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峪：燕歌戏之乡
——永定河文化之古村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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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而
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岑山的永定河，流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汇入渤
海，则被誉为北京母亲河。门头沟区作为北京的郊区，永定河横贯门头沟
全境，所以门头沟与永定河的关系尤为特殊和亲密。

古人泽水而栖，有了水就有了生命繁衍的可能。门头沟区因为有永
定河以及它在门头沟区域内的最大补水支流清水河，早在9000至10000
年前就有了东胡林人栖居。永定河孕育了门头沟诸多文化，比如寺庙宗
教文化，比如客栈商旅文化，比如民居古村文化。而古村文化又因为门头
沟在历史长河中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生态，像是人类发展变迁的
化石，而呈现多样。在清代及以前的古籍中记载的门头沟区古村落有
100多个，比如沿河城、斋堂、碣石、爨底下、灵水等，它们散落在沟谷、台
地历经沧桑，像化石一样记录过往。

本文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古村落柏峪。
沿着109国道到了斋堂镇，按照爨柏景区的指示牌指示的方向，途经

双石头村、爨底下村，过一线天4公里柏油路，就到了柏峪村。它坐落在
斋堂镇著名的爨柏景区，名气却是因了有“军户古村燕歌戏之乡”的美誉，
而在门头沟众多古村落中独树一帜。

军户，是中国古代世代从军、充当军差的人家。起自东晋南北朝时，
士兵及家属的户籍隶属于军府，称为军户。军户制度在元、明两朝最为完
备。柏峪号称军户古村，现如今已经看不到军户村的特别之处，只是在村
委会的门口有八个大字“毓秀钟灵，军户古村”让探访者心生疑窦，对柏峪
的历史产生好奇。我们就翻开历史的册页，从村西北的天津关说起吧。

关于天津关明朝易州兵备道按察使高文荐在《本镇关隘议》中有记
载：“沿河口议曰：沿河口外通怀来城百余里，中有浑河，足成天堑。西三
十里有冲口天津关，去宣府仅150里，宛平50里。关下通戎马，所恃城建
山脊，颇费攀跻，以上制下，他口，特通徒行，皆自来虏迹罕至者，谓非险阻
之故耶？”从高大人记述中足见它的战略价值。而天津关正是明朝著名的

“内三关”中的一个要冲，是北京西部的重要防线。自古以来门头沟区因
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有京畿右臂之荣。天津关与沿河城连线是古代军事防
御的两处重要关隘。海拔1773米黄草梁与灵山、百花山、妙峰山遥相呼
应。从河北怀来麻黄峪经刘家峪沟、沿河诚、柏峪、斋堂到京西的古道就
要经过山南的垭口--天津关。天津关是柏峪和沿河诚之间的关口，关口
旁存有百米方圆、石墙围绕的驻兵遗迹。明朝修筑长城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防御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骚扰。黄草梁上6座敌台1个烽火
台，俗称“七座楼”，是为明万历年间戚继光所修的长城的局部，属沿河城
大营管辖，这里的长城编号沿用“沿字”序为6-11号敌台。黄草梁上长城
西北是面对东灵山的条条沟壑，山体悬垂悬90度似天堑，这里是北京长
城的最西端。黄草梁主峰海拔1173米，7月黄花遍地。扼古道，依长城，
临深谷，据高峰。天津关黄草梁占尽地利，站在黄草梁抚今追昔雄关漫道
我们可以遥想古时候这里戍边将士紧张有序的国防态势。

历代王朝在此设关建隘，都指挥史司拨军把守，天津关拱卫京都的作

用毋庸置疑。为了戍边将士安心国防，眷属陆续迁至天津关附近屯垦。所
以，黄草梁山麓形成军户村实则必然。高文荐大人从战略角度对天津关作
了阐述，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地方志也有相关记载。他做官之余搜罗
掌故写成的《宛署杂记》有这样的文字“……又三里曰李家庄，又五里曰燕
家台、曰柏榆村，又五里曰天津关……”由此可见，柏峪和天津关的名头绝
不是虚词妄言。早期柏峪因柏树，榆树繁茂称柏榆村，后取谐音柏峪村。
早期有杨、牛、张、马四大姓氏，现在村中是以陈、刘、王、谭姓氏为主。

柏峪民居依照地形和占地面积而规划，一般为正房3间，两侧厢房各
2间，倒坐房3间，古朴雅致的山地小四合院格局。门楼阴阳合瓦，清水
脊，三层青石台阶，前后金檩装有木雕门罩，都是福瑞吉祥的花卉鸟兽图
案。大门内外又有影壁，外影壁对着门楼或者隔着大门前道路设在对
面。内影壁为靠山影壁，依托厢房的山墙青砖砌筑，上面出檐，四框围以
砖雕花饰，影壁面上用斜砖拼出平面图案，雕刻有吉瑞花卉纹饰。外影壁
为平地砌墙，也极为讲究。村里有一道古墙将山体之上的房屋围抱，远看
犹似古堡，为军户古村平添悠远和神秘。前些年临街的墙壁上还保留着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跃进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标
语，行于街巷，就像是穿行在小村的血管之中，让你不知不觉回到久远。
在这里闲居，我写过几首小诗。《过柏峪的日子》这样写的：亲爱的，我想做
个村妇/烧水做饭喂鸡劈柴/守着一座木屋 爱着一行柴篱/如同爱着年老
的你/日出我们干些农活/日落我们土炕梦呓/像我们祖辈那样过，过我们
想要的生活/亲爱的，我老了的时候/就想做一个村里普通的妇人/我是你
的老太婆/你是我的老头子/干瘪的老嘴絮絮叨叨/絮叨着废话就是我写
的诗/我再不写诗，只关心母鸡生蛋豆角南瓜 和你/一起沟一畦小葱，割
一把韭菜/煎一盘柴鸡蛋/喝一盏自酿的粗酒/老眼昏花还只爱听你说的
笑话/是的，如果你衰老的时候/幸运的，我还在/亲爱的，让我陪着你山野
河谷看叶绿花红/让时光满脸褶皱，羡慕我们能做凡人俗子。这就是在柏
峪居住的收获，慢下来，静下来。

在民俗信仰方面军户村亦是特别。比如在崇拜方面，把大象作为崇
拜对象，认为它能够护佑军队，有利将士神勇。也许是巧合，在通往天津
关黄草梁的半山腰，真的有一处山体就像是一头大象在山谷间低头觅食
探路，村人叫做象鼻山。

柏峪是燕歌戏之乡。我们要感谢门头沟民俗专家谭怀孟，谭先生作
为柏峪人，为了挽救这一地方戏曲化石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专著《柏峪
燕歌戏》。这部著作涉及专业戏曲文化更是谭先生的心血结晶，所以关于
燕歌戏的阐述都来自谭先生的著作启发或引述。

在柏峪，男女老少有事没事都能唱两嗓子。总是还没看见人，燕歌的
唱腔早已经穿墙跃梁直击耳膜。大多数人是听不懂的，更别说外乡人和游
客。因为柏峪燕歌腔调特别，发音独特。不过听不懂也会被吸引甚或陶
醉。听了就不禁会发问：怎地，这深山之中还有这等腔韵，实则不俗！《周
礼·春宫》中“燕乐”指天子与诸侯宴饮宾客使用的汉族民间俗乐。《元史》记
载“燕乐”民间称“燕歌”。元朝燕歌分文、武，舞于太庙，雅俗兼备。总之燕
歌戏作为一种汉族民间艺术，戏曲题材丰富，无事不记，无事不唱。天津关
驻军后，眷属从天南地北迁至而来，燕歌戏渐渐成长，融入百姓生活。柏峪
燕歌戏是南北九腔十八调，雅俗共赏的地方戏。艺术行当涵盖生旦净末
丑、诗曲媚俗白、说唱念坐打、吹拉弹唱走，各行当样样齐全。柏峪剧团历
届板主谭志广、谭兴选、王廷柱、陈连顺、刘兆通、陈登金、刘景春、陈永录，
带领戏班子从历史的尘烟中一路唱来，唱成了地方戏曲的“活化石”。

焦循的戏曲论著《花部农谭》记载的村戏当中的《清风寨》《铁莲灯》《红
鬃烈马》《罗衫记》《芦花记》等都出自元代杂剧名家之手，只是有的剧目已
改变了原来的名称。元代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
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高阚万间都作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段文字和燕歌戏中的《山坡羊·桂枝香》大体相
似：“十年窗下，文章不纳，一口气吹散浮云，好一似花开三夏，栉木莲藕芽，
御零花胸前常挂，困龙得水，宝剑离匣，胸前常挂是熊虎，指目文章当日发，
当日发。”由此推断燕歌戏与元曲存在着主干与分支的关系也未可知。

燕歌戏也有文场武场之分。文场：主要以管弦乐为主。即：四弦、二
胡、笛子、小号、笙等。在偶然情况下，只要有一把四弦也能唱出水平，不

失韵味；武场：有板鼓、锣、堂鼓、钹、镟、镲、挂板、铜钟、云锣等。打法多
样，变化无常。燕歌戏从穿戴、化妆上看，多用明朝服装，与京剧、河北梆
子的服饰有相近之处。现在村社员剧社保存的几套剩戏装已成文物，被
艺人视为宝物一般珍惜。

清朝、民国时，燕歌戏经常应邀外出“卖台”，曾到过天桥、矾山、怀来、
涿鹿、蔚县和周边村落。《清史》有记，燕歌戏为乾隆帝60大寿调演。

燕歌戏这一古老地方戏种也像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艺人老龄
化后继乏人的困境。为了不让珍贵文化遗产遗失，柏峪人成立“柏峪社员
剧团”，燕歌戏最终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宣传和保护。
目前剧团有40余名演员，能够上演剧目《小锦缎》《锣衫记》《牧羊圈》《孙
举皋卖水》等15个完整戏目。

柏峪村有自己的文化剧场。夏季到柏峪村旅游闲居，吃过特色农家
饭，在军户古村的街巷漫步甚为惬意。作为客人的你从闹市偏安一隅，这
还不够，饭饱茶闲到柏峪剧场听民间艺人唱上一出燕歌戏，这才是只有在
柏峪的独享。台上穿戴考究唱念做打有板有眼的柏峪燕歌艺人，无论台
风还是唱功都不逊色专业戏曲演员，让你忍不住 想叫“好！”，以为自己回
到了那朝那代一般。而唱戏的他们可都是驻军的后裔、白天你在街头巷
尾田间地头遇到过的老哥，大嫂。

一个茶余饭后业余生活都用来唱戏、学戏、听戏的村子，民风当然就
是纯朴和雅致的。在这里住得久了，我说话的时候也不禁爱这样开头：咱
们村如何如何，而说话的时候自己心里是亲切熨帖。

永定河文化源远流长，而门头沟因为永定河而得以灿烂历史长河的
古村落文化，在现代文明中显得尤为珍贵独特，作为门头沟人自豪之余还
有许多欣慰和温暖。只要想起它们的时候，故乡就在了，眸子里就会有晶
亮的东西闪动。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勤俭节约伴我行》。
该书内容具体，理论深入浅出，书中有从古至今不同时代的名人所讲

的关于勤俭节约的名言和动人故事；有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语
录和勤俭节约的事迹；有现时代名人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故事，让我十分
感动，大大抓住了青少年们的心，使读书学习有兴趣，并有很大的感染力。

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揭露了铺张浪费的坏作风，结合现时代习近
平总书记提倡的“反四风”活动，着实地让我受到教育，提高了认识，我一定
要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的继承者并使之发扬光大

特别是书中用相当的篇幅写了资源的重要性，对曾经有的“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有了新的认识。节约能源，讲究新能源，重视科学在各领
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势在必行，我感觉到：未来承担的重担和责任重
大，我们不仅自己要做好，还要教育好下一代。因为“少年强，则中国强”
未来是现时代的青少年们的。

勤俭节约是传家宝，勤俭节约托起中国梦，低碳引领未来的理念，通
过读书在我的心中扎根、升华，将转化为奋力筑梦，努力前行、实现中国
梦的巨大动力。

刘桂英／文

俭以养德
——《勤俭节约伴我行》读后感

神牛拉碾上高山
赵永高

众所周知，在永定河畔的向阳口村后山上，有座寺庙
叫“大悲岩观音寺”，又叫“盖不严”。这寺因何称“盖不严”
呢？据说是神仙下凡，夜间修盖，在鸡叫时候，天将拂晓，
房顶上的瓦尚有三块没瓦，只好飞上天宫，故有角上露天，
遂称“盖不严”。也有说是：因庙建在洞中，那没瓦上的三
块瓦正好露在外面，不能遮雨，故曰“盖不严”。

在这离村八里之遥的山上寺庙，过去僧人多个，施
主常顾，所需粮食加工均在庙上进行，靠的就是那盘千
斤石碾。据说，那与庙上山洞不同的石制石碾是从向
阳口村拉上去的。是神仙下凡，借了蔡家的牛，拉的韩
家碾，一宿就拉到了高山寺庙里。并且传说第二天蔡
家牛累得直冒汗。诸如此类的故事，在燕家台村东的张
仙洞中亦有，也是神牛拉碾上
的高山。

关于“神牛拉碾上高山”
的故事，是发生在不通公路，
没有起吊设备的旧时，说明能
将千斤石碾拉到山上的神奇

事件。不论是向阳口的“盖不严”，还是燕家台的“张仙
洞”笔者都亲自去过，确有石碾存在，且都与当地岩石不
同，说明是来自它处。不过应该相信的是属于“人为”而
非“神力”。这些石碾上无字，可在“盖不严”里有块大石
碑却说得清清楚楚：“磨石白羊，越千岭而渡百涧，工费
至此，寸石寸金。”

关于古代运输重物，有过泼水成冰，利用圆木滚动
前进的事例，但那是平地，而非山上。对于山上运输重
物，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架高压电线时真正见过“拉
法”，去到过现场。一根10多米的粗水泥杆，约有2000
多斤，拉杆上山，一组要三几十人。一半在前边拉纤，一
些在后边抬起，还有指挥的，倒替休息换班的，背水、背

饭等在旁边的。真是每前进
一步，都要付出极大努力。那
背篓中的窝窝头是不能讲早
晚的，走不动了就停下来，喝
水吃窝头。重物是众人一点
一点拉上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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