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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志书，是北京古镇系列丛书的第一批成果，是由市地方志办公室选择修志条件比较成熟的古
镇，委托专家执笔编纂的，包括房山区的琉璃河镇、良乡镇，海淀区的海淀镇，门头沟区的斋堂镇，
延庆县的永宁镇，密云县的古北口镇、不老屯镇，通州区的张家湾镇，昌平区的南口镇、沙河镇等10
个古镇的志书。
这10个古镇形态不同，风采各异，但有明显的共同之处。
它们都是历史悠久、声名远播、影响深广，地理位置多在大山之口或古河道边的古镇，在特定历史阶
段，处于交通要冲，成为军事重镇、京师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一定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
且山河形胜，环境优美，有不少奇观异景，历史遗存丰富多彩，古长城、运河、邮驿御道、寺庙道观
、祭坛陵寝、名居名店、皇家园林、名人逸事、故事传说、传统技艺、风味小吃、诗文碑刻、俗俚乡
谚等，令人向往。
其兴衰也多与北京核心城区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其中琉璃河镇有北京最早的古城遗址；良乡镇从秦汉就曾建县，地名传承至今；斋堂镇现有前桑峪、
东胡林古人类遗址，还有爨底下村、灵水村等闻名遐迩的古山庄民居；古北口镇、南口镇都是长城要
塞、交通要道、京城锁钥、军事重镇；永宁镇位于长城以北，是以屯兵兴起的塞外古城，小巧玲珑、
古色古香；张家湾镇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皇家码头，漕运古镇；海淀镇的四周在清代是皇家园林，现
在被高等院校和科学院环绕，是北京科技园区的核心区；不老屯镇是具有旧石器遗存、古长城、古石
刻和山水秀美的独特生存环境，也是北京市少有的长寿镇；沙河镇被称为“京师之枕”，是明清帝王
谒陵和北巡的驻跸之地。
把这些古镇的历史与现状展现于地方志之中，不仅使志书家族“添丁进口”，兴旺扩展，给人以原生
态文化的历史厚重、深邃、沧桑感，使人领略古今纯朴的文化神韵，为文化古都北京寻根找源，增光
添彩，也为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为开发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经济创造了良
好条件。
总之，这套丛书为构架先进文化的“地基”，增强国家软实力，必将起添砖加瓦的作用。
　　让“星星”亮起来，为古村镇修志写史，是一个有效的影响深远的举措，但这远远不够，还必须
有保护古村镇历史文化资源的相应措施，制定切实的保护规划，选择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科学方法，避
免开发性破坏、生活性破坏，把自然性破坏降到最低程度，使其里巷、民宅、地貌、水系、植被和传
统民俗风貌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得到切实的保护，合理的开发利用，这需要各方给予关注，
还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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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建制沿革（一）镇域变迁（二）镇村简况二、自然环境（一）地质气候（二）山梁沟壑三、交通
要道（一）古道驿站（二）京张铁路（三）京张公路四、军事重镇（一）城池关隘（二）屯田驻军（
三）主要战事五、名胜占迹（一）文物古迹1.雪山文化遗址2.居庸关3.云台4.和平寺5.虎峪古城6.佛岩
寺7.潘家营辽金关卡8.南口城9.上关城10.南口宝林寺11.南口清真寺12.詹天佑故居13.玛国柱墓碑14.孙公
墓15.陈庄辽墓16.无名墓及石像生17.九仙庙壁画18.詹天佑铜像（二）关沟七十二景二龙戏珠白塔寺月
牙石二人下棋一人看拴马桩居庸叠翠皇亭子⋯⋯六、地方经济七、民俗风情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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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建制沿革　　在南口镇北部，有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穿越崇山峻岭的天然沟谷，因举
世闻名的居庸关坐落在沟谷之中，故名关沟。
关沟的北端称北口、八达岭，南端称南口。
从古至今，南口的名称曾数度更易，北魏称下口，北齐称夏口，金贞祜元年（1213年）始称南口。
　　南口起初只是一个自然地理名称，北魏时形成村落。
建村之初，村域面积仅1平方公里左右。
明初南口建城后，村民们均住于城内，以耕种城外的百余亩山坡地维生。
清初，城内南北门之间的大街两边出现了临街商户，主要经营粮食、布匹、杂货及餐饮、旅店，以后
逐渐形成商贸集市。
清末，京张铁路建成后，南口村南2公里处的南口火车站周边地区日益繁华，商户云集，店铺林立，
成为京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民国元年（1912年），昌平、延庆两县经过协商，以南口火车站、南口机厂为中心设立南口镇，铁路
以南归昌平县管辖，铁路以北归延庆县管辖，形成了两县共管一镇的格局。
此时，南口镇的人口数量、建筑规模、市井繁华程度都超过了南口村，人们遂称南口镇为大南口，南
口村为小　　南口。
　　1949年4月，南口镇全镇划归昌平县。
　　1950年撤销南口镇建制，属昌平县第三区，为区公所驻地。
　　1953年11月，恢复南口镇建制。
此后，城乡时有分合，南口之名始终未变。
　　1990年5月，南口镶一分为二，分别成立南口镇、道南镇。
　　1997年12月，撤销道南镇、桃洼乡，并入南口镇。
　　（一）镇域变迁　　明代及以前，八达岭以南地区属昌平州（县），以北地区属延庆州（县）。
清初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2年），南口村及以北部分地区属延庆州（县），以南地区属昌平州（县）
。
1947年，南口村以北地区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昌延县，以南地区国民党政权称之为昌平县；共产党政
权以（北）平绥（远）铁路为界，铁路以东称昌顺县，铁路以西称昌宛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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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些古镇地理位置多在大山之口或古河道边，在特定历史阶段，或处于交通要部，或成为军事重
镇、京师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一定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其兴衰与北京核心区的发展变化有着密
切的关系。
　　——段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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