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润东 

石楼镇位于房山区中部，东与窦店镇相连，南接琉璃河镇、韩村河镇接壤，西连周口店

镇，北与燕房卫星城毗邻。据《房山县志》记载：石楼村初民为山西石楼县移民，因怀念故

土，遂以石楼为村名。因镇政府驻地在石楼，故名石楼镇。 

全镇地处平原，地形平坦。东西最大距离 10.4 千米，南北最大距离 8.7 千米，总面积

42.3 平方公里，下辖 12 个行政村、1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013 年末，辖区户籍总人口 30205

人，除多数为汉族外，有满、回、蒙、壮、朝鲜、仡佬、白、土家族等 10 余个少数民族。 

1916 年，为房山县二区。1954 年，为房山县石楼乡。1958 年，属周口店区。1960 年，

属房山县。1961 年，设石楼人民公社。1983 年，撤人民公社设石楼乡。1986 年，属房山

区。1989 年，撤乡设石楼镇。 

石楼域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名人轶事。如有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胞妹窦建娥

二次回马的二站，有唐代诗人贾岛墓和规模壮观的贾岛祠，有明代驸马杨梅庄田和襄姓驸马

庄田，由此形成杨驸马庄和襄驸马庄，有清康熙年间县令请匾立坊旌表的双孝村。1939 年，

侵华日军在天主教堂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二站惨案”。 

二站村的历史由来已久。唐代成村以前，这里是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屯军的地方。

相传当年窦建德和妹妹窦建娥分别率军驻扎在汉良乡故城（今窦店西之古城）和西乡故城（今

长沟东古城），兄妹俩约定，遇到紧急情况以狼烟为号，相互救援。一次，窦建德为试探妹

妹警备情况，于是下令于四个墩台点起狼烟。窦建娥见状，立即带领兵马，火速前往救援。

当她行至今二站村处，得知真情，便领兵回营。后来，窦建德真的遇见敌情，立即下令点燃

狼烟示警，而窦建娥误以为哥哥又在谎报军情，因此按兵不动。后来见狼烟不止，才出兵救

援。但是，当窦建娥的兵马行至二站处时，窦建德的城池已经失守，于是回马入营。因为窦

建娥二次到此回马，所以人们称此地为二站村。 

在二站村南，坐落了一处古朴壮观又十分庄严的院落，即贾岛墓和贾公祠。贾公祠内立

有二通清代石碑：一为贾岛祀地碑，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立；一为重建贾公祠碑，嘉

庆二十三年（1818 年）立。 

谈起贾岛，人们自然会想起这位唐代大诗人，同时又以贾岛出自本地为骄傲和自豪。然

而，深究贾岛的行游以及故居，了解的人就少了。贾岛，字浪仙，范阳（今北京房山区）人，

生于唐代宗李豫大历十四年（779 年），早年在大次洛村云盖寺出家，号无本，曾在周口店

镇长沟峪（贾岛峪）苦吟。他在诗坛上以刻意苦吟、注重词句锤炼、追求完美著称，被世人

称之为“苦吟诗人”。贾岛的诗作多以描述自然景物与闲居情致。诗风清淡朴素，在晚唐形成



流派，影响颇大。他曾作诗自注“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见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

境界是何等的痴迷。他一生作诗颇多，著有《长江集》10 卷、《小集》3 卷。《全唐诗》收

录其诗作 405 首。 

贾岛为僧时，遍游古刹，钟情于与高僧名人谈诗论法。一天，贾岛去找老道下棋，走到

大松树下正遇老道的书童背着一捆山柴歇息。贾岛问书童师父哪去啦，书童回答：“上山采药

去了。”贾岛又问：“上哪采药去了？”书童看看周围的山峰，回答说：“这么大的山、这么大的雾，

我哪知道师父去哪采药啊！”贾岛听完书童的回答，再环视一下四周，顿时来了灵感，随即吟

诗道：“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此后，这首《寻隐者不遇》诗

便流传下来，而这棵松树也由此命名为贾岛松。 

唐元和五年（810 年）冬，贾岛来到长安，拜见张籍。次年春，贾岛准备到京师赴考。

就在他准备到京师赴考的前夜，也是他最后一次，到长沟镇北甘池胜泉寺向好友隐士李凝辞

行。当时，他触景生情，诗情大发，即兴吟诵五言诗《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如

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过桥会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诗中寄托了他对故友依恋不舍的友情，表明离去是暂时的，不久将再次相聚。腹稿草就，告

别好友，他次日便匆匆赶往京师赴考。 

贾岛苦吟诗句到了痴

迷的程度，尤其对“鸟宿池

边树，僧推月下门”更是绞

尽脑汁，反复斟酌推敲，到

底是“推”好还是“敲”。好。南

宋时期胡仔著《笤溪渔隐丛

话前集》卷十九引《刘公嘉

话》上记载：“贾岛初赴举京

师，一日于驴上的句云‘鸟

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

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

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

时时引手做推敲之势。” 

贾岛之所以举棋不定，是因为对推敲二字有深刻的理解。若用“推”字，表明突访的故友

是莫逆之交，可以推心置腹，不拘小节。而用“敲”字，可以反衬出夜晚的寂静，更显得生动

形象。由此推敲，全然不知眼前的景象，以致冲撞了在京师巡视的京兆尹韩愈。韩愈立马良

久，问清情况，对贾岛说“作‘敲’佳矣”。于是，“推敲”的故事便传为佳话。由此，贾岛始谒韩愈，

深得赏识，并成为好朋友。后在韩愈劝说下还俗，时年三十二岁。 

贾岛多次赴考，但屡举进士不第。文宗时，因遭诽谤，即在他六十岁时被贬长江（今四

川蓬溪）。开成五年（840 年），六十三岁的他又迁至普州司仓参军。据唐人苏绛《唐故司仓

参军贾公墓铭》记载，贾岛于唐武宗李炎会昌三年（843 年）卒于任所，享年 64 岁。第二

年，夫人刘氏按照他的遗嘱，选择四川安岳县扶风乡南岗安葬，而在石楼镇二站村安葬其衣

冠，即贾岛墓。 

贾公祠 



贾岛墓因年久失修，渐入荒没。明代监察御史卢其行至房山，访得贾岛墓，读仆断碑有

据，乃辟地三亩，崇茔植碑。大学士李东阳另书一碑，由房山知县曹俊立于墓址。碑额篆书“唐

贾岛墓”，碑阳题七律诗一首：“百尺桑乾绕帝京，浪仙曾此寄浮生。莽来诗骨青山瘦，望尽荒

原百草平。地无椒浆供庙祀，有人骢马问村名。穹碑四尺标题在，词赋流芳万古情。”康熙三

十五年（1696 年），四川营山人罗在公来房山任知县，在途经二站村时发现贾岛墓，随后将

贾岛墓修缮一新，并筹建贾公祠。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贾公祠在贾岛墓南侧落成。罗

在公为贾公祠撰写了《创建贾公祠记》，并勒碑祠中。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秋，良乡拣

选知县孙锦拜谒贾公祠，见“栋于倾圯，不足以肃观瞻”。次年春，祠内住持道人贾元明、孙元

玉主持重修贾公祠。一年后，由孙锦撰写《重修贾公祠碑记》，立于祠中。 

现在的贾公祠，重建于 2003 年 9 月，2005 年 6 月竣工。贾岛墓和贾岛祠总占地 3618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040 平方米，分东西两区，东区为祠庙区，当中塑有贾岛像及其生平

壁画等。西区为文化区，收藏介绍贾岛生平、图书阅览及举办书画笔会等。 

在石楼镇政府西北部，

有个村叫双孝村，清代成村，

初叫小营，后更名双孝。相

传村中有个孝敬父母的人，

名叫高国栋。因为侍养老母

缺少人手，他便雇人帮忙。

相邻的顾册村有个有个叫

宋启元的人，早年死后留下

妻子王氏，由于家境贫寒，

不得不以身相卖。高国栋将

她买下。王氏临走时恋恋不

舍地哭泣道：“我跟你走是

可以的，只是有一件事使不

得。我家中还有个年迈的婆婆卧病在床，我走了，谁来伺候她老人家啊？”说着，取过菜刀，

割下自己一块腕肉献给婆婆：“做媳妇的没有什么可报答您的，只有这一片肉……”话没说完，

就晕倒在地上。 

高国栋站在跟前，目睹了这个悲惨场面，既同情又感动，他不忍心剥夺王氏的一片孝心，

更不愿破离这婆媳之间的深厚感情，于是就让中人把买王氏的钱送与王氏，并且说：“这点钱

就作为她侍奉婆婆的费用吧。告诉她，别走啦！”说完，独自走了。 

王氏苏醒过来以后，发现高国栋早就无影无踪了。王氏被高国栋的大仁大义深深感动，

之后，每天更加细心照料婆母，其言谈举止，胜过生女。王氏对婆母精心侍候，直至其寿终

正寝，也尽了晚辈孝心。再说高国栋救济了王氏后，王氏一直心存报答。婆母去世后，她便

主动来到高家，帮助高国栋伺候老母。 

有一次，高国栋的老母亲患了重病，四处寻医买药也不见轻。王氏和高国栋实在是束手

无策了。怎样才能尽到子女孝敬老人的责任，报答老人养育之恩呢？王氏与高国栋一合计，

共同割下自身之肉，进奉老母。事也凑巧，老母的病果真好了。这件事在乡间很快传开，人

贾岛墓 



们对此赞叹不已。 

后来，这件事传到县衙，时任房山县令的罗在公深受感动。他把王、高二人赡养老人的

事迹详细奏请朝廷。皇帝下旨，赐予匾额，并树立牌坊，拨付俸禄，以示后人。古人云：羊

有跪奶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人们为了纪念和不忘王、高二人孝敬老人的精神，便把小营村

改名为双孝村。 

石楼镇地处平原，四通八达，由于交通方便，在抗战时期当地村民曾受到日本侵略军的

残酷屠杀。据史料记载，1937 年 9 月 16 日，日军占据房山城，并兵分数路，血洗房山城

附近村庄。一路由乔本带领，进袭山口、良各庄、西庄一带；一路日军直扑窦店、望楚、于

庄、苏村、下坡店；一路日军践踏交道、北柳子、丁各庄、大韩继、南韩继、云峰寺等村。

另一路则进袭西长沟、东良各庄、双磨、坟庄一带。其中，双磨村被杀 10 人，西长沟被杀

8 人。日军进入某村，为满足淫乐，将村中男人集中一起，扒光衣服排好队，令村中女人观

看。另一路奔坨头、支楼、梨园店。日军逢人就戮，刀枪齐下。坨头村被杀 40 余人；支楼

村被刺刀挑死 14 人；双柳树村被枪杀 39 人。过石楼村时，坦克陷入泥塘，日军抓村民 37

人往外牵拽。坦克牵出泥塘，日军则将这 37 人尽数捆绑，并驱赶至一处院落，集体枪杀。

连被零星杀害者在内，石楼村被日军杀死 50 余人。 

1937 年 9 月 17 日，二站村及附近村庄逃难百姓数百人，相继躲入该村天主教堂避难。

女人、儿童躲进地窖，男人则于院内闲散隐蔽。上午，日军闯入教堂，企图强奸避难的妇女。

神父阻拦，被当场枪杀于院后，并被钉在十字架上。下午，天降细雨，大屠杀开始。日军将

110 名男人分三批带到村外西大沟，列队以排枪射杀，未死者则用战刀砍死。除 20 余人在

押至村外途中逃掉外，共计 80 余人遇难，尸横遍地，血腥十里。 

从 1939 年起，日寇为控制我军民抗日，搞强化治安，搞保甲制度，颁发“良民证”，填

写“自首书”等。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对平西根据地搞“铁壁合围”，他们不顾百姓死活，强征

大量民力物力，沿房山和河北省涞水县一带山区与平原交界处，修筑据点、公路，并分段修

筑封锁壕。 

房山地势复杂，部分西部山区为平西抗日根据地。东部平原为日本侵略军占领区，中部

丘陵地带为敌我争夺的游击区。自抗战开始，房山是日本侵略军“扫荡”最多，分割、包围和

封锁最厉害的地方。 

1941 年夏，日本侵略军几乎调集其统治区所有民力，挖房山至涞水的封锁壕。挖壕分

段包干，限期完成，费用由各村摊派。封锁壕北起周口店，南连娄子水村西、黄元井村北，

向西经过北正、蔡家口、北白岱、史各庄到张坊。全长 35 公里，宽 5 米，深 6 米，约挖土

石方 100 万立方米。各村 15 岁以上男丁都被征去挖壕沟。劳力凑不够的村子，把 12 岁小

孩和 70 岁老头驱赶到工地挖土。吉羊村被征去 300 余人，韩村河被征去 200 余人，石楼村

被征去 150 余人，可见动用人工之多。 

凡被征去挖壕者，不准回家。一去少则一个月，多则七八个月。无论寒冬酷暑都要在工

地上，庄稼成熟没人收割，家中的事情无法去做。挖壕时，稍有怠懈，轻则挨骂，重则遭到

毒打。日寇称之为“惠民壕”，百姓叫它毁民壕，直至 1943 年春才完工。之后，日寇在壕沟

沿线每隔三里五里建一岗楼，由日伪军把守。日寇的所谓强化治安，给房山人民造成极大困

难。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人们纷纷起来反抗，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经过八年

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军，赶走了日本鬼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解放战争、土地革

命，中国彻底得到解放，人民从此当家做了主人。 

如今的石楼镇，今非昔比。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石楼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共

交通十分发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经济状况发展良好，社会稳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 

四通八达的石楼镇，交通十分便捷，长周路、房琉路等区级公路穿境而过，距 G4 京石

高速公路 3.2 公里，距 G107 京深高速公路 3.5 公里。镇内有石楼火车站，与京广铁路干线

相连。30 路、40 路客运车直达城关街道，42 路、46 路客运车直达良乡。石楼通信发达，

有 12000 门程控电话分局可通过光纤电缆与国内外直拨电话，与国际互联网接通。有 11 万

伏输变电站 1 座、天然气加压站 1 座，为投资兴业提供可靠的电力能源支持。 

镇域内水源充足，水质良好。大石河、周口店河、马刨泉河 3 条河流在境内蜿蜒穿绕。本

地区属季风性气候，2013 年降水量 467.5 毫米，平均气温 11.9℃，平均相对湿度为 62%。 

2013 年，石楼镇全面贯彻落实“一区一城”新房山建设总目标，以大力实施平原造林工

程为依托，努力在建设房山现代生态休闲新城上下功夫，确定了京南“绿宝石”的绿色生态发

展新思路，各项工作开展顺利，基础设施项目有力推进，圆满完成了京石二通道征地拆迁工

作和房窑路、顾郑路大修工程，顺利推进了房琉路二期，全镇路网结构得到了极大优化和提

升。全镇平原造林工程顺利开展，完成造林面积 16532 亩，占全区造林总任务的 1/3，为石

楼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完成抗震节能保温户数 392 户，解决了老百姓住

宅安全问题。以设施农业建设为依托，大力推进了草莓种植、花卉繁育、食用菌标准化基地

建设，全镇农业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全镇现有 2 所中学，4 所完全小学，1 所中心园，2 所分园，1 所民办园，1 所成人学

校。其中，中学有教职工 111 人，小学有教职工 126 人；幼儿园有教职工 48 人。乡镇中心

卫生院 1 所，卫生技术人员 65 人，病床 20 张。社区卫生服务站 9 个，医疗人员 56 人，医

疗保障网络辐射全镇。有公共图书室 14 个，建筑面积 560 平方米，藏书 2 万余册。有文化

艺术团体 15 个，演职人员 500 余人。有文化活动室 13 个，文化健身广场 27 个，健身园 2

个。其中，文化广场占地面积 25000 余平方米。 

2013 年，全镇农村营业收入 180455.6 万元，利润总额 2728.8 万元，人均劳动所得

6295.4 元。粮食播种面积 23973 亩，亩产 422.03 千克，总产量 10117.3 吨，蔬菜播种面

积 6796 亩，总产量 20942.5 吨，干鲜果品 0.1 吨。2013 年，造林面积 1102 公顷，四旁

植树 3110 株，育苗面积 13.2 公顷。农机总动力 13759 千瓦。生猪出栏 49653 头，存栏

35131 头；羊出栏 2954 只，存栏 4376 只，肉鸡出栏 5.92 万只，存栏 4.81 万只，鲜鸡

产量 307.2 吨，肉类总产 749.7 吨。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11737.0 万元，工业总产值实现 969582.3 万元，主营业收入

958901.5 万元，利润总额 279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