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洼景观掌故 

户力平 

蒲洼乡位于房山区西部，地处太行山北段深山区，一列山脊纵贯南北，东

西两翼沟壑纵横，地势高峻，群山环绕，海拔在 400-1600 米之间，素有北京的

“小西藏”之称。辖域内自然景观绮丽，几乎每一处景观都有掌故与趣闻。 

隗氏老坟 

“天下一个隗，老家芦子水。”这是在北京西南郊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意思

是说天下姓隗的祖籍都是今天的房山区蒲洼乡芦子水村。而在芦子水村西南的

沟谷中，确有一处隗姓祖坟，安葬着隗氏的十八代子孙，俗称“隗氏老坟”，成为

许多隗氏后裔寻根问祖的地方。 

相传，芦子水村的隗姓村民，最早是明代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

下移民到北方来的。后来在京都西南的大山深处垦荒种地，定居下来，繁衍生

息，几百年后，逐渐形成村落，即现今的芦子水村。芦子水村的村民大多数姓

隗，自隗氏祖先在此茔葬后，老坟处已埋葬了隗氏的十八代子孙。由于历史年

代的久远和风雨的剥蚀，老坟的原貌已荡然无存，仅存一通民国二年五月初九

为先贤重新竖立的墓碑。2008 年由隗氏家族文化联谊会对老坟进行了修整，并

树立新碑，使这里成为蒲洼乡的一处景观。而在芦子水村中心有一株古槐，据

当地老人传说，它与隗姓族人自山西迁来芦子水有关。明代永乐年间隗姓族人

自山西洪洞县移民来到北方，当时移民集中地的标记是一棵粗大的歪脖老槐树，

于是他们为怀念离别山西的时刻，来到芦子水定居，也由隗姓族人种下了这株

古槐。时过境迁，如今老槐树伴随着芦子水的隗姓已度过了 600 多年的历史，

这株老槐树依然生机盎然。 

龙王庙 

龙王庙是蒲洼乡一处最著名的景观，位于蒲洼村口，其建筑十分古朴。由

于是处在两山交汇处，如同两龙在争夺一颗明珠，所以又称作“二龙戏珠”。 

早年间龙王庙所处的位置是个大龙潭，深两丈有余，相传里面住着一条龙。

它年复一年地为这里的老百姓做好事儿，所以蒲洼村的人们都很敬重他。并集

资在这两山中间的一块天然的岩石之上，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庙宇，企盼龙王年

年能为这大山深处普降甘露。当年小庙灰色砖墙，青瓦铺顶，因地方的限制，



只建了一间，还正好建在那块大石头上面。据说那块大石头外形酷似一个天然

的石头大龟，浮在水面，永不下沉，故取之吉利，龙王庙千年不沉。小庙当年

建的十分漂亮，庙内雕梁画栋，古朴典雅，正中供奉龙王神像。民国年间，蒲

洼一带下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大洪水冲了龙王庙，把黑龙冲走了，人们不忍心

没有了黑龙神，于是沿着河流寻找，最后在张坊一带找到了黑龙神，并把他请

了回来。接着重修了龙王庙，继续将龙王供奉在里面。从此这小小的龙王庙成

为蒲洼村的一道景观。 

椅子圈 

椅子圈位于蒲洼乡东南部的森水村东侧，其地势外形很像一把斜卧的躺椅，

两侧山岩恰是椅子的扶手，而南向山梁向下凹去再向南扬起，酷似躺椅之背，故

此得名。传说远古的时候，天下无法，玉皇大帝命太上老君下凡为人间讲经布道。

一天老君来到这座山上，见景色奇异，便停了下来，决定在此修一座讲经台，并

招收百名弟子，以了却玉皇大帝的愿望。几年之后，老君先后招来了弟子九十九

名，于是在山峰的讲经台处，传经说法。一天他讲经讲的十分劳累，便让弟子们

先把所讲的经文温习一下，随后走向附近的一道山梁，想休息休息。他走了没多

远，就看见一个环境优雅的山坡，便走过去，然后一仰，把头枕在后面的山脊之

上，悄然入睡。谁知这一睡竟忘记了那些等候讲经的弟子。待弟子们找到他时，

他已睡了几个时辰。弟子猛然将他叫醒，他用力一起身，竟把身下的山坡坐出一

个椅子形状的大坑，凹处是老君的屁股坐出，椅背是他的后腰压成，扶手是他正

好放在山岩上的两臂。老君站起来笑了笑，便走回讲经台。老君走后，这个形似

躺椅的山梁便被称为椅子圈。 

老子讲经 

在椅子圈附近的山凹处有两处山峰，一高一矮，高的像一位长须老者，矮

的像一个聆听教诲的弟子，在谛听长者的讲经。这就是传说中的“老子讲经处”，

简称“老子讲经”。 

相传老子骑青牛云游天下，以传讲道家学说经国济世。一日他云游到良乡

一带，良乡县令早已仰慕老子的大名，说他学识渊博，心藏大智。一听说老子

云游到他的地界儿，连忙派人洒扫道路，焚点香火，恭请圣人的到来。不多一

会儿，老子被请进县衙，县令连忙行弟子大礼，再三叩拜，将老子请到正堂。

随后老子为县令讲道说经整整三天三夜，使他顿感大彻大悟，于是辞了官差，

要随老子一起云游。五日之后与老子西行。一日他们来到蒲洼的山中，但见山

川秀丽，景色宜人，于是在一个山凹处，老子又给这辞官了弟子讲道说经。老

子讲的专心致志，弟子听得心领神会。谁知这一讲就是九九八十一天，最后幻

化成两处山峰，一高一矮，远远望去，高的像一位长须老者，矮的像一个聆听



教诲的弟子，在谛听长者的讲经。于是被成为“老子讲经”。 



瓦罐山 

瓦罐山在椅子圈西南面不远处，其顶部略显平而圆，自圆的边缘向下又成

凸形冒了出来一个圆弧状，再向下又有一些斜向收口的角度，整个峰顶部 20 多

米高处恰似一个瓦罐扣在了峰顶，故此得名瓦罐山。 

据传太上老君在这山上讲经时，经常讲得口干舌燥，每天要喝一大瓦罐的水，

而这打水的事儿有他的两个弟子负责。一天他讲经讲的又是口干舌燥，便随手端起

旁边弟子放置的那个盛水的瓦罐，可刚喝了几口就没了。老君质问那两个负责打水

的弟子是怎么回事，两个弟子战战兢兢地说，早上打水时，瓦罐的水是满满的，但

上山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里面的水便洒出多一半。为了不耽误听师傅讲经，便没有

重新去打水，只把少半罐水给师傅备下。老君一听没再责备这两位弟子，但心里仍

是老大的不高兴。这天气炎热，那几口水怎么能坚持到晚上呢。于是生气地将那瓦

罐朝山下扔去，可那瓦罐并没有滚进沟谷里，却意外地扣在一座凸起的山尖上，老

君一看，也感到奇异，于是用手一指那瓦罐，转眼间，竟变成了一处顶平，腰粗酷

似瓦罐的山峰，所以被称为“瓦罐山”。 

神树岭 

在蒲洼乡北部有一处山岭，叫“神树岭”。因山岭的正中有一棵充满灵气的古

树，故此得名，是蒲洼乡最著名的景观之一。这棵神树有多少年的树龄，难以

考证。据说它通身透着灵气，能预告天气变化，只要听到树叶哗哗响，这个地

区便有大风、雷雨、冰雹。它还能消灾延命、驱病避邪，所以便有人到此祈祷，

以表对神的尊重和对健康平安的企盼。关于这棵神树的来历传说很多。其中的

一个故事最为动人。很久以前，在东村住着母子俩，儿子对母亲百般孝顺。这

年秋天，母亲突然得了重病，儿子请遍方圆数十里的名医，也不见好转，急得

他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来到村里的娘娘庙，跪在娘娘的神像前，祈求她保佑母

亲早日安康。他的一片孝心感动了娘娘，当天夜里托梦给他送来一根树枝，教

他煎汤给母亲喝。他醒来果然找到树枝，于是按娘娘的话煎了树枝汤，端给母

亲喝了，不久，母亲的病果然一天比一天好了。于是，他把煎过药汤的树枝插

到村外不远的一个山坡上，很快就发出了绿芽，半年之后竟长出了一棵小树，

从此村上的人病了常来此祈祷，祈求神树的保佑。以后这棵树在人们的心里变

得越来越神圣，并被称为神树，此地也被称之为“神树岭”。 

堆金台 

在神树岭东侧有一不太高的土台地，形状很像用石块垒起的高台，人称“堆

金台”。 



说不上是哪个朝代，在东村的后坡梁上出产一种黄褐色的石头，上面嵌有

亮闪闪的斑点，只要用高温将它熔化，就能炼出金子来，于是采金人纷至沓来。

可转眼半年过去，却没有人能炼出金子。但谁又不愿停止下来，都想再炼炼。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个工匠还真炼出了金子，但只炼出一炉，就再也没有炼出

金子来。但许多人仍不放弃，炼了一年又一年，高高的大山被挖去了多一半，

可金子还是没有炼出多少，只是采金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冶炉的炉火终于停

了下来，炼金人走了，可炼金时清出的矸锅底的废渣竟然堆起一座高高的台地，

远望呈金黄色，就像堆着的金子，于是被当地百姓赋予了“堆金台”的美誉。 

古涧栈道 

在蒲洼乡西北部的大游龙沟西南面有一峭岩，垂直壁立，峭崖的中间，有

一斜向上的崖壁小道，直通峭岩的半腰中，然后钻入峭崖壁间的密林处，据说

这栈道直通游龙沟东侧高崖之上，是当年隗朝水拥兵建造来抵抗鞑寇的，这里

留下的正是当时用于军事的遗迹。那年鞑寇入侵中原，其中有一路人马杀到京西

南的游龙沟南口，但是不敢贸然进沟谷，怕中了埋伏。而率领隗家军保卫家乡的

隗朝水就是巧妙利用游龙沟两侧山势，把兵力部署在沟谷的两侧，只要鞑寇一进

入谷地，隗家军便会从两侧杀下，就能大败敌军。但谷地两侧均为陡立峭壁，即

使埋伏下人马，也无法趁机杀下山来。于是隗朝水先选精了几十名体格健壮的年

轻人在山腰处凿出了栈道，不到半年栈道就修好了，因地势而建，能攻能守。不

久，鞑寇再次进犯，隗朝水率领隗家军利用栈道，在山谷里巧妙地大败鞑寇，保

卫了家园。此后这些古栈道被一直保存下来，成为大游龙沟里的一处景观。 

纱帽坨 

芦子水村东南山上有一座酷似宋代官员乌纱帽的山峰，俗称纱帽坨，传说

它与芦子水村的建村有关。据传当时村中隗姓族人，认定这“纱帽坨”能为隗姓带

来好运，比如说官运、财运、佛运等，所以在村中的很多建筑建造都与“纱帽坨”

有着渊源，如村子街道，大佛寺的朝向等都和“纱帽坨”成一直线。还有一种说法，

芦子水村中隗氏旺族历朝都有在朝廷中当大官的，在明代隗氏有人官做到兵部。

因此村中乡民都说这是村子的走向与“纱帽坨”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上述的原

由，再加上人为的一代代的传袭。直对“纱帽坨”的村子芦子水便成了官运的理由

和象征。 

马踏岭 

马踏岭也称大小马踏，在鱼斗泉村西南面的群山之中，是两处山峰顶部平

坦的天然草场，传说古时候曾在这里设置过养马场，故此得名。 



远在唐代，北方占山为寇的刘黑达到处招兵买马，以此壮大自己的实力。

为了养马和驯马，他在蒲洼北面的山上，设置了一个养马场，把从各地买来的

大小马匹弄到这里驯养。他命手下的人将大马和小马分开驯养，把小马留在东

面的山顶草场驯养，把大马送到西面坡顶草场驯养。但见上千匹战马在这山上

时而奔跑，时而嘶鸣，场面很是壮观，草场上到处是马踏的痕迹。日子一长，

人们就把那军马踏过的两个山坡，叫成了“大马踏岭”和“小马踏岭”，简称“大马踏”

和“小马踏”，合称“大小马踏”，也称“马踏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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