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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湖镇北部有两个村庄分别叫南四位和北四位。有人说是因为刺猬河而

得名。但是当地村民说，我们村从来没有叫过南刺猬，北刺猬。再说“四位”与

“刺猬”，风马牛不相及，简直是挨不上边呀！今天的刺猬河算是良乡新城的一

道景观河，波光粼粼，微风送爽；荷叶田田，草绿花香，白鹅戏水，岸柳成行，

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然而，刺猬河这个名称却是个历史的误读。 

这条河最早的名称是富禄水，生成于何时，已经不可考，但是在距今 1500

多年的《水经注》中已经记载 。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所著的《水

经注》中介绍说：“广阳水出小广阳西山，东流经广阳故城北，又东富录水注焉。

乱流至阳乡右注圣水”。据房山区水务局的专家称，古富录水即今天的刺猬河。

广阳水即小清河，而广阳水最终汇入圣水，圣水指大石河琉璃河段。 

据《良乡县志》记载：“茨尾河发源于宛平佛儿门沟。”《房山区志》说，刺

猬河发源于门头沟区赵家台村，自崇各庄向饮马井入境。这两个发源地都对，它

有两个支流。 

唐代后期自辽金，北京地区称为幽州。“福录水”改称为盐沟水。所谓盐沟

城指的是现在的良乡。《五代史•辽附录》记载了今日良乡城建立的始末：“自唐

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辽因得出陷平、营。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绝，转

饷常以兵护送。辽多伏兵于盐沟以击夺之。庄宗末，赵德钧镇幽州，于盐沟置良

乡县......”这是正史上首次提到盐沟，并明确说明在盐沟附近筑城，即良乡城。

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在盐沟筑城，即今天的良乡城。但古时良乡县的县治位于

今窦店西土城。赵德钧筑城后，良乡县址才由窦店迁移至盐沟以东。良乡以“此

地人、物俱良”而得名，自古为商贾云集之地，也是北京陆路交通的最重要门户，

有“京师南大门”之称。“盐沟雪浪”曾经是辽金时期良乡八景之一 ，当时良乡

西门外的盐沟水量大，水流很急。每逢冬雪之后，盐河沟内形成一起一伏的雪浪。

远望银装素裹，红日高照下，层层雪浪闪着银光道道，景色十分迷人。 

明朝蒋一揆所著《长安客话》介绍良乡时叙述：“良乡亦称盐川，因境内有

盐沟故也。盐沟即阎沟。”《日下旧闻考•房山》中介绍良乡附近的河流：良乡界

由境外发源者曰拒马河，曰大石河，曰哑叭河，曰顺水河。其顺水河自宛平太仓

岭马蹄泉入房山境北归良乡界。这时候称“刺猬河”为顺水，还没有“刺猬”的

名称出现。那么，为什么把这条河称为刺猬河呢？这条河的两岸，既没有刺猬经

常出没，也没有与刺猬相关的典故与传说。与“刺猬”二字谐音的名称最早出现

在清康熙年间。清康熙三年(公元 1664 年)《房山县志》载有 179 个村名，其中



“次尾”即今天的北四位村与南四位村，当年还属于一个村。旧志书及其他地理

文献中将盐沟河改称茨尾河。《顺天府志》载：“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十日，

茨尾河大涨，良乡西门外堤溃，水入城。”可见清朝末年还称为茨尾河而没有称

作刺猬河。民国十三年的《良乡县志  卷一 舆地 山川》中提到了这条河：茨尾

河，发源于宛平县佛门沟，出房山县南入境。至固村石桥南......至石羊村东入牤

牛河。民国十六年的《房山县志》中记载的村名是“南四位村、北四位村”。说

明到了 1927 年仍然没有见到“刺猬河”的称呼。联系到许多村名地名的误读误

写，讹传，演绎，可以判断，刺猬河是历史的误读。难怪村中的老人们说，从来

没有听老辈子的人说过，这条河与刺猬有什么关系。 

从什么时候开始称谓刺猬河呢？1999 年出版的《房山区志》称这条河为刺

猬河，这显然不是初始。查阅上个世纪 50 年代修建崇各庄水库的文件，就已经

称呼刺猬河了。综合诸多房山的志书及历史地理文献，可以判断，把茨尾河改称

“刺猬河”，不过是近百年的误读，甚至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为什么把“茨尾河”

称为“刺猬河”呢？茨尾是什么意思？ 

康熙字典解释如下：【申集上】【艸字部】 茨；  【唐韻】疾資切。【說文】

以茅蓋屋。【釋名】茨，次也，次草爲之也。【周禮•夏官•圉師】茨牆則剪闔。【莊

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 又【詩•鄘風】牆有茨。【註】

蒺藜也。【爾雅•釋草】茨，蒺藜。【註】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又

【酉陽雜俎】沙州，飼馬以茨、萁。【詩•小雅】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这么咬文嚼字，诘屈聱牙，不好理解。文字学的专家将其通俗解释为：茨尾

是一种草，可以代替茅草覆盖在屋顶。另一说为蒺藜，可以喂马。水利专家认为，

当时称其为茨尾河是因为河两岸生长了许多茨尾草，今天刺猬河上游的许多平

原山岗还是生长着许多长茎茅草，即茨尾草，也有很多蒺藜。 因为“茨尾”二

字比较生僻，古汉语造诣不深的人多不解其意，而“刺猬”是常见的动物，又与

茨尾谐音，久而久之，误读讹传，致使今天许多人不知道这条河的真名实姓。 

茨尾河名称的变化，让我想起了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谆谆教诲：“地

名，承载着特定地域空间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地名的命名与变化，必须要尊重

历史，尊重民意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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