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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螺崄 

赵润东 

 

 

红螺崄，旧名幽岚山，又叫宝金山，位于京郊房山城西南四十里的黄山店域内。多年来，人们很少知道

京西还有这么一处旅游胜地。据《帝京景物略》记：“上方山之崄僻，未险僻也。东去三十里，有红螺崄焉”。

崄者，即指关隘，山路危险，行走艰难，不易通过之所在。所谓红螺崄，传说当年在上崄红螺洞中曾有红螺

出现，且释放光芒，故名。 

红螺崄，群山环抱，东临巍峨嶙峋的黄岩山，西倚风景秀丽的上方山、涞沥水，沟谷纵横，悬岩险峻。

居其中，“山间苦喧，耳不给聒”，缘其行，“山路苦陡，趾不给错。”《房山县志》上记：“红螺崄，山势歧山麦山曾

突兀，诸峰罗列，如剑如戟，北自蔡树庵，南至对子鞍，皆其脉也。无东南支出之山，其西北分布甚广，然

地僻人少无著者。”其间，殿宇层迭，宏伟壮观。黄栌、红枫漫山遍野，古松古柏参天蔽日，因其峰险景奇，

幽雅静僻，且有寺、观，历史悠久，故被世人称为房山八景之一——红螺三崄。 

红螺崄分上、中、下三崄。顺着宝金山的出口向里走，或踏河床卵石，或攀山腰羊肠小径，披荆棘、越

险境，约七、八里，旧时所筑砖石路基便隐约可见。继而攀登，有古藤缠绕，荫翳蔽日，酷似天棚。不远处，

两峰之间有地平坦，尚存殿宇残垣，旁有水井，周围榆、槐、柿树生长繁茂。此处坡度较缓，行走也较方便。

据《房山县志》载：“循九龙峪，度八达岭，入桃叶口为下崄。”此处盖为下崄。 

沿山阴小径继续登攀，且陡且险。曲折蜿蜒，或山腰，或峭壁，有砖石台阶，山石有凿刻痕迹，因年深

日久，人迹罕至，故尔苔痕累累。约上千米左右，半山腰凸出悬崖，上有石碑和殿宇遗迹，远观其景，犹如

悬空寺，十分壮观。此即为红螺中崄。 

据中崄碑文记载，此处有极乐寺，登上中崄俯视四周，“苍然一色诸峰难陈，琐细莫辨”。“此山可望而

不可登。此寺可仰而不可近”。极乐寺由释伽弟子“每每募化重修”。明朝万历年间内监总理张公祯因公差路

过这里，捐资修复。极乐寺左侧有竹林，牡丹园，有石碾，磁陶残片，可以见想当年香火之盛。 

从中崄再上半里路，左面有松棚庵，再右是观音洞，“曲而客坐，深而朗朗，如是者上崄”，此处“意渐

弛，僧渐拓其宇，峰蹙者渐列，面面见其巧，然势仍仄逼。直上视，莫及列峰之顶”。(《帝京景物略》)。

清人佟有年作《红螺崄》诗曰：“奇险天开列九岚，幽人随意结禅龛。几番径绝烟云路，每夜龙归风雨潭。

千人石梯悬上界，一枝松影盖茅庵，山僧尽日无他事，野鹿闲游一样憨。” 

综观红螺崄，景致奇巧。到这里观光探奇，的确别有一番情趣。 

 

附： 
重修极乐寺碑 

 

夫人寓形寰区所为记载垂不朽者必曰记顾州有□忠贞记者有以勋庸记者旗常□□非不赫然耀耳目然昭昭

之表见终不若冥冥之功德足以培善果种福缘 

然峨就相错如绣盖京西一胜望也中山有极乐名寺者登险而谒则俯视四极苍然一色诸峰难陈琐细莫辨危

哉高平脱非设诚振志谒尔虔恭则此山可望而不可登此寺可仰而不近耳第寺惟建立年久倾圮敝坏释伽子辈每

每慕化重修无与见相作福音万历癸已岁内监总理张公祯因公差近此素慕复萌□□上之无参礼极备见其毁谢坍

然□良久而改容回即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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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内官监印务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公城同捐捧金抡材料工殚厥擘画不逾年而落

成但见圣容饬整昭其象也殿阁壮丽盛其宫也门垣恢扩大其规也钟鼓声喧经教大播日霭香烟于八极朝颂 

皇恩千万年庙貌□新华峰增重苦海大渡以慈航善行阴施干极此险此寺亘万古不磨而公之功德自默受无穷

之极然则公固梦幻世尘超然障外者以故设施如此况其忠贞勋庸别有所镂记以垂不朽哉兹举有乐善捐出己资

共成厥美者威书旁石是寺也住持僧广通由任丘县□惠寺出家此僧慕有成劳义得并书且以劝后之续住持者日记 

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徽歙程金撰 

万历二十二年岁次甲午五月望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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