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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为这样一本书端然作序，内心着实激动。
百花山本身就是一本大书。
我读了几十年也没读透，没读够。
我就出生在百花山山腰的四马台村。
小时候，家里穷，读书读得很苦。
读书之余，为了生存，更多的是满山遍野摘野果、打山菜、采树叶，跟着大人在劳作中游戏。
上下联村偶尔组织个梆子戏，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节日。
为了看戏，我们甚至成群结伙，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到莲花庵、斋堂，根本不觉得累。
一路上，满眼的花，满眼的绿，树丛草窠里不时窜出个麂子或角鸡。
秋高气爽的十月，我们站在白草畔顶上，向东北能望见京城灯火闪烁。
有人说，那是国庆放的礼花。
十几年下来，我几乎把百花山转了个遍。
后来我参了军，后来又转业回乡，后来又到了区里。
至今我的普通话也不十分标准，张口仍是浓浓的四马台味儿、硬硬的百花山味儿。
几十年间，百花山的丰厚、百花山的沧桑、百花山的喜怒哀乐已经深深溶进我的骨子里。
这份感情，怎一个“深”字了得。
多年来，一直想有一部百花山的系统资料而不可得，可喜王淑玲、石建山、贾日方、潘惠楼等一班有
心人帮我了了一个大心愿。
他们20多人历时一年余，跋涉两万多里，把百花山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摸了个底儿掉。
查阅史料，从《水经注》、《史记》，到《房山志料》、《门头沟区志》，林林总总，700多册，上千
万字；研讨现情，走遍了房山、门头沟的9乡镇、120村。
终于编纂出了一部包容百花山地区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村镇的志书。
远追12万年前久远历史，近写鲜活社会人文与自然。
其敬业之彻底、专业之精深超出了我的想像。
开始，这本书就叫《百花山》，和一般的地方风物、传说掌故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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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由如房山区和门头沟区合作编纂的，全书内容共59.7万字，全面志述了横跨房山区和门头沟
区的百花山地区9个乡镇120个村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域内村镇概况、人物等内容。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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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域内村镇概况　第一节 隶属门头沟区的村镇　第二节 隶属房山区的村镇人物　古代人物　现代人
物　革命烈士及丰碑　在百花山地区战斗过的中国共产党将领录　全国劳动模范人物简介　人物表附
录　毛泽东主席为《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加的按语　中共堂上村支部全体党员致中
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封信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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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筏子捕鱼又称混水垡鱼。
以竹竿、竹垡子配合网使用，在春、夏、秋三季，于河水中水深及混水处，先下网，然后乘垡子在河
道中用竹竿向网中赶鱼。
震鱼又称冬季捞鱼。
在冬季或早春，两个人合作，一个人用石块或铁锤敲打河道中的石块，将栖息在石块下的鱼震昏，然
后翻起石块，震昏的鱼漂浮起来，一个人用笊篱将鱼捞起。
此种方法是当地留传最悠久的方法。
扒沟捕鱼又称捕夜鱼。
在河道水浅处挖一道沟，使流水通过，鱼随水流进入沟道，夜晚时鱼便停息在沟道内，然后将沟道上
下口堵住，在沟道中捕鱼。
扒圈子在春季于河道底上扒一块空地，形成一个圈，用石块将四周挡住，上游留水道，下游垒堰，将
水改道，圈内形成浅水。
清明节气前后，圈内浅水较河道中流水温度高，河里的鱼就会游到水温较高的圈内浅水中。
再将上游堵住，下游开口放水，圈内的水渐渐少，直至干涸，就可以捡鱼了。
改河岔将河岔的上游堵死，下游也堵住并留下道口放水，口处接鱼篓或漏水的器具，等水流净即可捕
鱼。
呛鱼在河道中选一处较长的水道岔，改其水势，水流水势减小后，用适量的石灰撒入河水中，水中的
鱼被呛昏或呛死，就可以捞鱼了。
此种方法捕到的鱼，食用时要将鱼鳃去掉。
摸鱼在夏季，于河水中浅水处，小心翼翼从石块两侧摸向石块底部，将鱼抓住。
掏鱼春季枯水季节，河道中水量减少，形成诸多小水坑，河中的鱼便向水坑聚集，此时将水坑内的水
掏净，能捕到很多鱼，多为小杂鱼。
抬鱼用尼龙纱两边栓木棍做成抬网，在丰水季节，4人合作，两个人抬着网在河里逆流而上，蹲下时
两个人从两边向网内赶鱼，抬起时用笊篱捞起网中被抬上的鱼。
打捎又称打夜鱼。
在夏季，身穿水衩，带照明用具及铁棒或利器，在河边来回走，遇到鱼就打，此种方法多捕获大鱼。
炸鱼用可以爆炸的炸药将鱼震昏浮在水面，然后捞鱼。
地龙网捕鱼用尼龙纱做成长圆桶状或方形的网，一般长十多米，直径70厘米左右，四周有孔口，口内
设机关，鱼进去出不来。
地龙网长期放在河道中。
地龙网即可捕鱼，又可捕河虾，一般在冬季以捕虾为主，晚上将地龙网放入不封冻的河段中，早晨起
网，一般能捕到二三公斤河虾。
垒庵用几块大的石头在河中垒成圈，上游留道口，圈里再放些小石块形成小石堆，圈里的小石堆便成
了鱼的栖息之地。
一两天后，用鱼鳖子接在道口上，用杂草将大石块缝隙堵住，将小石块捡出，再入河趟水，鱼便通过
道口进入鱼鳖子。
滚草把子用杂草捆成草把子，将几个草把子连起来，两三个人在河岔沟里滚动草把子，同时将河里的
水草一起卷起，河里的鱼便随草一起卷入。
叉鱼用鱼叉叉鱼。
一般在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水面，鱼有趋光性。
看准了鱼再用鱼叉去又，此种方法又到的鱼一般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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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本志书资料来源：（1）《史记》、《水经注》、《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
、《宛平县志》、《齐家司志略》、《顺天府志》、《房山志料》等古籍中有关百花山的内容；（2
）房山区和门头沟区历年各单位编辑、整理的资料；（3）百花山地区内有关乡镇、单位及个人提供
的资料；（4）实地拍摄、调查、采访的资料；（5）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6）公开发表的专著资料
；（7）《将帅名录》（2006年1月版）。
2.今门头沟区内的青白口一带在地理范围属于百花山地区，其行政区划属于雁翅镇。
因在搜集资料时仅搜集了斋堂镇、清水镇属于百花山地区的资料，故青白口一带资料除地层资料外本
志书暂不记述。
3.《人物表》依据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劳动模范》以及区档案馆馆存档案、资料编辑而成，分别以
获得称号的年度先后排序。
对各类人物录入中如有遗漏，续志时再予以补录。
4.初稿陆续完成后，先后征求了北京地质研究所、区林业局科技人员及有关乡镇知情人的意见。
5.在采访、座谈、搜集《百花山志》资料过程中，得到了广大群众和业内人士积极地协助和热心地支
持，其中安金如、周景友、王奎龙、李占军、赵彦明、燕泽美、李修华、陈天亮、吕学林、刘光军、
杨振军、王书宽、刘金武、潘宝元、刘润泽、孔令明、董永安、王兆兴、赵荣友、杨守富、刘振先、
吕学春、罗玉军、张华、赵守坡、穆顺、蔡宝、云桂福、李进富、王希玲、范之午、吴进、刘金武、
陈有群、陈浩、杨守富、王兆兴、李万群、谭中久、张保中等人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信息和线索。
6.本志书所用照片由乔轶伦、郑修华、杨德林、杨鸿连、傅春光、张树义、马夫、杨伟、李公亮、姜
丽娜、陈廷静、梁明站、崔华银提供。
其中一部分照片选自有关历史文献，另有4幅照片选自《北京林业建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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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花山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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