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角城 

侯敬德 

三角城是房山区霞云岭乡境内的一座名山。这座山四周悬崖峭壁如切如削,山势险峻凌

厉,山形挺拔壮观,不但自古以来为世人所仰慕角城海拔高度千米有余,整座山峰呈三角形状,

分为东南、西南和而且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西北三峰。其中只有东南峰侧,辟出一条崎岖的

羊肠小径,蜿蜒盘旋,一直通向山顶。山顶上,土质肥沃,芳草萋萋,绿树成荫,面积约有三四百

据《房山县志》记载:“三角城一名三角山,又名三角城,其脉东沿北亩,是罕见的山顶“小平

原”。 

直河至石堡而尽,延长五十余里,与本县境内的大安山、大房山、大游龙山和西占山(又

名盘岭山)并列齐名,亦五大名山之一也。”《房山县志》上还说:“三角山在县西一百四十里,

其脉自百花山东行入界,经司马台再至庄户台北,王家台西。此山山高顶平,三峰鼎力。上有

石城遗址。唯东南一峰可上三角山上的“石城”,经过多方考证,可以确认为一千三百多年前

由“占山王”刘武州(人称刘黑塔)率部下土卒所建。那时,刘武州为反抗当朝统治,网罗兵勇,

啸聚山林,屯兵于三角山。从那时开始,三角山又有了三角城”之称关于刘武州打出旗号,反叛

朝廷,并据三角城之险向唐秦王李世民讨封”一事,在不少书刊、评话中都有提及。尤其是在

霞云岭乡和门头沟区的东南山区,更是流传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 

据传说,刘武州是农家子弟,家道颇为富足。只是他自幼不喜欢读书,专一好武,终日里耍

枪弄棍。他父亲见状,打消了让儿子科举做官光宗耀祖的念头,请来名师严加指点。由于他

勤学苦练,倒也练出了一身好武艺。 

但刘武州原是河北省人,祖居河间景城(在今交河县东北),后来由于家境败落,迁往山西,

定居马邑(今朔县一带)。刘武州人到中年以后,经村里举荐,并经过比武考试,在郡守衙门做

了一个管带二三百人的小官(校尉)。后来由于他的爱女被朝廷命官侮辱而自尽,郡守对他的

诉状不但置之不理,还对他恶语相斥,撤了他的职,并以反叛的罪名将他速捕入狱。刘武州忍

无可忍,借放风之机,杀死了看守他的狱卒,越狱逃出,直奔郡衙,把郡守及其属下的贪官污吏

一个个宰了,公开地反叛了朝廷。从此以后,刘武州在一个名叫刘文静的朋友的帮助下,倾尽

家产,招兵买马,广收四方豪杰壮士,揭竿而起,竖起了斗大的“刘”字大旗。当时人民因不满隋

朝的统治,纷纷起来响应。队伍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大军所到之处,官兵无不望风披靡,很快

就占领了许多州郡。为了长期与朝廷对峙,刘武州自立为王,驻兵于三角山。 

当时,三角山一带方圆百里无人烟,到处是草木荆棘,满眼荒凉。刘武州在三角山扎下营

盘以后,亲自率领众军士披荆斩棘,垦荒种田,并大兴土木,在山顶上建起条石砌的殿堂数十间,

又使人寻找山泉,开凿出眼八角水井,供人畜饮用。从此,刘武州以三角城为中心,把方圆百里

视为自己的辖地。为了确保其辖地不受侵犯,刘武州还在今班各庄乡黑龙关、霞云岭乡四合

村、蒲洼乡鱼斗泉等处设下数道关口,指派亲信人率兵据守。他与各守关将士约定:但有外

敌来犯,如若不敌,务于高山 上举狼烟为号,以便各处守军发兵联合御敌。 



刘武州自立为王,盘踞三角城,手下有士卒四五万、战将数千员己才过不惑之年,真可谓

踌躇满志、雄心勃勃。他曾手握宝剑,挺立三角城悬崖之巅,面对群山昂首高歌 

南大坨,一座城, 

柏树岭儿一条龙; 

眼前不断长流水, 

祖祖輩辈坐朝廷。 

试雪 

这几句歌词,至今尚在庄户台一带的民众口中流传。平时,刘武州最喜欢端坐在殿堂门

前的石桌旁,一边大碗饮酒,大块吃肉,一边看将校们率兵勇在大殿前操场上演练。有时看得

兴起,他常常步入操场,随便从军校手中抄起一件兵器,摆开架势舞将起来,为军校们示范刘武

州所招募的兵勇都是农家子弟,在操练之余,还积极垦荒种田屯粮自养。有一年,三角城的几

百亩地都种上了红高粱,待到金秋九月高粱成熟季节,伴随着阵阵山风,红涛翻滚起伏,有如天

边的红霞,在北京城头就可以看见。于是,被农民起义吓破了胆的郡守大惊失色,派飞骑驰往

山西太原,急报李世民。急报上写:“三角城一带红旗飞舞,赤色漫天。叛民草寇啸聚山林,图

谋不轨。请速发重兵,及早进剿,以防患于星火未燃之时,灭敌于羽翼未丰之际。 

这时的李世民,年不满二十,已名扬天下,不久前收瓦岗、平洛阳,正是少年得志,不可一

世之时。他的耳朵里,听的是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词;他的眼里,看的是歌舞升平、国泰民

安之治;他的心里,正在策划着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灭弟,以谋皇位;他的志向,是要集万里

山河于统,金口玉言,万民伏首。所以,他一看到刘武州占山为王的急报后,不由得怒发冲冠,

即刻决定亲率将士,前往征讨,务必于数日之内荡平草寇以警不轨之人。 

李世民稍事准备,从各地调集大军七万余人,号称十万,浩浩荡荡向三角城进发。一路上

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迅速地向房山压来。刘武州委派在黑龙关、四合村两处的把关将领,闻

知李世民亲率大军征讨,不战而降,拱手献关。李世民乘胜前进,不几日就把三角城围了个水

泄不通。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局势,刘武州并不惊慌。他一面大骂黑龙关、四合村

的叛将,一面客观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扬长避短,以逸待劳,采取“据险固守,不战不降”的

策略,与李世民大军对抗。当时,三角城上兵精粮足,士气高涨。东南峰侧唯一可上城的狭窄

小是“一夫当关,万夫难开”的天险,上面备有大量的滚木礌石,有数百名军士日夜守护。因此,

尽管李世民重兵围城,可刘武州却高枕无忧,依然终日饮酒作乐,根本没把李世民的数万大军

看在眼里。 

李世民自恃兵多将广,下令从东南峰侧佯攻数次,但都遭到了山头上滚木础石的击打,每

次折损兵将数百人之多,始终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连日来,李世民曾多次策马环城,勘察地势,

寻求破城之计,但终无一得。他深深感到自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三角城四面绝壁,高

近百米,欲想攀附登城,显然不可能。而唯一可以上城的小路,又崎岖坎坷,宽不盈尺,头顶上

就是滚木礌石,兵马虽然众多,也无法突破。李世民无计可施只好按兵不动。存一丝“久困而

竭,不攻自降”的奢想。晃半月有余,城上的刘武州仍然毫无投降迹象,而兵勇的嬉笑怒骂之声



却有增无减。再过几天,李世民的几万人马就要供不上粮草了。到了此时,李世民真是欲攻

不能,欲罢不忍。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好放下架子,派人与刘武州议和。刘武州乘机提出与李

世民割地分据,要求正式封他为王,而且在他的辖地内“万事皆自主”,“听调不听宣”。李世民

为平息这场战事,稳住刘武州,只好忍痛把三角山方圆百里划为刘武州的辖地,并封他为“占山

王”。 

据说刘武州割地称王以后,满腔怒气仍未全消。几年后,他又率兵打出西山,杀人山西省

境内,攻太原,占晋州(今临汾),自称皇帝,定年号“天兴”。不久,刘武州在太原兵败,逃奔突

厥。两年之后,刘武州因不肯寄人篱下,又收集残部逃回旧地三角城。他本想东山再起,继续

占山为王怎奈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况且大势已去,军心散乱,致使刘武州英雄世,最后被反叛

部下杀害。 

刘武州被害后,他的旧部把他埋葬在今霞云岭村东面的西山脚下。此地依山面水,通风

向阳,而且地势平缓,树木葱郁。刘武州的坟墓,是一座人工浆砌的地下石穴。在硕大的拱形

棺室顶上,是用一色的青砖磨缝立叉。坟茔的前边,还有近丈高的石碑数座,上面镌刻着刘武

州的身世履历及生平业绩,以供后人瞻仰纪念。遗憾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修建京原公路时,为

开辟路基,已把坟茔破坏。好几块石碑,不是被埋,就是散失在民间作为他用。目前,不但刘武

州的存棺石穴已经难于找到准确的位置,就是残存的石碑,字迹也已经模但是,刘武州的坟茔

所在地,仍然叫做“石碑”。而霞云岭村的刘姓大糊不清,难以辨认了。户,至今也自认为是刘

武州的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