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山的母亲河” ———大石河

房山位于北京市西南部， 大石河
是其境内最长的河流， 贯穿区境南北，
被房山人称为 “母亲河”。

据 《房山文史》 记载： 大石河为
海河流域， 大清河水系的北拒马河支
流， 发源于境内西部山区霞云岭乡堂
上村。 河道在山谷间曲折向东， 经霞
云岭 、 长操 、 班各庄 、 河北镇等地 ，
在坨里辛开口村出山……到祖村向南
出境， 至河北涿州码头镇与北拒马河
汇合， 全长129公里， 其中房山区境内
有108公里。

战国时期， 大石河称绳水， 西汉
时改称圣水 。 隋代因流经防山脚下 ，
改称防水。 唐代复称圣水。 五代时改
称石子河。 金代以龙泉为其源头之一，
改名龙泉河， 至清代未变。 民国时改
称大石河。 因系琉璃河的上游， 所以
泛称琉璃河。

大石河先后汇聚了房山区境内的
黑龙关、 河北村及万佛堂等诸多泉水
及丁家洼河、周口店河、东沙河等河流，
流经房山平原地区多个乡镇，沿河两岸
有村庄近60个，流域面积达1280平方公
里， 竟占全区总面积的2/3， 是房山区
境内的第一大河。

千百年来， 大石河不仅滋润了两
岸的肥田沃土， 哺育了房山人民， 还
为水上行船、 漕运货物提供了运输条
件。 民国时期， 随着上游来水的减少，
大石河逐渐成为一条季节性河流， 只
有雨季才见河水， 由此逐渐成为一条
泄洪河。 几年前， 结合北京市中小河
道治理总体规划， 房山区开始彻底治
理大石河。

如今的大石河已成为房山区的一
条景观河， 两侧绿树浓荫， 将古老的
“母亲河” 装扮成一道绿色长廊。

“顺义的母亲河” ——— 潮白河

顺义位于北京市东北部， 潮白河
是流经该区域的最大河流， 贯穿南北，
滋养了两岸的土地， 形成了沿河特有
的风景和经济发展带， 被顺义人称为
“母亲河”。

潮白河上源有两支， 东支为潮河，
因 “时作响如潮” 而得名， 西支为白
河， 因河道多沙， 且沙粒洁白而得名。
两河呈V字形分布， 河自北向南注入
密云水库， 南出密云水库后再向南汇
合成潮白河。 随后继续向南， 流入顺
义区境内， 流经38公里， 河面宽度平
均500米， 较宽水面达800米。

潮白河漕运历史可上溯到秦代 。
秦始皇 “海运饷边” 时， 曾征集军粮，
运至当时的北方重镇渔阳郡 （今顺义、
密云一带）。 辽代潮白河仍然是水运要
道。 为了漕运的需要， 于北宋政和元
年 （1111年）， 将潮、 白两河的汇合点

由今天通州上提到今天的顺义牛栏山。
明代为了由漕运供应密云一带防务官
兵的粮草， 在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
开白河东道， 并对潮河进行疏导， 引
白壮潮， 两脉合一， 并把两河的汇合
点继续北而移动， 由此拓展了航运河
道。

作为北京第二条大河的潮白河 ，
是北运河的重要水源， 纵贯顺义南北。
两千多年来， 在顺义大地上孕育出灿
烂的文化。 因其河道宽阔， 沿河景色
优美， 故有 “北京的莱茵河” 之别称。

“延庆的母亲河” ———妫河

延庆位于北京市西北部， 妫河是
流经该区的最大河流 ， 又称妫水河 、
妫川。 其名始于唐代以后。

妫河原是山西永济县境内的一条
小河， 传说尧帝为了考验舜， 而将两
个女儿嫁给他。 舜将二女安置于妫河
之滨 ， 让她们如普通农妇一样劳作 ，
因而取得了尧的信任。 到了南北朝以
后， 人们附会古潘城 （今河北涿鹿县
保岱镇） 是舜都， 所以将潘城中的一
条小河改名为妫河， 唐朝时曾在潘城
中设妫州， 唐长安二年 （702年） 移妫
州于清夷军城 （今官厅水库附近）， 而
流经此处的这条河也被叫成了妫河。

妫河源自松山， 东穿龙庆峡宛转
出山， 至金牛山西折， 经妫川绕康西
草原入官厅湖 （水库 ）， 延绵百余华
里， 养育了延庆人民， 所以被延庆人
誉为 “母亲河”。

早在1500年前， 北魏郦道元曾亲
临勘察妫河， 并在 《水经注》 中予以
赞美。 金元两代帝王也耽迷于妫河的
山光水色， 多次銮舆而来， 驻跸不去。
到了明清时期， 这里已成了旅游胜地。
由于延庆境内多山， 且妫河多在山谷
中穿行， 每当落雪后， 满川满山皆为
瑞雪覆盖， 玉树琼林， 故有 “妫川积
雪” 之称， 为 “延州 （庆） 八景” 之
一。

延庆之秀集于妫河， 延庆之美尽
在妫河。 她宛如一条绿色的飘带， 从
延庆城区飘过， 构成一道优美的风景。

“平谷的母亲河” ———泃河

平谷位于北京市东北部， 泃河是
该区域第一大河。 源于河北兴隆县芧
山、 青灰岭一带， 经天津蓟县流入平
谷境内， 注入金海湖， 西流至平谷区
城东及南， 在马坊镇东店村出市境入
河北三河。 平谷境内河道长54.4公里，
流域面积952平方公里。

历史上， 泃河为平谷广大区域供
水、 灌溉、 航运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
在是平谷区泄洪与排涝的主要河道 ，
也是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的主
要水源。

泃河古称泃水、 广汉川。 1500年

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 《水经注 》
中记载： “（泃） 水出右北平无终县西
山、 白杨谷。 西北流迳平谷县， 屈西
南流， 独乐水入焉。 水又左合盘山水，
东南迳平谷县故城东南， 与洳河会。”

早在战国 ， 泃河水道就已通航 。
《平谷县志》 载： “东汉末期， 曹操开
凿平虏渠 、 泉州渠 ， 引河水入沽水 ，
开辟了平谷及沿河各地的水路交通。”
这无疑为以后各代南北物资交流、 军
事供应打开了通道， 从而扩大了泃河
水运的范围和规模。 泃河漕运延续到
民国时期， 达两千余年。 又载： “平
谷县境内以泃河、 洳河为巨流， 春冬
作桥梁， 夏秋用舟楫， 以济行人， 沿
河田园多资灌溉。”

特别是明永乐元年 （1403年）， 平
谷成为边防要地， 县内驻军数万， 驿
船由今天的天津装载粮食 、 海盐和
军需品， 沿蓟运河北上 ， 运往平谷 ，
再将平谷 、 密云各县的果品 、 药材 、
皮棉等物品运往天津、 塘沽和京城各
地， 每天几十只船舶来往通运泃河之
上。

北京的河流大多是西北向东南流，
而泃河平谷段主要是由东向西流。 据
考古发现， 平谷先民在10万年前的旧
石器时代就迁徙到泃河流域生活， 六
七千年前创造了灿烂的上宅文化， 商
周以来各代居住遗址， 及城、 博陆城、
老县城等均与她相依， 赖以生息。

千万年来， 泃河奔流不息， 横穿
全境， 滋养着京东这方土地， 由此被
平谷人称为 “母亲河”。

“昌平的母亲河” ———温榆河

昌平位于北京市北部， 温榆河是

该区域第一大河， 流经昌平区中南部
的大部分区域， 所以被誉为 “昌平的
母亲河”。

温榆河发源于昌平区军都山， 上
游由东沙河、 北沙河、 南沙河等支流
汇合而成， 至通州区通惠河口入北运
河。 在北京城还没诞生的时候， 温榆
河已形成， 它是北京地区最古老， 也
是最早被开发利用的河流之一。

温榆河之得名， 一说源于泉水温
热， 寒冬不冰， 故名温余水， 后谐音
为温榆水、 温榆河。 二说源于开河后，
两岸长满榆树， 繁茂成荫， 河水清澈
明亮， 遂称之温榆河。

温榆河之名最早正式见于 《汉书·
地理志》， 称 “温馀水”。 北魏郦道元
作 《水经注 》 时也称 “湿馀水 ”。 而
《辽史》 记载 “顺州有温榆河”， 元代
称 “榆河”， 又俗称 “富河”。

温榆河曾号称 “铜帮铁底”， 具有
良好的通航条件。 相传， 汉代就有从
潞河 （今北运河） 到昌平的运粮船航
行于河道上 。 金大定十年 （1170年 ）
疏浚温榆河下游河段 。 元至元元年
（1264年）， 疏凿从通州沿温榆河北上
至北沙河的水道。 明代修筑皇家陵寝，
并在昌平居庸关一带大量驻军， 其粮
饷也是通过温榆河运输的。 明隆庆六
年 （1572年） 至万历六年 （1578年），
两度疏浚温榆河水道。 漕粮由通州沿
温榆河上溯到沙河巩华城。 同时商船
也可沿温榆河直驶安济桥下， 即今天
的沙河镇一带。

昌平境内的大小河流， 大多为温
榆河的支流， 也就是在温榆河的流域
范围内， 所以说温榆河是昌平的 “母
亲河”， 应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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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力平：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
员。 多年业余从事北京文史研究，特
别是北京地名、风物、民俗及古村落
研究，并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
报刊发稿千余篇。 已出版《光阴里的
老北京》《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京西
海淀说故》《香山传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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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几多“母亲河”

“母亲河”泛指某一地域内，与民族世代繁衍息息相关的河流。 相
对来说，是一个区域历史最为悠久，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 不论其长
短、贫贱，她奔流不息，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养育着一方水土一方人。

说到“北京的母亲河”，人们便会想到北京第一大河———永定河。
千百年来，她孕育、催生、抚养了北京城，是北京的生命之源，文化之
根，故有“先有永定河，后有北京城”之说。 其实，除了永定河，在北京还
有几条河流，也被称为“母亲河”，多是各行政区历史最为悠久、流域面
积最大、历史与文化积淀极为丰富的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