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景山，位于石景山区中部，今首钢总
公司厂区内。石景山东至五一剧场，南为首
钢发电厂，西濒永定河，北邻石景山热电厂，
海拔183米，占地面积约25公顷。

石景山名始于明正统年间 历史上，石景
山名称众多，曾经有石经山、湿经山、孟家
山、石径山、石井山、骆驼山之称。

清赵怀玉《游西山记》载：“西岩有残石
经数版嵌崖间，山名石景，一名石径，因有此
经，亦名石经。”另据房山云居寺刻于天眷三
年（1140 年）《佛本菩萨行集经》经后题记：

“《大方广佛报恩经》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
帙，马鞍山（戒台寺）洞里已有镌，京西三十
里小石经（山）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京西三
十里、卢沟河东岸的小石经山，即今石景山
无疑。至今，在石景山南天门以北摩崖处尚
有“石经山”三字依稀可辨。

湿经山之名源于当地掌故传说中唐僧
西天取经类似通天河的经历，当老鼋驮着师
徒四人游到河中心潜下水去，千辛万苦取到
的真经落入水中，师徒于晾经台晾经的故
事。《金史世宗纪》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
年）三月，尚书省言：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
百四十余尺，恐暴水为害，请闭之，从之。”由
此可知，金代名为孟家山。石径山之名始于
元，可能因“经”、“径”同音形似而来。石井
山之名因在东天门北 20 米处有古井，深约
120米，依井旁古槐推断古井已经有300余年
历史。《天咫偶闻》载：“石景山，正临浑河（今
永定河）由西而来，侧面视之，形如伏驼负
物。”故名骆驼山。

“燕都第一仙山”一语出自《重建石景山
天主宫碑记》：“神京之西，四十里许，山曰石
径，又云湿经，亦名石景。惟山雄峙一方，高
接云汉，钟灵秀之气，郁造物之英，真为燕都

之第一仙山也。”据考，石景山之名最早见于
明《英宗正统实录》：“正统三年（1438年）十
二月乙卯，以葬卫恭王遣官祭右（赵其昌按：
疑右为石之误）景山之神。”《明史》载：“卫恭
王瞻埏，仁宗第十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封怀庆。幼善病，宣宗抚爱之，未就藩。
岁时谒陵，皆命摄祀，孝谨好学，以贤闻，正
统三年薨。妃杨氏殉，赐谥贞烈。无子，封
除。”由此算来，石景山之名至今已有570余
年历史了。

石景山古迹众多 石景山形状奇特，东
南坡舒缓，广植松柏，满目苍翠；西北崖陡
峭，乱石嵯峨，怪石嶙峋。石景山是座仙山，
山上同时建有寺庙、道观。最早的寺庙金阁
寺建于晋唐时期，所以旧有“先有金阁寺，后
有北京城”之说。

登石景山，沿大路南行60余米，路西有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石景山古井。继续
前行20余米，为东天门，古色古香。由东天
门西行，路南有女儿墙、古槐和古柏，路北为
碧霞元君庙、天空寺，元君殿。

《日下旧闻考》引《戴斗夜谈》载：“正德
中，钱宁建碧霞元君庙于石径山，穷极壮
丽。都人岁以元日往祠，至四月士女又群
集。世宗践阼之初，遣给事中御史主事三员
往毁之。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砻石于庙
址之南，于是建宁李默为文以志毁庙本末。
曾几何时，而中官董某复建焉。可谓无忌惮
者矣。”据明《武宗正德实录》正德十二年
（1517 年）五月载：“石径山寺，朱宁所营建
也，穷极壮丽，乃邀上幸焉。”石径山寺即明
正德年间于金阁寺址建造的寺庙，朱宁就是
重建碧霞元君庙的钱宁。钱宁是皇帝近侍
太监，深得正德帝宠信，赐皇帝姓，朱宁、钱
宁实为一人。

钱宁在正德年间修建的碧霞元君庙和
重建的石径山寺，《日下旧闻考》在描述上均
用了“穷极壮丽”四字，可见其建筑规模宏
大。世宗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登基，
翌年正月改元嘉靖，二月遣给事中御史主事
三员，前往石径山拆毁碧霞元君庙。今石景
山碧霞元君庙为明神宗万历年间董常侍（太
监）重修，远不如钱宁在正德年间所建庙宇
的气派与华丽。今存元君殿面阔五间，殿堂
正中须弥座上端坐着“天仙玉女碧霞元
君”。左为催生娘娘、送子娘娘塑像，右为天
花娘娘、眼光娘娘塑像，慈眉善目，惟妙惟
肖。元君殿以东为天空寺，天空寺以南为碧
霞元君庙，仅一进院落，正殿三间，东西配
殿、客房各两间。

由元君殿西行30余米，路南有南天门一
座，形制古朴。向北有碑亭，亭内碑镌《重修
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许用宾撰篆并书。附近为回香殿遗址。
北崖有石经（晾经）台、普观洞、普安洞、还源
洞、孔雀洞、本来洞诸胜。

从孔雀洞上晾经台东行，可寻觅旧时登
石景山小路达天主宫遗址。天主宫系在唐
玉皇殿旧址上重建。天主宫遗址处存有正
殿和东配殿房基，今竖有一碑，碑镌《重建石
景山天主宫碑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
许用宾撰篆并书。

由天主宫遗址走大路可至功碑阁。《宛
署杂记》载：“净土禅寺，在石景山。古刹，
无考。有元和四年碑文，年久难辨。”文中
提到的元和四年（819 年），是唐宪宗的年
号，其间曾重修庙宇。万历三十七年，太监
甄进与住持共同募捐重修后，易名为净土
寺。《日下旧闻考》载：“山巅有塔。塔下南
北为城关，南门额曰舍利宝塔，高约四丈

余，四正作方屋如阁，四隅作圆屋如亭，内
皆塑护塔神像，盖即金阁寺塔。”金阁寺塔
今已无存。现有首钢公司于1993年修建的
望京阁迎风矗立。缓步登上望京阁，极目
四望：十里钢城近在咫尺，京都楼阁历历在
目，西面群山连绵起伏，永定河故道蜿蜒如
带。

明清皇帝登临石景山 明清皇帝多次登
临石景山，观浑河水势。明《武宗正德实录》
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五月，上微行至石
径山，经玉泉亭数日乃还。”《帝京景物略》记
载：“万历戊子（1588年）九月十六日，驾还自
寿宫，驻跸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观浑河。
上先登板桥，诸臣翼而趋。中流顾问辅臣：
水从何来？申时行对曰：从大漠经居庸，下
天津，则朝宗于海矣。上曰：视此水则黄河
可知。故敕河臣亟修堤岸。”清查慎行《人海
记》云：“石径山亦有古柏一，万历初，上过
之，御书灵根古柏四字。”石景山南有“灵根
古柏”刻石，至今保存完好。

清圣祖曾驻跸石景山，康熙十七年
（1678年）五月，康熙帝留有御制诗三首：

石景山东望
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
地镇崚嶒标异秀，凤城遥在白云中。

驻跸石景山
驻跸荒亭日欲斜，潺湲石溜滴云霞。
鸾旗飘动连香草，龙骑骖驔映野花。
岩洞幽深无鸟迹，峰崖高处有人家。
青山绿水谁能识，怀古登临玩物华。

石景山望浑河
石景遥连汉，浑河似带流。
沧波日滚滚，浩淼接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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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是相对大年而言的传统节日，流行
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现在主要流行过腊月

二 十
三 ，
也 就

是祭灶日。
过小年的习俗，早在汉代就有记载。汉

人崔寔的《四民月令》里就介绍说：“腊明日
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修贺君师。”清代以
后，小年逐渐与大年接近，已经成为了主要

的节日，是合家欢聚，饮酒狂
欢的节日，只是与大年比没贴
春联等少数几项差距了。

过小年还有祭灶的习
俗。灶神也就是民间说的灶
王爷，原来他只是管人间的灶
火，后来灶神的权力越来越

大，除了掌握灶火之外，还要考察人间的所
作所为，上告天帝。这样灶神已经成了天帝
派到人间的监察代表了，即所谓：“受一家香
火，保一家平安。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
了。

祭灶时要用糖瓜，这就是用这种饴糖来
糊灶神口，让灶神向上帝汇报时多说好事，
少说坏事。有些地方还要用酒糟涂在灶门
上，叫醉司命，司命也是灶神，其意是使灶神
上天时醉悠悠，笑眯眯地没法儿说坏话。哈
哈，我们的血液里就有行贿的基因啊。

灶神送走了还要接回来，所以还有迎灶

接灶之俗。灶神上
天要到正月初一五
更时回来，人们那
时要焚香供果，再
焚化一匹纸马，意
思是送马去迎接灶
神回家。我小时候老
是听老人说过年要起五更，当 时不明白
是为什么，现在想想是不是迎 接灶神
啊。

这些习俗是不是很有意思，丰富了我们
的节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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