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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小考 

沈书权 
 

 

1990 年 6 月，天开塔地宫内出土了佛舍利等文物。其中小塔铭文记有 10 余个村庄名称，它对于研

究这些村庄的历史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现就其中三个村名做一考证。 

 

曹章村 
 

曹章，隶属房山区东营乡。在房山区南部、乡境西南部。北距区政府驻地 13．5 公里，东北距乡政

府驻地 3.8 公里，平原村。据《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记载“元以前成村”，说明该村历史悠久。可是

“元以前”是笼统的。从该村现存东汉陶井看，说曹章在东汉时已有村落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陶井很

可能就是当时村民使用过的。但因缺乏文字记载，似有证据不足，然而开天塔地宫内小塔的石函铭文“再

建塔邑人名记”中刻有“曹张村”民众“梁楫”的内容。刻文“曹张村”即应今之曹章村的前身。今之

曹章是“立”早”的章，而刻文曹张是“弓”长”张，音同说明村名未变，是曹章村演变的结果。石函

刻于“大辽乾统九年”。不言而喻，在“大辽乾统九年”就已经有了“曹张村”，“大辽乾统九年”是公

元 1109 年，距今 885 年。就是说，曹章村有准确纪年已经有 885 年的历史。 

 

七贤村 

 

七贤是“东营乡辖村，在房山区南部，挟括河南岸。属平原村。七贤“传为山西七户移民居此，团

结友爱，贤德闻名，被人赞誉为‘七贤’，村名源此”。七贤的村名最早记载，见于 1990 年天开塔地宫

石函的铭文上。铭文“再建塔邑人名记”中有“七贤村：成为贡、刘诠”刻文。石函铭文是“大辽乾统

九年(1109)”所刻，这就证明七贤村在“大辽乾统九年”就已成定名，沿袭至今。 

《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七贤村条，记述为“明初成村”。此次天开塔地宫石函关于七贤村的记载，

把该村已知明初成村又推前 500 余年，成为有千年历史的古老村庄。 

 

 
支楼村 

 

支楼村在房山区南部、石楼镇境西北。据《北京房山区地名志》支楼村条为“明以前成村”，自天

开塔地宫石函发现后，证明此说是正确的。天开塔地宫石函“再建塔邑人名记”中，有“支芦村：张十

分”的刻文。“支芦村”即今支楼村。《北就市房山区地名志》支楼村条记有，“村民来历有二说……；

一说最初的村民是从山西支芦里迁来的，后演变为支楼”；“支芦里”应该是山西某地的一个村名，即搬

迁村民的祖籍。那么“支芦村”和传说中的“支芦里”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又怎么解释“支芦村”就是

今支楼村呢?笔者认为，从山西搬迁来的定居后就要有一个新村名。为使子孙后代不忘祖籍是“支芦里”，

新村名又便于与祖籍“支芦里”相区分，就将“里”字省略，把“支芦”作为新的村名了。如果此推论

成立，传说中的“支芦里”与石函记述的“支芦村”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支芦村”就是今之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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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之说也就顺理成章了。天开塔地宫石函铭文有“支芦村”，说明辽代的支楼村已形成村落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 8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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