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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景山区西黄村村西，有一座皇家尼
姑寺院，明代称顺天保明寺。清康熙五十八
年（1719年），重建后易名为显应寺。民间俗
称皇姑寺。1987年，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公布
皇姑寺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传，明正统十四年（1499年），瓦剌首
领也先率领骑兵攻打大同，宦官王振挟持英
宗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至居庸关遇一吕
姓尼姑化作疯婆拦驾，谏阻说出师不利，英
宗不听，叱武士交锤，尼趺坐以逝，真身不
腐。后英宗北上，连日遭遇暴风雨，又中了
瓦剌军的埋伏，于土木堡全军覆灭，英宗被
俘。这就是明朝的奇耻大辱——史称“土木
之变”。在英宗被关押期间，吕尼多次出现，
为其送水送饭。后来，英宗复辟，遂封吕尼
为御妹，于天顺初年（1457年），为其建寺，赐
额曰“敕赐保明寺”，民间俗称皇姑寺。这是
北京地区唯一的一座皇姑寺。据女僧吕氏
坟前嘉靖四年（1525年）敕赐碑载，吕姑为陕
西西安府邠州道安里王寿村人氏。

明王应遴、王骥德、梁稷，清王士祯、王
鸿绪、宋荦、查嗣溧等文人均有诗作，其中查
嗣溧所作皇姑寺诗耐人寻味，现抄录于后：

皇 姑 寺
皇姑赐号太无名，谁藉尼僧谏北征。
留与两宫添玉叶，免教天子作诸甥。
清康熙年间，皇姑寺毁于大火。康熙五

十年（1711年）十二月始建寺院，落成于康熙
五十八年正月，康熙帝赐名“显应寺”，寺额

“敕建显应寺”，为康熙御笔。
显应寺坐北朝南，有四进院落。第一进

院正殿为天王殿。硬山正脊，悬“显应寺”三
字额，为康熙御笔。出天王殿，东西各有钟
楼一座。

第二进院正殿为观音殿，硬山正脊，面

阔三间。观音殿旧悬清圣祖御书额：“水心
柏子”，对联曰：“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
照禅心。”殿前竖明碑两通，一为明《重修保
明寺记》，另一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敕
谕蠲免粮税碑》。

第三进院正殿为吕祖殿，硬山正脊，面
阔五间。吕祖殿悬天顺手敕三道（明嘉靖时
追回）。廊绘“已巳北征图”。吕祖殿悬清圣
祖御书额：“林泉花雨”，对联曰：“月在上方
诸品净，心持半偈万缘空。”殿前有碑亭两
座，左为《归圆大师碑》，右为《圣祖御制显应
寺碑》。

第四进院正殿为药师阁，俗称大佛殿。
药师阁悬清圣祖御书额：“挂衲翻经”，对联
曰：“碧松荫里池长润，白藕花中水亦香。”药
师阁有西配殿、东配殿。药师阁后为尼姑禅
房，共72间，各有名目。

皇姑寺今仅存观音殿、吕祖殿和四进院
的西配殿。

皇姑寺有两口铜钟：一口称黄村寺钟，
另一口称保明寺钟；均为皇室宗亲捐资铸
造。现收藏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黄村寺钟 西黄村原名“黄村”，始称于
金代以前。据村西北翠微山麓出土的金定
远大将军利涉军节度副使吴前鉴墓志记：

“以大定七年（1167年）二月二十五日举公与
二夫人神柩合葬于大兴府宛平县房仙乡黄
村之原。”由此可知，黄村已有800余年的历
史。元、明沿称。明蒋一葵《长安客话》云：

“自平坡（今翠微山）东转，望都城，平沙数十
里，中经黄村有保明寺，是吕尼梵修处。”

黄村寺钟铸造年代为大明嘉靖十二年
（1533年）三月二十一日，通高1.515米，口径
0.97 米。青铜材质。蒲牢钟钮。钟肩饰莲
瓣一周12片。钟腰处以3道凸弦纹分钟体

为上下两部分，各有4区。上部牌位铭文为：
“章圣慈仁皇太后，永淳长公主，庄奉夫人邢
氏。”钟款为“大明天顺六年夏月吉日铸造洪
钟一口入于黄村寺。”上部第1区铸有：“大悲
观世音殿永远常住，供养吉祥如意者。上报
四恩，下资三宥。一切有情，同圆种智。”第2
区铸有：“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
轮常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天
下太平。”第3区铸有：“大明嘉靖十二年三月
二十一日奉懿旨重造。敕赐顺天保明寺。
住持善聪，管事法连、法缘、法伦。”接下一牌
位铸有：“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第 4 区铸
有：“太师昌国公张，夫人周氏。建昌侯张，
夫人崔氏。锦衣卫指挥张，夫人穆氏。”下部
只有一区内有铭文（略）。

明《宛署杂记》载，皇姑寺有《敕谕蠲免
粮税碑》（碑文略）。明世宗喜道反佛，嘉靖
六年（1527年），世宗勒令捣毁寺庙，尼姑还
俗。皇姑寺的尼姑为了保全寺庙，居然请出
两宫皇太后：世宗之母慈仁皇太后和世宗皇
伯 母 慈 寿 皇 太 后 说 情 。 慈 寿 皇 太 后
（？-1549年），兴济（今河北沧州）人。父张
峦为都督同知。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册
为太子妃。孝宗即位册封为皇后，追封其父
为昌国公，两个弟弟为寿宁侯和建昌伯。武
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正德五年（1510年），上
尊号慈寿皇太后。面对世宗反佛毁寺的举
动，慈寿皇太后为了防止毁寺行动的再次发
生，她联合其父、两个兄弟和慈仁皇太后、其
女永淳长公主等，将天顺六年（1462年）铜钟
重新翻铸，这就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
黄村寺钟。从此，皇姑寺既有明孝宗《敕谕
蠲免粮税碑》，又有两宫皇太后翻铸的黄村
寺钟，地位更加稳固。

保明寺钟 在与黄村寺钟相隔了 39 年

之后，隆庆六年，慈圣皇太后（李太后）又率
众信徒向顺天保明寺捐献了另外一口钟，
被称为保明寺钟。铸造年代为明隆庆六年
（1572 年），通高 1.475 米，口径 0.94 米。青
铜材质。蒲牢钟纽。钟肩饰莲瓣一周 16
片。钟体以 3 道凸弦纹分为上下两部分，
连同钟裙均铸满铭文。钟款“敕赐顺天保
明寺”“隆庆六年十月吉日造”以外均为铸
钟捐资者的名字。为首者“大明慈圣皇太
后李氏”“戴圣夫人金氏，夫人张氏，夫人马
氏、姜氏，一品夫人云氏，夫人郭氏，夫人李
氏、阴氏。”钟款下铸有“住持法兴、法林、法
建。”以及“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太师定国公
徐，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司礼监掌印监
太监冯保”、“内府各衙门太监”等官宦姓
名。

李太后（1514-1614年），明神宗生母，通
州永乐里（今永乐店）人。嘉靖四十年（1561
年），以良家女子入选为裕王妃。翌年生一
子(即神宗)。嘉靖帝崩，裕王登基，建号隆
庆。元年（1567年），进为贵妃。六年（1572
年），太子10岁即皇帝位，尊生母为慈圣皇太
后。李太后之父被封为武清伯，其兄授任都
督。在神宗登基时，由皇帝生母领衔，率信
徒1700余人向皇姑寺捐献了这口铜钟，更由
于捐助者的特殊身份，使得保明寺钟非同寻
常。

寺院规制：东为钟楼，西为鼓楼；晨钟暮
鼓。钟、鼓作为寺院的重要法器：早晨敲钟，
晚上敲鼓。据说，皇姑寺有两座钟楼，均已
圮废。东面的钟楼悬挂嘉靖十二年的黄村
寺钟；早晨、中午敲这口钟，叫做“神钟”。西
面的钟楼悬挂隆庆六年的保明寺钟；晚上敲
这口钟，叫做“鬼钟”。久而久之，鼓楼因悬
挂古钟而被称为钟楼了。

琅山村位于石景山区中部，距区政府
（石景山路18号）4.7公里，属苹果园街道办
事处辖村。琅山村东临四海公园，南倚金顶
山，西至金顶山路，北邻刘娘府。村落东西
向呈不规则分布。

琅山村曾出土明景泰三年（1452年）锦
衣卫百户蒋兴墓志，墓志记“葬于宛平县狼
山村之原。”另据明故驸马都尉石公（石璟）
墓志，“以成化十六年（1480 年）五月十七
日，葬于宛平县玉河乡琅山之原，附顺德长
公主而合葬焉。”可见，“狼山”“琅山”在明代

并用，村以山名，故名琅山村。

旧时，琅山村是京西大道必经之地。京
西大道为京西古道之一，是京师通往门头沟
辗转塞外的重要道路。元代，门头沟所产煤
炭已经大量供应大都城，元大都西面三门之
一的平则门为运送煤炭的重要通道。明正
统元年（1436年），平则门改称阜成门。明、
清、中华民国直至20世纪70年代，“都城百
万家烟火之煤”“均赖西山之煤”。阜成门瓮
城壁曾镌梅花一枝，“梅”“煤”同音，故有煤
门之称。

京西大道始于元，时出平则门到黄村
（今西黄村），转经田村到撅山村（今巨山
村），然后经琅山村走磨石口（今模式口）镇
三里长的龙形古道，经高井走麻峪、五里坨
达三间店（今三家店），直通门头沟。

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九月，康亲王
（礼亲王后改袭巽亲王，又改康亲王。乾隆
四十三年，恢复礼亲王封号）崇安去世，享年
二十九岁，谥曰“修”，在琅山东麓竖井悬葬，
谓之“金井御葬”，为求祥瑞，改琅山为金井

山，后谐称为金顶山。昔日，礼亲王府称康
修亲王坟为东王坟，也称修太王坟。

西王坟（西福村今已不存）为清礼亲王
府坟地，位于金顶山西麓，清王府中有称坟
地为福地的，故西王坟也叫西福地村，简称
西福村。礼亲王府称西王坟为恭太王坟，因
礼亲王永恩葬此，谥曰“恭”。

雍正十一年九月，康亲王崇安去世，崇
安的次子永恩理应承袭康亲王。翌年四月，
雍正帝封永恩为贝勒，却让永恩的伯父巴尔
图承袭康亲王。一直到乾隆十八年（1753
年），巴尔图去世，乾隆帝才让永恩承袭康亲
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恢复原封号
——礼亲王。嘉庆十年（1805 年），礼亲王
永恩去世，享年79岁。

礼亲王昭连墓也在西王坟。昭连于嘉
庆十年承袭礼亲王，袭爵后两年王府失火，
嘉庆二十年缘事爵除。道光二年（1822年）
赏给候补主事，道光九年（1829 年）十二月
卒，享年54岁。

金顶山（曾称狼山、琅山），东南临苹果
园，西南至金顶街，西邻西福村，北有琅山
村。金顶山系永定河故道残留的孤立石岛，
最高处海拔140.5米，山体由砂页岩构成，基
岩裸露，风化严重，植被稀疏。今金顶山上
有高压输电铁塔和大型水塔，山北有永定河
引水渠。

如上所说，雍正十一年（1733 年），狼
（琅）山易名为金井山，后谐称为金顶山。金
顶山东有东王坟，西有西王坟，北有琅山
村。故此，石景山区有琅山村而无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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