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城茶座
石景山区老山汉墓的发掘

引起社会的很大关注：有人判

断，这座古墓当是刘旦的墓。这

让笔者想起了与刘旦相关的戾

陵堰与车厢渠。戾陵堰是北京历

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项大规

模水利工程。对北京古代的农业

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史学界对戾

陵堰的具体位置一直没有定论，

大致的说法是在石景山的附近，

但是在石景山的南部还是北部，

就其说不一了。如果老山古墓真

的是刘旦之墓，那也就没有什么

可争论的了。现在老山古墓还没

有露出“庐山真面目”，笔者也就

还可以假说一番了。

按照郦道元《水经注》中记

载的文字推断，戾陵堰当在现永

定河三家店拦河闸附近．也就是

在琉璃渠村与三家店村之间的

河道附近；车厢渠的源头则在此

位置附近，而石景山的梁山处当

是车厢渠的末端。

理由如下三点：

关子戾陵堰的假说

魏镇北将军刘靖修建戾陵

堰时．朝廷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

在幽州开拓边守，屯居险要。他

修建戾陵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解决军粮，客观上亦为发展当地

农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门头沟区的三家店，位于永

定河官厅山峡的出口，是由山地

过渡到平原的临界点，历史上是

通往太行山区乃到蒙古交通要

道．为历代兵家所看重。刘靖屯

军之处当在三家店附近。

其二，所谓戾陵，即是刘旦

的陵墓，刘旦死后谥号为戾。因

其生前暴戾成性，后人则称其为

刘戾。在刘戾的陵墓附近修筑的

水渠，后人称之为刘戾渠。以后，

刘戾渠附近建起了琉璃厂，在这

北京的胡同中有不少曲曲弯弯的小胡同，九曲

十八弯。今天保存的最完整的，名副其实的要属前

门外铺陈市里的九湾胡同。九湾胡同不到半里之

遥，在我原住家附近，我几次数过，这胡同里有大弯

九个，还有不少小弯、斜弯、活弯等不下十五个。胡

同宽处五六米，窄处不足一米，整条胡同除了自行

车，其它车不能过，行人也很少，是一条天然曲径，

每逢从这里经过，就不由产生～种幽静和神秘之

感。

北京胡同中最窄的胡同有几处不相上下，最早

认为是崇文区东珠市大街路北的高筱胡同、南口仅

65厘米，胡同内每逢有两辆自行车相遇，必须有一

辆退出或到住户门处，不然谁也不能通过。站在胡

同里向上看，蓝天细长细长的像根蓝带子；盛芳胡

同不足百米，窄处仅60厘米；永安路东、路北有个

小喇叭胡同，在北口向西拐弯处仅55厘米，大胖子

在这路过只能侧身走；前门外大栅栏的钱市胡同，

东口虽然有80厘米宽，但胡同中问最窄处，仅有40

厘米，在此若两人相遇，须有一人在居民院门道里

口韩春鸣

方土地生活的人们，不愿意与刘

戾陵为伴，也是希望后人忘记刘

戾这个被人唾弃的暴君就埋葬

在他们的家园，便将渠名借助谐

音变为了琉璃渠。琉璃渠在明代

时曾称琉璃局，有人便以为，琉

璃渠的原名为琉璃局，其实琉璃

渠早年就是称琉璃渠(刘戾渠)。

当地的民谣亦有“刘家的山”之

说。(刘家的山，李家的川，姓杨

的来了让半边)。刘戾的陵墓在

现在的琉璃渠村附近当无误矣。

所谓戾陵堰就是在戾陵附

近的永定河上筑堰坝，其堰坝则

借戾陵的知名度而传于世。今天

的琉璃渠村与三家店村隔永定

河相望，分别据永定河的东西岸

边，其方位应是当年的戾陵堰坝

躲避，另一个人才能过去，不然就卡壳。这儿可称是

北京胡同中最窄的胡同了。

北京最长的胡同是长安街南边的东、西交民巷

了。这条长胡同是东西走向，和长安街平行，仅比长

安街短1．5里。北京最短的胡同是前门外的“一尺大

街”，才十来米长。名虽称大街，实际上是介乎于胡

同与大街之间的街道，应为北京最短的胡同。这里所

谓短，其标准应是有住户人家，否则比这里短的胡同

不止有十数个。

在北京胡同中，还有一些“死胡同”，有的在胡

同口外边墙上挂着牌子，上书：此路不通。有的没有

挂牌说明，那只好走进后再退出。北京这些“死胡

同”最多的地方莫过于南池子大街马路两侧。这里

不下十条“死胡同”，其次当属火药局胡同一带。

古老的北京城，若比作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

那么北京街道的胡同，就是这巨大博物馆中的一座

座历史、文化、民俗的展览室。我们期待着古老的北

京城，焕发出勃勃英姿向世界各国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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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这个位置亦是引永定河水，

使之东去灌溉蓟城以北的农田

修建水渠的最佳位置，永定河的

主流则仍经蓟城之南。另据史料

载：明代前，三家店有一大型水

渠，当时称兴隆坝，民国期间称

兴殖水利公司；其入口的具体位

置在三家店永定河左岸2500米

的军庄村前，由北而南穿行三家

店村⋯⋯这条水渠与车厢渠很

可能有些因果联系。 举世瞩目的老山古墓挖掘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经过有

其三，史书上介绍戾陵堰工 关专家的鉴定，此墓已被人盗过，但盗墓的年代和盗后情况还有待进一

程“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 步考证。

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 盗墓之风，自古有之，历代统治阶级皆曾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

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 其一，颁布各种刑法条规，用严刑峻法来禁止盗墓风气的泛滥。例

水门(即引水口)，门广四丈，立 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盗发坟墓者均不得包括在

水十丈。”所谓“直截中流”，当在 赦内。明代《大明律》则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一律以谋反之罪论处，不

河的主河道上，而石景山附近则 问首犯从犯，统统处以“凌迟”的极刑。

不可能是在主河道上。史书记 其二，是在墓葬结构上采取一些特殊的防盗措施，如用“积沙”的

载，车厢渠“以两岸陡峭山壁，状 方法防盗。河南辉县发掘的魏王墓即在棺椁固定后，便往墓坑内填沙，

似车厢而得名。”石景山处哪里 沙的填入量下自墓底起，上至地面8米处止，共深达9．4米，容积达

有这样的峭壁而形成的“车厢”? 1000立方米。盗墓者如要掘盗洞企图进入墓室，那么他刚挖出一个洞，

三家店与琉璃渠村则是在永定 流沙马上就会将这个洞重新填满。除非他把整个墓室内的积沙全运走，

河主河道，更兼是官厅山峡的出 不然就只好“望沙兴叹”了。此外一些帝王“依山凿穴”建陵墓，也是出

山口。每逢山洪暴发，洪水可以 于防盗的考虑。宋、明以后，民间还出现以“三合土”整个浇筑墓穴的方

从堰顶漫过，沿下游河道东去； 法。如元末明初张士诚母亲的墓葬，从里N#I-层层用三合土、泥沙浆、碎

平时则从北水门引入高粱河以 石等浇筑了十多层，盗墓者凿穿到第七层，便因无力坚持，只好悻悻而

浇农田。戾陵堰的水门几经更制 去。考古工作者发掘时，钢钎打秃了好多根，还是无法进入墓穴，最后还

改造，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 是动用了钻井机械大卸八块，才发掘成功。元代的帝陵则干脆采取原始

樊晨改造戾陵堰水门，延伸到高 社会深葬而不坟的习俗。“其墓无冢，以马践柔，使平如平地”。帝王葬

粱河水道。以至后人误以为戾陵 后不留下任何痕迹，盗墓者当然难以得逞。

堰在石景山附近了。 其三，是采用“故布疑冢”的“障眼法”。如史传所谓曹操死后设

另外，刘靖之子刘弘继承其 “七十二疑冢”，即是一例。

父遗志，亲临山川，指授规划 其四，是采用“秘葬之法”严密封锁有关下葬的所有消息。甚至不

⋯⋯刘弘时为宁朔将军、假节、 惜杀人灭口。如1259年，元宪宗死于四川，诸王大臣用毛驴驮其尸体运

监幽州诸军事，领护鸟丸校尉， 送到成吉思汗墓旁，为防止泄密，途中护卫士卒“见人辄杀”，据说沿途

出驻幽州。“诸部王侯不召而自 被杀者多达二万余人。

至，襁负而事者盖数千人。”各族 其五，是在墓葬中设置杀伤性暗器。据史籍载，汉代皇陵地宫中

部民踊跃参加永定河水利工程 “四方外陟，东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

的修筑工作，肯定是与他们的利 这些都是用来对付盗墓者的“机关”。

益相关，他们的居住地自然是在 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古代帝王墓葬中设有暗弩强弓，翻板机关或者

永定河畔，而且是在山区。这也 毒气的传说，都属古代防盗措施。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戾陵堰和 但是，由于墓葬中奇珍异宝的极大诱惑力，而使得盗墓者利欲熏

车箱渠的具体方位。 心，铤而走险，并屡有得手，因而才有“十墓九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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