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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潭小记 

张玉泉 

 

 

沿着弯弯曲曲的大石河北上，便发现河水逐渐增大，到东班各庄乡的黑龙关村下，大石河向右拐了个九

十度的弯儿。便出现一个清幽幽的大水潭，这便是有名的黑龙潭。 

据《房山县志》记载：“黑龙潭，县西北五十里，左右皆山，下临绝涧，山上有关城遗址……深不可测。”

可见黑龙潭潭深水量充足，据当地村民讲至大旱之年也未曾断过水，是大石河的源头之一。 

这里山水环抱，山青水秀，潭的南侧是一片狭长的树林草场，常有村民在这里放牧牛羊，水里有鸭群游

荡。自元朝以来这里就成了一处著名的风景胜地。明代曾有诗人赞美过它，把这秀丽的风光比做浙江的天姥

山，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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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云袅袅黑龙湾，瑶草丹崖不可攀。 

越客漫夸天姥胜，渔阳还有大房山。 

潭的西北一侧山崖上尚存一段古关城墙旧址，它建于唐朝末年。据有关史料记载：唐朝末年的节度使刘仁

恭反叛朝廷，另立皇位，在大安山建立皇宫，又在这里建立城墙和烽火台，这里是军事要地，进能攻，退能守。 

潭的北侧是险峻的悬崖峭壁。崖下一块平坦台子上修了一座龙王庙。据县志记载：“龙王庙各乡多有之，

惟黑龙潭之庙为最著。”潭水从庙前流过。从对岸公路眺望恰似碧绿的潭水里浮出的酽红的仙阁。这座龙王

庙与其它各地庙宇不同，是三合院，靠山崖的为三间正庙，坐北朝南，现只存有房基。东西配殿各一间，主

体尚完好无损。院内有四棵侧柏，枝干挺拔，郁郁葱葱，站到院内密不见天日，紫红的建筑衬托在一片丛绿

中，给这里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西配殿后的小山岗上还有座塔坟，高约三米，砖瓦结构，不知建于何时。 

黑龙潭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求龙神焚香朝拜祈雨的处所，是“邑人祷雨处”。据涿州志记载：“元至正中，

京师大旱，遗留守都事萨里默色祷之大雨沾足。明宣宗实录曰：宣德十年五月，天久旱不雨，房山民言县北

七十里有龙潭。历宋元明以来祷雨辄应。上命遣官祭之……”可见每年一遇天旱不雨，不仅仅是这一带的村

民从四面八方聚拢这里向龙神祈雨，而且朝廷和当地的官府也“遣官祭之”。常常使龙潭上空烟雾缭绕，热

闹非凡。 

这里还流传着许多龙神降雨的神话，以及许多美丽的传说。元至正十年建有碑记记载“范阳芦文进，少

从军，身长八尺，姿貌美妙，名振燕蓟，与庄宗屡战获胜，一夕忽败，夜走马坠涧中，才及水一跃而出。明

日视之乃邵之黑龙潭，绝岸高险，深不可测，文进知有神助己，气复振……” 

传说中的黑龙潭更是神乎其神，“世传有黑龙君居之”(《日下旧闻考》)。据传很久以前这里本无水，

也无庙。后来有人发现一只黑羊与一只白羊在滩里顶头，顶了很久，黑羊抵顶不过，便一头扎进山里，接着

就冒出一股黑水来，积成深潭，人们才发现这是一条黑龙钻成的潭，管这里叫黑龙潭。 

那么龙王庙又是怎么建的呢？相传黑龙潭附近的村庄有个叫赵员外的，他雇一个英俊的青年种地。这年

大旱，赵员外让他担水浇地，第二天一早，赵员外发现他家数百亩地全是湿漉漉的。员外发现这青年实干苦

干又心灵手巧，便决定把自己聪明伶俐的女儿许配给他。等接亲那天忽然电闪雷鸣，员外让女儿上房收拾晾

晒的粮食，她一下掉下来摔死了。死前她对父母说：“女儿跟他走了。”不久赵员外夫妇同时做梦到黑龙潭见

到女儿。对他们说：“我们虽已成婚但无房住，请父母建一所。”于是赵员外请人在潭边山崖下的台子上建了

这座龙王庙。此后每逢久旱不雨，乡亲们便请赵员外到庙前祷告求雨，不出三天便会下场透雨，所以当地流

传着“要把田灌溉，去请赵员外”的顺口溜。 

这些美丽的传说，虽无从考证，但是它做为民间故事、口头文学，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给黑龙潭增加了

诱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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