 把总， 统领兵
丁， 管辖着东起雾灵山东麓的黑峪关、
西至杨家堡 （今密云镇北庄镇境内 ）
一百六十多里以内的村庄和山林。 雍
正十年 （1732年） 改为都司， 辖本营
并分防黑峪关、 吉家营、 扳合岩、 窄
道子4汛， 隶属于马兰镇镇标。 设置都
司、 千总、 把总、 外委各1员， 额外6

员， 领兵马36名、 守兵140名、 营马30
匹。 千总1员，驻杨家堡。 把总4员，分驻
黑峪关、 扳合岩、 窄道子、 吉家营。

为了做好雾灵山的护林防火， 清
政府在一百六十里山麓开割了一条宽
约三丈的带形火道 ， 以防烈火烧山 。
每年， 周边各村村民都要上山清理火
道， 如遇火警就要男女老少一齐出动
救火， 怠慢者要受惩处。 雾灵山各山
口都设专人把守， 严禁进山伐木、 打
柴， 违禁者打死勿论。 经过二百多年
封山育林， 雾灵山成了一座古木参天
的大森林， 森林里各种飞禽， 獐、 狍、
鹿、 熊……应有尽有。

民国时期商业繁荣

清王朝覆灭后， 雾灵山丰富的木
材、 药材资源得到了开发利用， 伐木
工、 药材经销商、 小商品经营者， 纷
纷涌入曹家路， 人口快速增多， 全村
商业服务业迅速发展。 二里长街店铺
林立， 五行八作商贾云集， 成为关里
关外赶集购物的经济中心。 遇有传统
节日、 庙会和集期， 滦平县的涝洼乡、
承德县的小白旗乡、 兴隆县的大沟乡
的农民， 均到这里购物。 商业繁荣程
度仅次于密 （云）、 石 （匣）、 古 （北
口 ） 三镇 ， 素有雾灵山下 “小北京 ”
之称。

曹家路商业中以杂货业为主， 上
世纪初的三十年间， 先后有大小杂货
店四十家。 其中最有名的是东街路北
的祥瑞号， 资金三千元 （银洋）， 伙计
二十人， 铺面店六间， 经营布匹、 百
货、 烟酒、 副食等项， 物品齐全， 琳
琅满目 。 其次是东街路北的明德栈 ，
三间门脸， 经营布匹、 百货和中草药。

各个店铺的商人都很会做生意 ，
经营管理上也很有特色。 比如他们适
应顾客需要， 以一业为主进行多种经
营。 卖杂货兼卖中草药； 卖布匹兼卖
烟酒茶糖等等 ， 这样可使顾客进店 ，
基本就能买齐所需物品， 这样既方便
了顾客， 又增加了营业额。

药业是曹家路街上的主业。 当时，
中 （西） 成药铺有十二家， 其中值得
提出的是王润芝开办的庆霖堂。 他聘
用王哲民大夫和赵振廷大夫为坐堂先
生， 这两位大夫关心百姓的疾苦。 看
病用药格外照顾穷人 ， 深得乡亲信
赖 。 再是东兴堂李德元 ， 医道高超 、
医德高尚， 穷人前来就诊， 精心诊断。
施以草药， 花钱不多却能治大病， 乡

亲们尊称他为 “妙手二先生”。 此外还
有一家专营收购、 批发和零售中草药
的药庄———庆达堂， 该商号是河北安
国县人刘荣合、 刘喜章二人合资开办
的。 他们收购当地出产的柴胡、 苍术、
黄芹、 远志、 五灵脂、 人参等几十种
药材， 用骡马驮运石匣， 转送天津或
祁州出售， 然后购回麝香、 犀角以及
各种加工好的草药和成药。 外来货除
供本地销售外， 还远销热河地区。

全国解放后， 曹家路村村民积极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大力发展农业
的同时， 还兴修水利、 发展林业， 整
修街道， 全村各项事业实现了快速发
展。

1999年， 村党支部带领村民 “跨
省租山”， 借助地理位置优势， 开发了
河北省兴隆县境内的雾灵山龙潭景区，
以其山水林潭瀑溪丰富的旅游资源 ，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旅游， 寂静的山
村沸腾了。 依托旅游资源， 村民们开
发了民宿旅游， 并成为市级民俗旅游
村。 2010年， 这里获评 “北京最美的
乡村”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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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现供职于中关村密云园管理
委员会。

主讲人介绍：

07
2021年
9月18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版
式
校
对
黄
巍

□主述人：王希华 文/图

从绝胜雄关到商业名埠

山山攒簇雾灵间，
壁陡崖悬不可攀。
今我才知来绝塞，
古人于此控雄关。
汉儿岭峻风萧索，
司马台高路险艰。
犹有田畴堪履亩，
边民亦未乐安闲。
这首诗， 是清代光绪年间密

云知县陆嘉藻到现今密云区新城
子镇曹家路村巡视时， 创作的一
首诗篇。 《曹家路感作》 字里行
间体现着曹家路村的边关特色。

曹家路村位于燕山山脉主峰
雾灵山脚下， 南依安达木河， 与
河北省兴隆、 滦平两县交界， 是
个 “鸡鸣三县” 的小山村， 自然
风光优美， 旅游资源丰富。 该村
共有 760户 ， 2300口人 。 明代
时， 该村隶属于蓟镇长城西协四
路； 清代时， 该村承担着雾灵山
封山护林的重任； 民国时期， 商
贾云集， 商业繁荣程度位居全县
前列。

密密云云曹曹家家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