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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石景山地区有条进香古道，俗称
古香道，在妙峰山众多香道之中，被称作

“中南道”。最近，笔者和友人怀着极大兴
趣探访了这条古香道。

沿着八大处第八处证果寺袁氏别墅围
墙边的山道登上卢师山东山梁北行，过清凉
寺（又名卢师寺）旧址，绿荫之中，山路曲
折，莺歌婉转，不觉之间来到古香道的东起
点——辘轳井沟。

辘轳井沟位于青龙山东麓。青龙山南
北走向，纵长 1 公里，横宽 0.7 公里，最高处
海拔438.6米。在乾隆年间，青龙山又叫清
良（凉）山、小五台山，民国初年的地图始见
青龙山名。

辘轳井沟与京西大道相连，京城和京东
八县的香客、游人出阜成门，经八里庄、田
村、黄村（今西黄村）、撅山村（今巨山村），
由北辛庄上山，踏上这蜿蜒曲折的古香道。

辘轳井沟以东赫然矗立的褐色崖壁上，
有摩崖石刻，其中以“佛”字最大，人称“佛
字石刻”。佛字石刻共刻有 177 字，其中以

“佛”字最为醒目，字高1.6米，据说是北京最
大“佛”字之一。其上方刻有“狮子窝”3
字。“佛”字下面有石刻3处，分别镌于乾隆
十六年（1751 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
和嘉庆八年（1803年）。佛字石刻所在地环
境优美，西望群山，连绵起伏；极目东北，玉
泉诸胜历历在目。

沿古香道西行来到东茶棚。东茶棚今

已不存，现有古槐 2 株，绿荫如盖，树龄在
200 年以上。东边古槐旁有井。贴近崖壁
处有许多瓦砾，疑为东茶棚小庙遗址。攀崖
而上，石壁上刻有“普渡桥”3字，字高约0.8
米，落款处镌“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修
建，住持源方”字样。四周察看，未见普渡
桥踪迹，众人茫然。

过东茶棚，在西山坡古香道旁有“修道
碑”。修道碑上方刻“狮子窝”3 字，其下刻
一“佛”字。碑文围绕佛字镌刻：“宝相寺喇
嘛蔡福寿敬施满钱五十吊，信士王彬敬施钱
拾吊，殷亳隆银拾两。自此道口往西至念佛
桥，上三家店，通天太山桥东。太平院行僧
源方、弟子广达，月米助工，共修道三百六
十丈。乾隆三十四年穆克登额镌记”。

越修道碑，沿古香道北行，此处的古香
道为石板铺就，宽约丈许，曲折起伏，树影
婆娑。古香道直通青龙山“狮子窝”。狮子
窝三面翠山环抱，东南方有出口。“福惠寺”
坐西朝东，依山势而建。旧时，福惠寺有两
进院落，山门殿面阔三间，供奉弥勒。进山
门殿为一进院，大雄宝殿 3 楹，供奉释迦牟
尼，殿前有石碑8通，二进院以圆通殿为主，
供奉观音，南北有配殿数间。福惠寺北有

“碧云天”，登青石拱桥经望海楼可至碧云
天。抗日战争时期，望海楼被侵华日军焚
毁。“文化大革命”期间，福惠寺殿宇遭到破
坏，佛像被毁。后来，青龙山福惠寺驻军建
营房，福惠寺遂夷为平地。现仅存青石拱

桥、仙人洞、圣水洞和碧云天石刻。在青龙
山西峰石崖上，有字高约0.4米“踞地峰”石
刻一处。

碧云天依山崖建有敞轩。昔日，文人墨
客在此凭栏远眺，吟诗作对，刻石于壁。现
存有“隐仙”“小蓬莱”“留神”“奇观”等刻石
及诗文多处，尤以毓坤题写的“奇观”最为
著名。诗文中有龄昌诗（诗文略），笔法流
畅，挥洒自如。

福惠寺南有“狮子窝塔院”。清同治年
间，刘诚印（清宫太监，曾为李莲英副手，白
云观名誉方丈，号素云道人）、张善圃、张用
五三人出宫以后，购买太平院庙产，再次重
修后易名为“青龙山福惠寺”，并以“刘、关、
张”桃园三结义自诩，他们把大雄宝殿改为
关帝殿，同时修建狮子窝塔院。塔院坐西朝
东，塔院门为八角形，8 块条石上有雕刻精
美的“暗八仙”图案。暗八仙常用于砖雕、
石刻和彩绘：汉钟离所执还魂扇、张国老持
的鱼鼓、李铁拐提的葫芦、曹国舅操的阴阳
板、吕洞宾所握宝剑、蓝采和提的花篮、何
仙姑所捧荷花、韩湘子吹的笛子。暗八仙图
案表明这是座道教塔院。塔院门上石额镌

“狮子窝塔院”5 个大字，上款为“光绪壬辰
冬月”，下款为“龄昌敬题”。塔院门两侧有
楹联，联语：“三生慧石无量净，万古灵风窣
堵波”。北京西山的道教塔院极为罕见。狮
子窝塔院有 3 塔，南北排列，中间为八角型
塔座，左右为六角型塔座，均为喇嘛塔。3
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今仅存狮子窝
塔院院门。

出狮子窝塔院，沿古香道西行，山涧中
有一石桥即“念佛桥”。念佛桥又名宝胜仙
桥，俗称面板桥，长15米，宽3米，券形单孔，
古色古香。清《日下旧闻考》载：“念佛桥旁
边有石刻念佛二字”，故名。念佛桥为青龙
山福惠寺到翠微山宝珠洞必经之地。桥北
有石碑，碑文漫漶不清，只有“弘治壬子”
（1492 年）4 字依稀可辨，可见，念佛桥建于

明弘治年间，至今已经有500余年历史了。
越念佛桥，沿翠微山腰绿色长廊可达宝

珠洞。翠微山，旧称平坡山，最高处海拔
498米。回首青龙山，峰峦耸翠，势如蛟龙，
苍秀宜人。沿古香道西行，可至陈家沟。陈
家沟因村东南岩体裸露，寸草不生，远望青
石一片，又名“一片石”。经陈家沟、板凳沟
到满井茶棚小憩。满井茶棚面阔3间，坐北
朝南，茶棚北墙残存壁画，彩龙飞舞。据传
茶棚始建于明代，茶棚今已残存。茶棚南有
满井，因水井总是满满的，满井由此得名，
村又因满井得名。

翻南大山坡，达万善桥。万善桥初称双
泉桥，砖石结构，长18米，宽3.1米，高约10
米，护栏外侧镌“万善桥”3字。万善桥为单
拱桥，总高有 4 层楼那么高，将南北连成一
线。桥北两株古柏之间，有石佛一尊，线条
流畅、造型生动。

过万善桥有双泉寺，坐北朝南，两进院
落。一进院东西厢房各3间。二道门前竖2
碑。二道门内有影壁1座。二进院正殿3间
已经改建，东西配殿尚属完整。院内参天古
柏4株，苍翠挺拔。

沿古香道可至天泰山慈善寺。天泰山
又称天台山、天太山。天泰山最高处海拔
430.8 米，东西宽 1.1 公里，南北长 0.7 公里。
慈善寺又称天台寺，俗称魔王老爷庙。坐北
朝南，始建于明代，由正院、东跨院、东山坡
和院门外四部分组成。正院以大悲坛为主，
硬山正脊，前廊后厦，面阔3间，殿堂内供奉
千手千眼观音，东西配殿各3间。大悲坛后
为藏经阁，俗称魔王老爷殿，殿宇为2层楼，
面阔 5 间，楼下供奉魔王菩萨坐像，楼上供
奉三世佛。东跨院前院为三皇殿，后院为吕
祖殿。东山坡和院门外有殿宇数十间。

更有虔诚善男信女，不辞山路崎岖，沿
古香道直奔三家店，途径龙泉务、琉璃渠、
陈各庄、桃园、南庄等村，前往妙峰山朝顶
进香。

1948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
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将石景山地区划为北
平市第二十七区，为石景山区独立建置之
始。1949年1月下旬，北平市第二十七区人
民政府成立，区政府设在北辛安大街。5月，
市政府批准，田村、模式口、高井、五里坨、三

家店等地划归第二十七区管辖，辖区面积由
31.25平方公里增加到99平方公里。

1949年7月1日，北平市第二十七区改
称北平市第十九区，辖域不变。

1950年8月1日，北京市第十九区改称
北京市第十五区，辖域不变。

1951年4月7日，北京市郊区委员会决
定，第十三区（今海淀区）所辖东杨坨地区划
归第十五区管辖，辖区面积增加到124平方
公里。

1952年8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将第
十五区所辖三家店、东杨坨、黑石头等村划
归京西矿区管辖，第十五区改称石景山区。
区政府设在北辛安和平街 3 号。辖区面积
61平方公里。

1954年5月，北辛安镇建置撤销。
1956年3月17日，市政府将京西矿区所

辖五里坨乡、黑石头乡、高井乡和海淀区所
辖八大处乡划归石景山区。

1958年5月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
石景山区，原辖区域大部并入丰台区，田村、
西黄村两乡划归海淀区，五里坨乡划归门头
沟区。

1963年7月8日，北京市人委报经国务
院批准，成立石景山办事处，为市人委派出
机构。

1964 年 2 月，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将石
景山中苏友好人民公社移交丰台区领导。

1967年8月7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
定，石景山办事处改名为石景山区，石景山

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划归石景山区管辖。
1978年，区委、区革委会机关从北辛安

和平街3号迁址石景山路35号。
1980 年 12 月 24 日-29 日，石景山区第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区
革命委员会，恢复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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