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强，资深出版人、编审、知
名时评人，曾在多家出版机构担
任重要职务。 著有杂文集《楞客
天下》《出版行旅—总编辑手记》
等7种 ， 在100多家媒体刊发近
2000篇杂文、评论、散文等。 为北
京杂文学会会员，至今仍笔耕不
辍。

主讲人介绍：

堪称京城最神秘的寺庙

那天， 我从上午九点就从家里出
发了， 因为这个地方位于石景山区的
模式口大街 ， 每天都是下午2点才开
门， 每次接待20人， 参观时长也就是
短短的2个小时。 因此， 能预约参观的
人， 都是不折不扣的京城铁杆文博迷。

我穿过1000多米的模式口大街 ，
一边打量着这条刚刚修缮一新的京西
古道， 一边思考着， 走入这座预约了1
个多月的古刹， 该是一种怎样的自豪
感呢 ？ 记得预约时 ， 工作人员告知 ，
一定要提前到， 因为还要办理一些进
入手续。 我在下午1点半就准时到达这
里。 只见参观者几乎都陆续到达， 大
家满怀期待地等待， 自然也说起了预
约的不容易。 有人告诉我， 她为了抢
上这个票， 也是费时近2个月， 几乎每
天都是用闹钟把自己在午夜12点叫醒，
开始抢票 ， 有了这样的耐力和准备 ，
才最终抢上票。 想想自身预约的艰难
经历，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从耳闻承恩寺的神秘， 到抢票的
艰辛， 到翘首以待的等待， 所有这些，
都为此次承恩寺之行， 笼罩了更为神
奇的色彩。

终于， 500年不开山门的承恩寺，
准时在下午2点开启。 这次也依然没有
开启山门， 而是开启了侧门， 这或许
也一脉相承地按照祖先留下的规矩来
迎接游客吧 。 随着讲解员神采飞扬 、
满怀豪情地耐心讲解， 承恩寺的往事
都一股脑地呈现在游客面前。

原来， 自明代正德年间落成之日
起， 这里便定下了三条规矩： “不受
香火 ， 不做道场 ， 不开庙 ”。 虽然这
里寺庙众多， 历史上模式口地区有记
载的庙宇达19座之多， 其中只有承恩
寺 、 法海寺 、 慈祥庵是皇家的寺庙 ，
其地位十分显赫。

承恩寺相传早在唐代武德年间就
有庙基存在 ， 明代正德年间 （1510-
1513 年） 重修并赐名 “承恩寺”， 取
其意承天恩泽。 承恩寺作为正德皇帝
的一处行宫， 同时又是锦衣卫的秘密
机构。

由于承恩寺的立庙规矩， 这座千
年古刹， 因为这 “三不” 原则， 更加
让人猜谜， 其实， 这里也演绎了不少
历史传奇。 只不过都是民间传说， 有
关的历史记载， 在明清、 民国的出版
物鲜有记载。 到了民国时期， 承恩寺

干脆就成了军阀势力盘踞的地点。 据
说， 那高大的四座碉楼， 前脚刚被用
以关押犯人， 后脚就让张作霖当作了
军用物资的仓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承恩寺移交石景山区政府 。 1961年 ，
它成为街对面北京市第九中学的教师
与学生宿舍。 一年后， 承恩寺里成立
了石景山中学， 为此整个院落进行了
大规模的改建扩建。 很多古建的隔断
被打开， 门窗被替换， 改成教室。 一
些损坏严重的古建被拆毁， 文革期间，
寺里的文物， 包括古碑铜钟、 大鼓铁
磬和71尊佛像， 在之前的历次运动中
已经毁坏殆尽， 现今已是荡然无存。

寺庙是一座四进院落， 包含山门
殿、 天王殿、 大雄宝殿及法堂。 据介
绍， 寺内的天王殿至今完整保存明代
的壁画 ， 有出奇的内容和艺术水平 ，
均为皇家画师所作。 这些壁画与附近
著名的法海寺壁画风格一致， 都是明
代中期的作品， 而这里的壁画人文价
值更高 。 很可惜 ， 壁画正在修复中 ，
没有对外开放， 错过了一次欣赏的机
会。

寺庙建筑也非常有特点， 寺庙四
角各建了一个石质碉楼 ， 楼高两层 ，
约10米高， 方方正正， 只有简单的石
窗， 在北京寺庙群中极为罕见。

刚刚开门迎宾的承恩寺

这座寺庙从建立初始， 就与众不
同。 明司礼监太监温祥于正德五年改
建承恩寺， 皇帝钦赐匾额 “敕赐承恩
寺 ”， 并准许僧录司左觉义佥书管事
(官署从八品) 兼任住持， 优免该寺一
切差役。 清代承恩寺重修三次， 礼亲
王与该寺关系密切。 礼亲王坟共三处，
其中两处都在承恩寺附近， 礼亲王继
承者也多埋葬在承恩寺周边区域， 后
人扫墓祭祖大都暂住承恩寺， 歇息拜
佛，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

承恩寺的四角建有碉楼， 寺内有
四通八达的地道以及宽敞的后院， 这
些在京城寺庙中非常少见。 这是我第

一次在寺庙中看到碉楼， 问了一下讲
解员才知道， 所有的碉楼都在修缮中，
不开放， 因此也无法一览真容。 据说，
下面都有地道， 可是没有被证实。 碉
楼的墙上筑有石窗， 是由整块的石材
凿成箅状的 ， 起着射箭的箭眼作用 。
寺庙整体建筑成 “回” 字形， 除了外
面的大墙， 自天王殿至法堂， 四面均
由殿堂房屋围住， 成为内院。

为何古人在这里建用于军事目的
的十米高碉楼， 这实在是一个待解之
谜。 难道如同传说的明朝特务机关在
这里驻扎， 以增强警卫作用？

据讲解员介绍， 他们公司刚接手
这个寺庙时， 基本上就是一个空荡荡
的庙宇。

那么， 承恩寺的历史文物， 既然
都荡然无存， 还能看到什么呢？ 其实，
来这里本身， 看这些修复好的建筑文
物， 感受古刹那种刻骨铭心的神秘色
彩， 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弥足珍贵了。
在寺庙里 ， 我仔细端详每个建筑物 ，
力求从建筑细节中品味出当年寺庙的
辉煌。 尤其是院子里随处可见的厚厚
苔藓 ， 是在别处寺庙中不曾多见的 ，
那是这里500年不开山门所积累的历史
印迹。

京城八绝赋能承恩寺魅力再现

燕京八绝， 即景泰蓝、 玉雕、 牙
雕、 雕漆、 金漆镶嵌、 花丝镶嵌、 宫
毯、 京绣八大工艺门类， 它们充分汲
取了民间工艺的精华， 在清代均开创
了中华传统工艺新的高峰， 并逐渐形
成了 “京作” 特色的宫廷艺术。

而承恩寺的重新向公众开放， 不
能只是没有什么文物的空荡荡古建筑，
需要在文物陈列中有所特色。 主办单
位的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于2021年7月
12日正式开馆， 由此开启了承恩寺历
史的新里程。

近十个主展厅内， 展示了包括金
漆镶嵌仿故宫穿云龙屏风、 仿清宫花
丝镶嵌腰刀、 景泰蓝 《万寿无疆》 碗

等在内的400余件燕京八绝传世精品。
这些珍贵的展品对传承京城非物质文
化遗产， 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个非遗主题博物馆， 凝结了百
名大国工匠的心血和技艺， 以往我只
是听说过燕京八绝， 在这里能集中看
到八绝的400多件珍品 ， 不但大开眼
界， 也收获了不少相关知识。 参观后，
众人还一起到大师工作室， 现场观看
了大师的制作工艺。

看来， 在承恩寺参观， 不但能感
受到500年不开山门的神秘， 还能感受
到这座千年古刹的新生， 那就是通过
燕京八绝的展示， 给这里赋能了更多
的北京传统文化色彩。

这次愉快的承恩寺之行， 让我看
到了千年历史古刹的真貌、 新貌， 也
了解了为什么这座古刹坚持500年不开
山门的缘由， 对北京庙堂文化有了更
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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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讲讲人人：：赵赵强强 文文//图图

这些年， 我去过北京大大小小的寺庙不计其数， 然而， 像承恩
寺这样神秘， 预约参观如此费力， 一票难求的地方还是第一次碰到，
可以说， 预约的难度远远超过故宫。 也许应验了 “明知山有虎， 偏
向虎山行” 的信念， 在我锲而不舍地从网络上预约了一个多月后，
终于在2021年的盛夏， 走进了这座心驰神往的千年古刹。

探探访访北北京京最最神神秘秘的的千千年年古古刹刹承承恩恩寺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