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乙，中国著名文学家舒庆春 (老舍)
之子，舒乙先生和石景山的渊源，还得从
老舍先生那辈儿说起。老舍先生和石景山
的缘分,那就得说是磨石口(现在叫模式口)
了。因为老舍先生的名作《骆驼祥子》中
的祥子就是由磨石口逃回北平的,还牵着
三匹不大体面的骆驼，要是没有这骆驼，
祥子的故事还真不好讲呢。所以,作为石
景山人，笔者会很自豪地对您说,祥子是打
我们这儿走出来的。

《骆驼祥子》开篇，祥子拉车出西直门
奔清华，半路被兵捉了去，跟着队伍在西
山转悠，琢磨着怎么逃回城里去。一天，
有几个大兵牵回几匹骆驼，立时，祥子知
道怎么回家了。对于路线，老舍先生是这
么描述的：“骆驼不会过山，他一定是来到
了平地。在他的知识里，他晓得京西一
带，象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
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难道绕来绕
去，绕到磨石口来了吗？磨石口是个好地
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
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
路。他心中为自己画出一条道儿来：由这
里一跑，一步就能跑回海甸！虽然中间隔
着那么多地方，可是他都知道呀；一闭眼，
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磨石口——老天
爷，这必须是磨石口！——他往东北拐，过
金顶山，礼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
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辛庄。为是有些遮
隐，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辛庄，往北，
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
山头，杰王府；静宜园了！找到静宜园，闭
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甸去……”就这么一
段文字，成就了老舍先生、舒乙先生和模
式口的不解之缘。

笔者如今走在位于模式口大街中段的
南小街上，古色古香的青砖灰瓦民居、骆
驼造型的街边园艺小品，还有充满古韵的
商铺……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曾经鼎盛繁
华的京西古道。而在模式口大街与法海寺
路交叉口，一座由舒乙题字的“庆春斋”吸
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屋内陈列了老舍先生
的作品和舒乙撰写的文章《老舍和石景
山》，详尽介绍了老舍先生与京西古道的
渊源，街道上随处可见的骆驼图案景观也
在告诉人们，这里就是驼铃古道，是老舍
先生笔下祥子拉骆驼的磨石口。

“在北京所有的郊区区县里我对石景
山区最熟。”舒乙先生在《我和石景山》一

文中这样说道：西山因为有山有水有好景
色，过去长时期以来，总是受到皇帝和百
姓的高度重视，其后果便有了“三多”：一
是皇家园林多，二是庙宇多，三是陵墓
多。活人上至皇帝、达官贵人、文人雅士，
下至平头百姓，都爱往这儿跑，死人也都
往这儿埋。总之，西山一带名胜古迹非常
多，比处于平原的北京其它区县要多很多
倍。这就是我对京西比较熟悉的客观原
因，我去的次数多呀，那里的名胜古迹值
得我一趟一趟地跑。

对于模式口，舒乙先生不吝溢美之词：
京西石景山的磨石口地区真是一个聚宝
盆，区区小地，三个宝贝，一个法海寺，一
个承恩寺，一个田义墓，又是壁画，又是雕
刻，全是明代的，全是精品，宛如一个伟大
的艺术之乡，难得！

对于法海寺，先生撰文题目就是《最美
就是这儿》，并且明确提出了法海寺壁画
的三绝：

一绝：它是最精细的。道理很明白，因
为它最“年轻”。莫高窟壁画是 4世纪到 14
世纪的；永乐宫壁画是元代的，建于 13 至
14世纪；而法海寺是明代的，建于 1439年，
距今五百五十多年。艺术往往随着时间走

“粗－细－粗”的路，三者皆美，但风格相
差极大。法海寺壁画达到了精细的顶端，
在壁画史中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壁
画的一角画有一只小兽，颇像一小犬，逆
光而立，耳朵竖着，上面的微细的血管脉
胳清晰可见，真是一个自然写实的精品。

二绝：它是最艳丽的。道理也很清
楚。法海寺是皇家寺庙，档次高，由宫廷
的工部营缮所主建，壁画作者全是画师，
非同一般。用料也豪华，画中七十六个人
物的衣服图案统统描金，每一平方寸上都
有极细极工的描金服饰花团。每一条轮廓
线都是小手指粗细的极工整的“浮雕”线，
而且是沥粉贴金。如果有光线射去，一定
是一片金碧辉煌！

三绝：它是最民族化的。佛教本是外
域传来的，以北线而论，越靠西部，时间越
早，外国味也越多。法海寺几乎是最东边
的，时间最晚，外国味差不多全无。人物，
不论是老者、是观音、是小孩，还是护法天
王们，已经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形象了。尤
其是女人的鼻子，男人的胡子，一派东方
韵味。法海寺壁画恰是由西到东、由古到
今的佛教逐渐民族化、国产化的变化线的

终点。
先生还说，法海寺

壁画与其他中国佛教壁
画还有一种重大不同点：
它有作者，或者说，它的
作者不是“无名氏”，而是
有名有姓的。法海寺有
一座 1444 年立的经幢，
上面记载画是由画士官
宛福清、王恕和画士张
平、王义、顾行、李原、藩
福、徐福林等八人完成
的。这样，这批壁画就有

“主儿”了。
承恩寺位于模式口

大街东部,是一座闻名于
世的古代皇家禅林。承
恩寺有五绝：一为壁画、
一为碉楼、一为钟鼓楼、
一为人字柏、一为上马石。寺庙整体建筑
成“回”字形，除了外面的大墙，自天王殿
至法堂，四面均由殿堂房屋围住，成为固
若金汤的内院，内院东南、西南院角是钟、
鼓楼，与其它寺院独立建筑的钟鼓楼有
别。寺院北墙处有一人字柏，是北京城内
外罕见之物。下马石，或称上马石，在皇
宫、王府以及达官贵人府第多有设置，与
平民百姓无缘，因此并不多见。承恩寺山
门前有一对保存完好的下马石，说明它不
是一般的寺庙，与官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
系。

对于承恩寺，先生多次撰文提到：石景
山不仅有法海寺的壁画，还有承恩寺的镇
寺之宝。承恩寺的天王殿内，现存六幅壁
画，壁画风格与法海寺的明代壁画几乎完
全一致，虽然比法海寺晚 70 年，但一看就
是明代中期的作品，至少有 500年的历史，
就艺术水平而言，比之法海寺绝不逊色。

从文字中细品，模式口三个宝贝中，最
有名的是法海寺，但舒乙先生最喜欢的，
倒仿佛是田义墓呢。田义墓，居然就在磨
石口街上，不在旷野上，这个选址多少有
点怪；好处是很容易到达，仿佛天生是一
个让人参观的博物馆馆址。舒乙先生来田
义墓，不像是参观，研究，倒像是一个孩子
找到了一个喜欢的游乐场。

即为太监墓，田义墓的制式不必像帝
王陵那么严格和拘束，加上又有钱，又有
时，于是石匠们便有了用武之地，尽情挥

洒，精雕细刻，留下了千古绝品，堪称中国
古代石刻装饰艺术精品。田义墓里有 3块
巨大的石碑，基础呈长方形。舒乙先生在
其中一块的侧面看见了神奇的石雕装饰
画。在不到 1 平方米的面积上，刻了近 10
种花草树木，包括蒲公英、喇叭花。在草
丛中和在树干上爬着一只刀螂，一只“呱
哒扁儿”，一只蝈蝈和一只蝉，体量和真虫
大小一比一，完全写真，连长长的须子和
透明的翅膀都雕得逼真，绝了。取材惊
人，风格惊人，技巧惊人，出现的地方惊
人。雕工石匠简直是在玩呀，玩出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杰作。

舒乙先生推断，这幅作品是百姓的作
品，完全由生活中来，有朴素的写实意识，
描写大自然，描写眼前的小昆虫、小花草，
从生活中提炼美。它们远离帝王皇家风
气，也远离文人画的格调，自成一体，浑然
成趣。舒乙先生甚至把田义墓时刻同齐白
石的书画相媲美：齐白石的划时代意义在
于他的大白菜精神，他把大白菜、大萝卜
带进了中国画，把农夫的耙子、老百姓的
油灯带进了中国画。田义墓的石雕也是这
个道理，通通都是重大突破，通通都是里
程碑。

舒乙先生呼吁，赶快升级吧，让田义墓
的石刻装饰艺术作品尽快成为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从此改名，不再叫
宦官博物馆，应该叫明代石刻装饰艺术博
物馆。

十多年前，笔者是《首钢日报》社会版记者，机缘巧合，在不同场合见过舒乙先生几面。
盛名之下难免让后辈惴惴，但言语间，先生却是更加的谦和，美如赤子，让所有人如沐春风，
以至于，终于有机会写写先生了，落笔便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即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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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和石景山的故事

当年笔者在首钢日报专题部负责一
个名为“文史大观”的专栏，由文史而结
识了很多热爱文史的老先生，其中一位
丁传陶老人告诉笔者，他和几位朋友曾
经陪着舒乙先生走遍了石景山和门头沟
的名胜古迹，而且结为山友，经常登山远
足，在西山的大自然中畅游，有时带足了
吃的、喝的，边走边聊、边看、边歇，连吃
带喝，一走就是一整天。听着丁老师的
讲述，笔者不禁神往，什么时候能见到先
生才好呢！没想到，机缘很快就来了。

2004 年夏天，由石景山文联出面给
著名作家魏巍过生日，因为与会老先生
多，就让笔者陪行照顾。一走进万商花
园酒店大堂，抬眼就见到舒乙先生在一
根立柱边站着，衬衫西裤干净利索，身

材略瘦，腰杆笔直，先生话不多，始终面
带微笑，如开口，必身形面对，双眼目
视，娓娓道来，话不多，声不高，却一句
有一句的意思，一字有一字的味道，让
人不能不听，不能不爱听，不能不随着
先生的闲话漫谈，进入先生的世界：“石
景山只是北京的一个小角，在祖国的大
地上更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角，但是它丰
厚的文化底蕴，京西的北苑南禅，它的
法海寺、承恩寺、田义墓、万善桥、磨石
口老街，等等，等等，让它可以当之无愧
地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灿烂的
缩影和代表。”

先生还说，有机会，我还将继续去京
西石景山，去看它的景色和名胜古迹，去
研究它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