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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头寨又叫般洲山。位于房山区大石窝镇古刹云居寺东南侧一里许。该山

四周山势斗绝，山顶平坦。东南北三面悬崖千仞。唯西侧有条崎岖山路可攀援

而上。因山势险要，又处南北相控、山地与平川交界处，属咽喉之地，自古是

兵家和盗匪必争之地。 

据民国十七年《房山县志》载：“山上有井有碑，”其井深看不见底，井口直径

一米有余。干旱时也从不断水。其碑立于井的前侧，高约 1.5 米，宽约 0.4 米，

厚约 0.07 米，为青石质。碑阳阴刻：“明崇祯年间北郑村廪生张汝器因闯贼之乱，

□□联络涿房两县五十余村（人）筑寨于此”。井和碑解放前约有附近村民见过，

现已无存。 

山顶周围的豁口处还有少量城墙遗址。墙基宽约 2 米，用当地青片石所垒。

山城寨为当时的防御设施，十分坚固。 

《房山县志》还记载鳌头寨“群盗未平时，盘结其中，不时窃发按（案）。”

据当地老人讲，当年窦尔敦曾在此寨安营扎寨，占山为王，当地官府组织兵力

几攻不破。窦尔敦为清代河间府人，是当时危害一方的大盗匪，他长期驻扎寨

上，不时率部下山骚扰官府，抢劫富商。在清末民初这一带民间广泛流传的“黄

三太镖打窦尔敦”等故事，以及“盗御马”的戏曲，几乎家喻户晓。 

据县志记载，鳌头寨“三角城在北，关上城在中，般洲山寨在南，皆大山前

后形胜之地。”三角城系大房山的西北霞云岭境内王家台村西侧，东西北三面山峰

鼎立，唯东南端较缓可攀，山顶平坦四周有城墙遗址。由此下山经霞云岭至佛

子庄，往南过安子岭，可直达到张坊镇西北端二十里处的东关上古城。东关上

古城建在两高山峡谷之上，是可控南北山路要隘。出东关上古城往东行，十余

华里即达黑牛水，向东爬过山梁即是云居寺，寺的东南侧即是鳌头寨。旧志称

这三处古迹为唐末遗址。据清咸丰八年《房山志料》载：“三角城、关上城在东（实

为西北），般洲山在南皆大山前后形胜之地……乃刘仁恭山后八军也（屯兵之处）” 

刘仁恭何许人？他为唐代末年卢龙第度使（今河北献县人）曾在大安山西

侧的西苑建筑“大安馆”，选燕美女充其中，又与道士炼丹药，用泥土铸钱币，后

被其后刘守光囚禁。 

刘为了军事上的需要曾以大安山为中心，向山外修筑不少交通要道。如出

红煤厂顺大石河而下至坨里；顺班各庄山谷南行，经南窖、蔡树庵翻越大南岭

到黄山店；再由山谷向西南行可直达山涧雄关东关上城；从东关上古城翻越黑

牛水又达鳌头寨。 



关于“刘仁恭山后八军”问题，杨亦武先生著的《房山文物研究》中作了较详

细的论述。书中所述“卢龙即幽州”山谷，即指幽州西北部山区，卢龙所属的有四

个州，即：妫、檀、新、武四州，统称山谷。妫州，即今河北怀来、北京延庆

一部分；檀州，即今密云及怀柔一部分；新州，即今涿鹿以北宣化境内。足见‘山

谷’并非大房山谷。刘仁恭所统的八军以防契丹人入侵。八军布防在妫、檀、新、

武四州统称“山后劲旅”。鳌头寨、东关上城及三角城三古址虽非山后八军屯兵遗

址，但也是刘仁恭镇守幽州西南的要隘。鳌头寨是其通向平原的咽喉，是出山

进山的隘口，必派兵把守。解放初上山砍柴人曾拾到一些铁铸箭头，被有关部

门鉴定为唐代产物，便是一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