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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官庆培官庆培
石景山区位于北京市西部，因境内有石

景山而得名。总面积84.32平方千米。2006
年，全区人口48.9万人（2018年石景山区常
住人口59万人——编者注）。

石景山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
春秋战国时期，至1948年12月17日石景山
地区解放前，石景山区无独立建置，分别属
于蓟国、燕国、宛平县和北平市郊五区。
1948年12月21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将
石景山地区划为北平市第二十七区，是为独
立建置之始。

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境内衙门口、八角
村、八宝山、苹果园、古城、鲁谷等地区出土
发现的古代流通货币为春秋战国时代燕国
的圆折刀币，汉代的半两、五铢币，以及唐、
辽、金、元、明、清历代制钱数种。

境内流通使用大明通行元宝，大清宝
钞、户部官票和户部银行（1906年更名为大
清银行）通用银圆票纸币。流通使用光绪元
宝、宣统元宝、大清银币和墨西哥“鹰洋”、英
国“站人”、法国“坐人”等外国银币。民国时
期，流通使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
等十余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民国元年（1912
年），铸有孙中山肖像的开国纪念币流通于
世。之后，铸有袁世凯肖像的壹圆银币大量
投放市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政
府“废两改元”，发行孙中山半身像的壹圆银
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为法币，禁止银元流通。1935—1945年，日
伪冀东银行、蒙疆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的纸钞、辅币投放市场，伪币泛滥。民国三
十七年（1948年）8月，通货膨胀，法币废止，
发行金圆券，按1：3000000的兑换比例取代
法币。境内银元、外国银币曾同时流通。

1948年12月，石景山地区解放，有少量的晋
察冀边区银行和东北银行发行的钱币流通
于市。1949 年 1 月，北平市和平解放，2 月
始，流通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
人民币币值稳定，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

硬币 制钱多为铜质制造。境内流通的
制钱有汉代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货
布、货泉、东汉五铢、延环五铢等，唐代开元
通宝、乾元重宝等，金代正隆元宝、大定通宝
等，明代洪武通宝、万历通宝等，清代康熙通
宝、乾隆通宝等等。民国元年（1912年），制
钱退出流通。

铜元 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始铸，
铜质。正面有光绪元宝、宣统元宝或大清铜
币字样，背面有蟠龙花纹。面额有当制钱二
十文、当制钱十文、当制钱五文、当制钱二
文、当制钱一文5种。民国元年（1912年）始，
民国时期的铜元流通于市，样式、面额繁多。

银两 也称“马蹄银”，为白银铸锭，大锭
重50两；中锭也称“小元宝”，重10两；小锭
为“锞子”，重一两、二两或三两、四两。另有
重一两以内的散碎银块。

银元 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始
铸。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光绪元宝、大清银币流通于市。
币面铸有光绪元宝或大清银币字样，背面有
蟠龙花纹，俗称“龙洋”，每枚重一两，银成分
90%，后改铸每枚重7钱2分。另有重3钱6
分、1钱4分4厘、7分2厘铸币3种作为辅币
流通。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
1905 年），银币一元可换铜元 90 文，光绪三
十四年（1908 年），120 至 130 文铜元可换银
币1元。宣统元年（1909年），银币1元换铜
元140至180文。民国元年（1912年），币面
铸有孙中山肖像的开国纪念币流通。民国

三年（1914年），币面铸有袁世凯肖像和铸造
年度，背面铸有嘉禾花纹和“壹圆”字样的银
币流通，每枚重7钱2分，银成分为89%。另
有中圆、贰角、壹角辅币3种，每枚各重3钱6
分、1钱4分4厘和7分2厘。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年），币面铸有孙中山肖像和铸造年
度，背面铸有帆船图案和“壹圆”字样的银元
流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禁止银元流
通，使用法币。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由
于通货膨胀，人民不信任金圆券，银元又在
私下流通。

人民币辅币、流通纪念币 1957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1分、2分、5分3
种铝镁合金硬币，与同额纸币等值流通。
1984年4月，正式发行壹角、贰角、伍角和壹
圆 4 种铜锌、铜镍合金硬币，与同额纸币等
值流通。1984年10月，首次发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流通纪念币，与同
额纸币等值流通，之后每年陆续发行金属纪
念币。1992年，发行1角、5角、1元硬币上市
流通，1999年起陆续发行新版1角、1元和5
角硬币流通于市。

纸币 明洪武二年至建文三年（1369—
1399年），曾发行大明通行宝钞，面额有叁佰
文。清咸丰三年至九年（1853—1859年），清
政府发行大清宝钞，面额有伍佰文、壹千文、
壹千伍佰文、贰千文、伍千文、拾千文、伍拾
千 文 、壹 佰 千 文 8 种 ，咸 丰 三 年 至 七 年
（1853—1857年），清朝中央政府发行的银票
为户部官票，面额有壹两、叁两、伍两、拾两、
伍拾两5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
通商银行在北京发行纸币，面额有伍钱、壹
两、伍两、拾两、伍拾两、壹佰两6种。光绪
三十一年（1905年），户部银行在北京发行面
额为壹圆的通用银圆票。民国元年（1912

年），中国银行在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上，左
侧加印“中国”、右侧加印“银行”、时间加印

“民国元年”字样后，有壹圆、伍圆、拾圆3种
面额的纸币流通于市。民国元年至二年
（1912—1913年），交通银行发行面额壹圆、
伍圆纸币。民国四年（1915年），财政部平市
官钱局发行拾枚、贰拾枚、肆拾枚、伍拾枚、
壹佰枚 5 种面额纸币。民国十年（1921 年）
以后，劝业银行、大中银行、农商银行、中国
实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中央银行等十余
家银行发行各种面额纸币数十种。其中，中
央银行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发行金圆
券，面额有壹圆、伍圆、拾圆、贰拾圆、伍拾
圆、壹佰圆、壹角、贰角、伍角9种面额流通
于市。

194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一
套人民币，面额有壹圆、伍圆、拾圆、贰拾圆、
伍拾圆、壹佰圆、贰佰圆、伍佰圆、壹仟圆、伍
仟圆、壹 圆、伍 圆12种。1955年3月，发行
第二套人民币，同时收回第一套人民币。
新、旧兑换率为1：10000。新面额主币为壹
圆、贰圆、叁圆、伍圆、拾圆 5 种，辅币为壹
分、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6种。1962
年4月，发行第三套人民币，面额有壹圆、贰
圆、伍圆、拾圆、壹角、贰角、伍角7种。并陆
续收回第二套人民币圆、角券。1964年4月
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收回三种人
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翌日起限期收回
苏联代印的1953年版叁圆、伍圆和拾圆券，
于当年 5 月 15 日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
1987 年 4 月，陆续发行第四套人民币，计有
主币壹圆、贰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和壹佰
圆6种，辅币壹角、贰角、伍

角3种，共9种面额流通于市。1999年
10月，第五套人民币陆续流通。

登卢师山，从八大处公园八处证果寺向
东南步行里许，旧有姚家寺。姚家寺今已不
存，仅有一塔迎风矗立，塔为砖石结构，八棱
密檐七级，高约 10 米，塔刹已损毁，塔身裂
痕明显并向东南略有倾斜，故有京西斜塔之
称。

塔是佛教专门的建筑，为埋葬佛骨舍利
而建造；作为佛的象征，供信徒顶礼膜拜。
塔在印度梵文中称作“窣堵波”或“浮屠”。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塔既然受佛徒的虔诚膜
拜，应该是雄伟、庄严、华丽、高大的形象，于
是把中国的楼阁与印度的窣堵波相结合而

创造出中国式的佛塔：多层楼阁在下，楼阁
顶置塔刹（窣堵波形式的屋顶）。远在汉代，
中国式佛塔已经出现，西安大雁塔是楼阁式
塔的代表。后来，佛塔演变为密檐式塔，辽、
金时期，密檐塔在北方盛行，北京天宁寺塔
是密檐塔的代表。天宁寺塔，八棱密檐十三
级，须弥座（塔基）、塔身上的门窗、菩萨和天
神雕像，13层斗供挑出密檐的屋脊、瓦、吻兽
乃至塔刹全部用砖制作，整座塔就是一件大
型砖雕艺术品。

姚家寺初称圣水寺，又名圣水禅林，寺
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日下旧闻考》云：“姚
家寺遗址仅存，寺右塔一，八棱七级。又数
十武有僧塔。塔前碑一，僧海愍撰，钱唐高
士奇书，康熙年间立。”《僧海愍胜水汉萍师
塔铭并序》载，汉萍禅师，俗姓杨，讳通杰，号
汉萍，汉阳人。生于明万历丙申（1596年）之
元旦。汉萍禅师到圣水寺任住持，时年五十
有三。顺治辛丑（1661 年）之除夕，汉萍圆
寂，葬寺右，世寿六十有六。

姚家寺坐西朝东，依山势而建。旧有三

进院落，进山门为天王殿，其西为大雄宝殿，
后为藏经楼，两旁有南、北配殿。北配殿西
北角有一石楼，极高峻，可远眺。南配殿西
南为京西斜塔。今姚家寺瓦砾遍地，唯殿堂
基址尚存。

走近京西斜塔，只见塔基须弥座、塔身
造型古朴、简洁，线条流畅，无过多装饰。塔
内实心。须弥座（金刚座）边长2.2米，高1.2
米。塔身第一层高2.8米，东、南、西、北四正
面雕出假门，其余四面雕出假窗。塔身以上
为 7 层斗拱挑出密檐的屋脊、瓦，均为砖雕
而成，第四层四正面开有小窗。塔刹今已不
存，仅有一杆，依京西斜塔砖石结构的建筑
特点推断塔刹当为砖雕制品无疑。

把天宁寺塔与京西斜塔的照片放到一
起，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两座密檐塔有很多
相似之处。笔者认为，京西斜塔不象一些书
籍所说“为明代姚家寺塔”，应该是辽代建造
的密檐塔。惜无史籍可查，仅笔者推断，载
此备考。

令人担忧的是：京西斜塔塔身已有裂

痕，与 10 年前的照片相比，裂痕更加明显、
扩大，这就提醒人们：京西斜塔时刻有倾倒
的危险。建于707年的西安小雁塔，1487年
地震，小雁塔震裂，裂口从上至下宽约一
尺。而在 1521 年大地震中，裂口又奇迹般
地震合了。小雁塔历时 1200 余年，历经 70
多次大小地震，塔刹已失，15层的密檐塔如
今只剩下13层。

让人困惑的是：与京西斜塔仅3里之遥
的翠微寺，在辽咸雍七年（1071年）建成八棱
十三级招仙塔安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京
西斜塔安奉的是何佛舍利？为人们留下了
探索的机会与空间。

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走近京西斜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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