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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官庆培官庆培

古城村民回忆，在 1937 年的“七七事
变”前，全村有骆驼 2500 头，几乎家家养骆
驼，搞运输挣驮脚钱。前街 87 号保存着一
处老宅子，四梁八柱的房架子，灰砖到顶，清
水脊，石板瓦覆盖。屋里有火炕和部分老家
具，如条案等。那就是“郝大门儿”，民国时
期京西最大的骆驼户郝家的宅院。那时，京
西养骆驼的多了去了，但说起养骆驼运煤的

“郝大门儿”来，京西老人们没有不知道的。
但他们怎么发的家？如何衰败的？能说清
楚的就不多了。

“郝大门儿”的开山是郝廷余，成家后就
养骆驼，搞运输。先是养了 2 个，后来发展
到几把儿，把门头沟的煤炭往城里倒腾。他
有两个儿子，大的郝国江，小的郝国山，长大
后成了好帮手，对如何养骆驼琢磨的算到家
了。他们的发家，得益于当时的“东来顺”掌
柜。怎么说呢？原来，郝国江哥俩对煤性门
儿清，东来顺接了他们驮来的煤后，涮羊肉
生意越来越火。那煤，油性大，好烧还不出
烟，与其他驮户送的一比，成本还低，就专要
他们送来的煤。那煤要的多，哥俩也没那么
多骆驼，就发了愁。愁什么？买卖来了，没
钱买骆驼。掌柜的看出来了，瞧他们实诚，
就掏出 1200 大洋买了 60 个骆驼给他们经
营，自己入股分红利。他们会养骆驼，京西
又有的是煤，哥俩儿身强力壮，又不怕顶风
冒雪的辛苦，“郝大门儿”家就发起来了。三
年后，“东来顺”掌柜还觉得骆驼的利小，把
骆驼送给了他们，叫他们用驮煤的脚费慢慢

还钱，郝家的骆驼就多起来了。
家业一大，就盖房子置地雇骆驼客，

那处宅子就是那时候盖起来的。因为大
门道做的在村里最大也最讲究，人称“郝
大门儿”。他们的骆驼院旧址，在今天的
村西树神庙街 1 号，当时有 12 亩地那么
大。四外有石头院墙，还花 3000 大洋专门
打了一眼深井，供一院子骆驼饮水。从
此，郝国江就走南闯北跑江湖，弟弟则在
家里守业。

民国二十二年（1933），日寇占热河后攻
打喜峰口，国民党西北军宋哲元部的 29 军
奋起抗日，仗打了两个多月。郝国江正在那
一带拉骆驼，连骆驼带人被军队征用。当
时，部队找了1000多头骆驼，运粮运物运军
火，看郝国江懂行，就委任他管理。他的骆
驼，每头用一天，部队就给一块大洋，还给他
不少的管理费。由于蒋介石不支持29军的
抗日，战争失败。但部队对郝国江的运输组
织，还是满意，也没少给钱。郝国江回到古
城村的时候，骆驼背上驮的都是现大洋！

“郝大门儿”最兴盛时，房屋场院不算在
内，还有20把儿骆驼（每把儿6到8个）、520
亩地！他们的骆驼去房山坨里、周口店，去
门头沟城子、圈门，驮上煤就往城里煤市送，
两头一年一结帐，还有十六七个伙计。由于
骆驼成群，运力最大，“郝大门儿”名震京
西。当时，京西养骆驼有名的北辛安的悦来
家、悦兴家，衙门口的陈小院、兴隆店，都无
法与“郝大门儿”相比！

京西有句土话：“家财万贯，活物不
算。”是说养牲口发的财象流水，靠不住。

“郝大门儿”家最红火的时候，内部突然闹
开了分家，开始七零八落。分家后，“郝大
门儿”真正的顶梁柱郝国江不倒腾煤了，而
是到城里花市大街驮“大货”（百货），走内
蒙。他有魄力，人缘好，内蒙有名，但时运
不济，灾祸频频。

郝国江担任过古城村秉心圣会的“会
头”，很受村民的敬重。他个子矮胖，脾气
急，平时爱骑头大骡子。有一年，他驮大货
走张家口到了坝上，被一伙土匪绑了票，拿
货物换回一条命，还损失了好几把儿骆驼。
几年后，他又驮大货走东道兴隆山去内蒙，
半道再次被土匪绑架，损失了骆驼和货不
说，还被土匪扣下三个骆驼客，只得从北京
典房子卖地借钱赎人。接二连三的惨祸，使
郝国江赔光了家产，还欠下不小的债务。正
当他有机会东山再起时，偏偏骆驼脱趾（染
上了蹄疫）站不起来。他急得一病不起，48
岁就告别了人世。

几乎同时，“郝大门儿”的另一支郝国
山，去内蒙给骆驼歇夏贴膘，遇上了白匪老
毛子，被抢去了五六把骆驼，只身回到了家
乡。从此，“郝大门儿”的骆驼生意彻底趴
架，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京西古城村的老骆驼户，提起骆驼来如
数家珍。他们说：“牛走土，马走草，骆驼走
沙不用叫。”意思是走草地骆驼不如马快，而
走沙地骆驼比马快得多。骆驼的脚趾软，最

怕走山路，而在口外则陷沙不深，步子又轻
又匀。骆驼有单峰和双峰，单峰的力气大。
它们的胃里有许多存水的肉包，饮一次可以
好几天不喝水。它们的肉峰，能贮藏脂肪，
喂饱草料后可以靠反刍，七八天不吃，驼峰
快没时，你不喂可就不行了。用骆驼搞运
输，就得想办法保护它。软屉护其峰，扁鞍
护其背，轻牵护其鼻，走山路要给它戴脚套，
喂水后还要给它点盐……但有了公路后，骆
驼就不行了，只能改套大车了。

骆驼曾给古城村带来了财富，骆驼户们
感激骆驼，敬重“马王爷”。古城村西庙朝阳
庵的东侧，有条往北的胡同叫马神庙街，西
庙东配房南端原有一间马王庙。马王俗称
马王爷，主管六畜，骆驼户们每年农历六月
二十三要放假一天，在马王庙祭祀马王，送
神码子、元宝、千张，上红蜡、烧高香，供上羊
肉、鲤鱼、雄鸡和白酒，磕头行礼后，聚餐一
顿。此习俗解放后才逐步停止。除在马王
庙有祭祀活动外，古城村几乎每户在家里设
马王爷神龛，龛下长期烧高香、摆供品，龛里
有马王爷神像，龛两侧的对联是“宝马驮来
千倍利，钱龙引来四方财”，横批是“如在其
上”或“敬神如在”。

“城中千烟复万烟，仗尔西山运煤石。”
“柳条筐压峰高处，阔步摇铃摆骆驼。”
骆驼是北京历史上的功臣，为老北京服

务了几百年。京西“郝大门儿”家的兴衰，能
使人在回忆骆驼的风光时，去深深的思索和
品味人生。

历史上，石景山地区流传有许许多
多 掌 故 传 说 ，其 中 ，“ 乾 隆 帝 圆 情 香 界
寺”十分生动感人。大意是，乾隆帝最
宠爱的香妃去世后，十分悲伤、日夜思
念。一年夏天，乾隆帝到香界寺行宫院
避暑。鬼王菩萨（即海岫和尚）前来接
驾，发现皇上双眉紧锁、面带愁容，便向
皇上贴身太监探询，得知了乾隆帝的心
事。于是，鬼王菩萨来到行宫向乾隆帝
说明“愿招香妃之魂与圣上相见”，乾隆

帝大喜。于是，鬼王菩萨打坐、闭目诵
经使香妃与乾隆帝在梦中相会。《北京
百科全书•石景山卷》也记载了这一民
间传说，并写明海岫和尚享年 140 岁。

旧 时 ，石 景 山 地 区 广 为 流 传 民 谚 ：
“前山有个鬼王，后山有个魔王”。前山
是指的翠微山，鬼王即宝珠洞的鬼王菩
萨；后山指的是天泰山，魔王即慈善寺
的魔王菩萨。

清道光年间麟庆著《鸿雪因缘图记》
载：“海岫禅师，俗称鬼王菩萨。与天台
山魔王并称，香火颇盛。……师别号桂
芳，在洞梵修，每夜诵经施食，四十年如
一日，名闻京师。圣祖召见，赐紫并赐
诗，……”据考，海岫禅师即中兴圣感寺
（今香界寺）高僧桂芳林岫，生于明万历
四十七年（1619 年），自幼出家保定府白
衣庵，后移居京城，清初禅修于宝珠洞，
深 得 康 熙 帝 赞 许 。 康 熙 十 七 年（1678

年），大圆通寺经海岫禅师经营鼎建，康
熙帝赐名:“圣感”，命其为中兴圣感寺第
一代主持。师系临济正宗三十三世，时
人称其为鬼王菩萨。康熙帝赐圣感寺
僧海岫诗曰：“翛然老衲净尘缘，台殿参
差起瑞烟。驯鸽檐前应受戒，游鳞花下
也参禅。”鬼王菩萨圆寂于康熙二十五
年（1686 年），年六十八；任圣感寺主持
八年有余。

民国马芷庠编著的《老北平旅行指
南》载 ，宝 珠 洞“ 入 洞 黝 黑 ，昼 不 见 人 。
中有桂芳岫神师像，俗称鬼王菩萨，与
天台山魔王菩萨相对。前立牌位，上书

‘钦命赐紫圣感堂中兴第一代传临济正
宗三十三世上桂下芳岫老和尚之位’。
其洞深二丈，高亦如是。闻此僧系河北
定兴县人，名海岫号桂芳，自幼披剃于
保定白衣庵，在清初入洞梵修，朝夕诵
经，四十年如一日。……坐化后，有人

将其肉胎奉为菩萨，近由某善士将肉胎
全 部 装 金 ，迨 至 庚 子 年（1900 年）拳 民
（指义和团）占据此山，后为外兵（指八
国联军）所毁。”

如上所说，鬼王菩萨于康熙二十五
年圆寂，享年六十有八，任圣感寺主持
八年有余。所以，鬼王菩萨不可能为乾
隆帝圆情香界寺，民间传说只不过是人
们的美好愿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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