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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介绍：

怀柔青龙峡是京城人观
赏休闲的美景地， 而在明代
这里却是北方骑兵进入京城
的关口要道。 长城从这里进
入怀柔，被称为怀柔第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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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高文瑞 文/图

昔日长城要隘 今朝休闲佳地

山村之中寻古堡

青龙峡景区有古迹， 有关口、 城
堡。 不经意中打探， 城堡在大水峪村
尚存有一段东南角。 进大水峪村要上
高坡。 我站在东城门口， 里面是古城，
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 放眼望去， 餐
饮小吃一应俱全； 超市、 小卖部等店
铺尽有， 商业气息浓烈， 还有社区服
务站、 村委会， 山村更像小镇。 远远
看到百米处古槐 ， 已有几百年历史 。
于树下徘徊瞻望， 树皮皴裂， 树身粗
壮围着红布。

自街中南望， 百米处是南门， 西
面百米处是西门。 这条街是古城主街，
旧时东西城门并不直对 ， 而是错开 ，
现在盖起房屋店铺， 道路取直， 延续
着主街。 有资料显示， 城堡南北长约
250米， 东西宽约200米， 与行走目测
相似。 西门外也有明显下坡。 城堡临
着河水， 利用自然地形， 建在一块高
地之上。 古人选址果然巧妙。

进一步探访古城的残存， 按图索
骥， 自东门处向南行走。 数步后， 房
舍顶上渐露金黄。 两房之间， 白果树
挺立， 慢慢靠近， 头顶平仰， 观望树
冠 ， 叶子满树 ， 可能周围房屋包裹 ，
挡住了风寒 。 有北京市园林局标牌 ，
此树有200年历史， 一级古树。 后退几
步打量， 枝杈繁多， 叶片很小， 而树
干笔直粗大， 似一尊威武的将军， 浑
身尽挂黄金甲。

我对古树年代有些疑惑，可能是明
代建城，清代种植的。 回望街道，东城
门上的延长线应是城墙。 古树就植在
城墙内侧。 水泥铺就的路面下兴许会
有毛石或夯土。 前行再看南城墙，也已
辟为街道。 那段残墙就在这个位置了。

顺着东南角出城， 下坡， 城墙已
被房舍挡住， 不能近前。 一位老婆婆
站在大门前， 80岁了， 本村人， 见过
古城。 20世纪50年代， 这个城堡还比
较完整， 村干部站在城墙上拿喇叭筒
通知事情， 全村能听到。 城堡有东西
南三座城门， 上无城楼。 之后城墙渐
有拆除。 城无北门， 那个位置有座庙
宇， 不知何名。

银杏树的位置曾是玉皇庙， 寺庙
很早就有损坏， 20世纪50年代改建了
小学与中学。 房屋还用了北边寺庙拆
下的石质宅板。 街心大槐树的位置也
有一座大庙， 有大殿、 耳房。 那里做
过供销社， 还做过大队部。 耳房做过

卫生室 、 图书馆 。 城外的寺庙很多 ，
南门外有庙， 东门外有五道庙， 北门
外有山神庙等等， 不下八九座。

南门外偏东有井， 有十七八丈深，
井绳又粗又长。 城内大槐树大队部后
面还有一井， 也有十几丈深。 东门外
那口井小， 只有三丈深。 城外地势低，
东近河边， 水自然会浅。 这里是东门
外 ， 有戏台 ， 四五层大块条石垒砌 ，
五六米长， 四五米宽， 20世纪90年代
拆了。 北门外也有一个戏台。 一城两
戏台， 见证了城堡关口聚人之众。 老
人没见过粮仓。 村北是穿行大山的河
道， 大河拐了十几道弯儿， 河上建起
十几座桥， 方便行走。 桥很简单， 用
树木枝杈或土石搭垫。

古城兵营曾驻重兵

进了一户人家的院落。 院墙根处
看到一段城墙， 存有几十米长。 这段
城墙有两米多高， 上半部有三层大块
毛石， 下半部是碎石。 当年碎石处也
是大块毛石， 因是坡地， 垫下多层基
石， 且宽出城墙1米多， 确保墙体结实
稳固。 居民搬掉基石， 取平坡地， 再
用碎石填补， 城墙地基与残墙形成院
墙。 这户人家没在院墙旁盖房， 得以
见到。 残墙还有很长， 已被隔壁几家
院落遮挡了。 残墙顶部与城内街道地
面持平， 若非进院， 无人知晓。 当年
城墙有三四丈高， 四周完整， 外包青
砖。 20世纪70年代城北拦截河水建起
水库， 拆除城墙， 三孔桥就用了城墙
上的毛石。

查阅典籍 ， 城堡的建造时间在
《四镇三关志 》 已有记载 ： “大水峪
关， 永乐年建”。 那么城堡应建于这一
期间 ， 甚至更早 。 又记 ， “通川谷 ，
正关口并东山崖通单骑 ， 冲 ”。 一个
“冲” 字便说明了关口的紧要。 河道宽
阔， 冬春之季， 水量减少， 河道与山
脚边能走兵马。 大水峪属石塘路管辖。
《昌平山水记 》 描写了城堡的形制 ：
“又南四十里为大水峪， 有城， 三门，
游击一人、 守备一人守之。” 城堡设立
三门， 超出周边城堡， 与石塘路城相
当， 只是面积要小， 街心也没有鼓楼
建筑 。 驻守长官是游击 ， 级别很高 ，
仅次于石塘路的参将 。 《方舆纪要 》
进一步说明： “大水峪关， 县东北三
十里。 旁地平坦， 贼骑易入。” 原因皆
在这条山谷通向丰宁大阁镇， 是北方
骑兵进入平原的一条通道， 朝廷必须

要在此布下重兵。
此地是山区， 乱石坎坷， 物产不

丰， 而交通便利， 南北往来， 货物多
用牲口驮运。 据 《长城关堡录》 记载：
由口外运来粮食多存本关， 成为集散
之地。 这让大水峪的军事地位更为凸
显， 这也是城堡规制提高的又一原因。
而粮仓不易保存， 当地人没见到也合
常理。 河道， 水库， 石桥， 让此地魅
力巨增 。 已是中午时分 ， 腹中作响 ，
随意进了一家餐馆。 里面摆着十几张
餐桌， 空无一客。 女主人正在靠窗的
桌上砸核桃， 刚刚晾干， 说今年的核
桃里有黑皮的 ， 不好卖 ， 剥了榨油 。
现在是旅游淡季， 旅游旺季时都坐满
了， 还要翻桌。 村里人办个喜事也到
这里 ， 有时还要加桌呢 。 再看菜单 ，
各式菜品皆有， 小菜大餐俱全。

水库即古时关口， 直线距离可能
会近。 城外盖满房舍， 行走要先向东，
再向北， 路会远些。 途中看到了铁路，
那是与密云小水峪相连的京通线， 两
村相距七八里， 却是与密云的分界了。

关口长城成了休闲胜境

很远就看到了景区大门， 停车场
广阔， 足能容下几百辆汽车。 关口西
面是青龙山， 截住大水峪河， 建成为
一座水库。 青龙峡景区依山而名。 水
库的对岸 ， 几家餐馆门前有人走动 ，
即使是冬季 ， 也能感到生意的红火 。
沿河上溯， 寻找关口， 最狭窄处竟在
景区大门， 古时在此也便于控制道路。

景区门内， 迎面一座大桥， 桥身
高悬， 侧面看去， 果然三孔， 拱洞巨
大。 中间两座桥墩各设三个小拱。 这
种敞肩拱式设计， 节省石料， 轻巧秀
丽， 桥身美观， 更利山洪通过， 减轻
冲击力。 仔细打量， 桥墩由大块毛石
垒砌， 令人联想起那座城堡。 有资料
显示： 大水峪水库于1969年至1977年
建造， 与城墙拆除时间相合。

库水狭长， 水面如淑女静卧。 长
城蜿蜒，敌楼高耸 ，倒映水中 ，煞是好
看。 碧波涟漪，恍惚间现出奇景，商队
游动如缕，牲口运货繁忙，如同遥远彼
岸的海市蜃楼。 人员汇聚， 城堡才会
出现两座戏台， 才会有众多寺庙。 寺
庙多在城北， 正是关口之内， 过往路
人必经之地。 有人做过统计， 最多时
曾建有十多座寺庙。 现在这些寺庙的
遗址与规模大多无从考证， 却显示出
旧时古城关口人员的多种心理需求。

想起了那株古银杏， 应是寺庙相
关的种植， 有人说树龄400余年， 植于
明代， 那时驻兵众多， 商旅匆匆， 相
当忙碌。 降至清代， 关口城堡作用减
弱， 却依然是南北的通道， 农耕游牧，
往来交汇， 青龙峡一直很繁华。

20世纪40年代修建了怀 （柔） 丰
（宁） 公路， 这个山谷通道作用大为减
弱。 近些年， 111国道建成， 通往北方
的道路更为便捷高速。 山谷里蓄出库
水， 景区依旧行人如织。 他们不再是
匆匆的过客， 而是赏心悦目的游人。

大水峪村原来只有200多户， 现在
已有六七百户，上千口人，为怀柔大村。
古井已废弃，村民饮用自来水，生活更
为方便。景区如今名声大振， 招徕众多
游客， 带动了村子的红火， 农家院众
多， 又吸引了艺术家， 村民生活显著
变化。 青龙峡旅游商业兴隆， 加上休
闲文化融入， 正好承接发展了古时的
辉煌。

———探访怀柔青龙峡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