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十渡——北京市旅游名镇 

刘文江 

 

    拒马河是华北唯一没有断流的河流，十渡是拒马河上的一颗崔灿

明珠。十渡镇地处北京市房山区西南，总面积 192 平方千米，辖 21

个行政村。十渡镇东邻房山区张坊镇，南、西邻河北省涞水县，西北

接房山区蒲洼乡，北与房山区霞云岭乡接壤，是北京市第一个旅游专

业镇，是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是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 

 

拒马河母亲河 

拒马河是十渡的母亲河。 

拒马河古称“涞水”，又称“拒马”河，也称“巨马”河，两岸

人一般称“大河”。但无论怎样称呼，都反映了一个特点，那就是拒

马河水势很大。据《房山区水利志》载，“1917年千河口（房山区千

河口村与涞水县沈家庵村交界处）最大洪水 14600 立方米每秒”。现

枯水期最小量已经不足 1立方米每秒。 

拒马河是连接京津冀的纽带，是雄安新区的生态源流之一。 

拒马河从河北省涞源县发源，流经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 16

个市区县，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入海，全程 400余公里。郦道元《水经

注》载：“巨马河出代郡广昌县涞山”。涞源县涞山耸立七峰，又名“七

山”。《广昌县志》载：“拒马河源，在县城南半里，出七山下”。拒马

河古称涞水，约在汉时，改称“巨马”。后渐写作“拒马”，相传曾因

拒石勒大军之马南下而得名。 

拒马河源头“一百渡”，位于涞源县白石山。沿途流经涞源县，

在涞源县塔崖驿乡进入易县紫荆关镇，流经易县，在易县南城司乡进

入涞水县龙门乡，流经涞水县，在涞水县三坡镇进入房山区十渡镇，

流经房山区，在房山区张坊镇进入涞水县宋各庄乡，分为北拒马河、

南拒马河。北拒马河历经房山区，在房山区大石窝镇进入涿州市东城

坊镇，流经涿州市，在涿州市码头镇先后与琉璃河、小清河相汇，进

入白沟河，白沟河在涿州市刁窝镇与固安市宫村镇成界河，流经高碑

店市，在东马营镇与南拒马河相汇，与容城县晾马台乡隔河相望。南

拒马河流经涞水县，在涞水县义安镇进入定兴县东落堡乡，流经定兴

县，在定兴县北南蔡乡，与高碑店市、容城县隔河相望，进入高碑店

市东马营镇，与白沟河相汇，分成两支，一是南拒马河流经容城县进

入白洋淀，二是白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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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沟河在容城县晾马台乡进入雄县，为大清河。大清河在容城县

大河镇与雄县朱各庄镇成界河，流经雄县，在雄县张岗乡与文安县史

各庄镇成界河，在文安县新镇与霸州市成界河，在文安县苏桥镇进入

霸州市，在文安县滩里镇与赵王新河相汇进入文安县，大清河在进入

天津市静海县独流镇与子牙河相汇，（建有水闸，洪水袭来时，进入

独流减河入海，）子牙河流经天津市西青区，在红桥区与京杭大运河

（金刚桥）相汇，进入海河，（流经南开、河北、河东、河西、东丽、

津南、滨海新区）流入渤海（海河全长 70公里）。 

古老的拒马河，不但山清水秀，更留下了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其

中两个传说，充分表达了拒马河人民抑恶扬善的传统美德。 

拒马河边有一个相貌奇丑的少年，但他心地善良，热心助人。一

天，少年正在地里锄地。这时，一名美丽的少女被一伙歹人追赶，少

女边跑边呼救命，少年放下锄头，奔到歹人眼前，勇敢地挡住了几名

歹人，歹人依仗人多势众，扑向少年。当歹人看到少年丑陋的容貌后，

以为是何方妖怪，竟然都被吓跑了。少女为报救命之恩欲以身相许，

少年则以容貌丑陋、不愿少女被人嘲笑为由，拒绝了少女的好意。少

女向少年嫣然一笑，走向拒马河边，打了一盆水，请少年弯腰洗脸。

少年疑惑不解，弯腰捧水擦洗脸面洗脸。仅仅洗了几把，少年突然愣

住了，原来脸盆水中，不见了自己丑陋的面容，映出了一个英俊潇洒

的脸庞。少年心生奇怪，以为看花了眼，当用手一摸时，真是自己……

原来，少女是上天派来的仙女，特来考验少年是否象传说中的那样善

良正直。从此，拒马河畔人家生下小孩后，家人都要用拒马河的河水

给婴儿洗脸。 

奔腾的拒马河，凝聚着巍巍太行山、恒山的豪迈，吸纳着华北大

地的勃勃生气，孕育了拒马河八百里风采、八百里灵气，世世代代滋

养着燕赵儿女，孕育了伟大的拒马河文化。 

从拒马河源头河北省涞源到天津市静海县减流河，从北京猿人到

20 世纪的文明社会，人类历史迈出的每一步，都在拒马河畔留下了

鲜明的痕迹。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新洞人遗址，见证了人类

进化的历程。涞源县的拒马源中石器时期遗址、房山区的镇江营遗址

等，见证了拒马河畔新石器中晚期人类生活情境。涞水县庞家河遗址、

房山琉璃河刘李店遗址、涿州市的青冈遗址等，不但连接了拒马河畔

新石器文化到夏商文明的历史发展，还延伸到了战国文化时期。涞源

县的北头先商时期遗址、房山区的琉璃河商周遗址、涿州市王家坟遗

址等，揭示了商周乃至战国时期拒马河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

展的多方面特征。建于明万历元年至三年的明长城，在涞源境内绵延

122.5公里。涞水县大龙门城堡是明长城“内边”上的重要关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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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品立，形势如门，曾是京都通塞外的通道和兵家必争之地，被誉为

“疆域咽喉”之称。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云：“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名于图书者往

往而是”。拒马河从西向东，凝聚了朴实豪放的燕赵民风，沉淀了厚

重的燕赵政治、军事文化，造就了文韬武略、治国安邦的燕赵名家。

帝王刘备、赵匡胤，名将郭槐、张飞、祖狄等名载史册， 祖冲之、

郦道元、贾岛等文人墨客名垂青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艰难探索的中国人指明了发展方向，共产

党人的脚步踏开拒马河岸边的荆棘，红色文化在拒马河流域孕育发展。

共产党人张廷瑞，最早创建了中共涿县特别支部。八路军一一五师独

立团在驿马岭歼灭日军 400余人，是平型关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 3月，晋察冀独立师组建邓华支队挺进平西地区，开创了平

西抗日根据地。 

八百里拒马河，世世代代为燕赵儿女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生活资源。

从拒马河源头到汇聚大海，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

的，拒马河无怨无悔滋养着燕赵大地。 

奔腾的拒马河，穿流于涞源、易县、涞水、房山崇山峻岭之间，

成为穿越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母亲河，把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

涞源白石山拒马源峰林瀑布旅游区、涞水野三坡综合旅游区、十渡岩

溶峡谷综合旅游区链接在一起，成为华北的旅游名胜区。 

历史上的拒马河水流湍急，从一渡行至十渡，20 千米内共有 10

个渡口，十渡由此而得名。十渡的北方喀斯特地貌与拒马河水乳交融，

打造了美丽的十渡。 

 

 

打造首都旅游名镇 

拒马河自西而东蜿蜒流经镇境南部，在十渡境内流程 30余公里，

流经平峪、西石门、东石门、前头港、西河、西庄、十渡、九渡、八

渡、七渡、六渡、西关上等村庄，进入张坊镇的四道岭、穆家口、千

河口、片上、张坊。十渡气候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 11.2度，年平

均降水量 687.5 毫米。拒马河穿境而过，空气相对湿度大，大气质

量优良，空气质量常年属一级标准。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有“天

然氧仓、自然空调”之称。十渡村落主要沿拒马河河谷沟峪分布，以

“青山野渡，百里画廊”而著称，素有“北方小桂林”之美誉，是北

京市最早的旅游专业镇。 

1972 年京原铁路的开通，迅速打开了进出十渡的大门。插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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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的宣传，下放干部的介绍，艺术院校师生的钟情，终于使一幅幅十

渡写生的美术作品陶醉着一个又一个艺术的心灵，一幅幅十渡山水的

摄影作品唤醒了各阶层人士亲近大自然的心田，一条条乘火车游览十

渡山水的信息点燃了游览十渡的欲望…… 

越来越多的北京人，被吸引到了十渡。 

每逢节假日，十渡便成了展示人间世态的舞台。每当旅客列车驶

进十渡火车站的汽笛在山谷中回响，喇叭裤、连衣裙、太阳伞、太阳

镜、录音机……，从火车站的马路、小路，穿过十渡街，穿过古老的

山村，熙熙攘攘，到拒马河边，到六渡，到平峪，到可以嬉戏停留的

每一处风景点，构成了拒马河谷千姿百态的风景线。 

1986 年，为满足游客需求和景区需要，由七渡村开发的第一个

景点——孤山寨开始对游人开放，“一线天”、“石中石”、“千古河床”

等奇特的地质景观展现在游人面前。同年，由房山旅游公司投资兴建

的山光旅社在八渡村拒马河边建成，开始接待游客，提供餐饮住宿服

务，这是十渡景区引进资金所建的第一个宾馆。 

从 1986 年起，十渡镇开始注重招商引资工作，引进资金开发新

的景点、建设宾馆、饭店等基础服务设施，九渡村的万景仙沟等景点

相继开发并接待游客，坐落在八渡村的望佛台山庄、西庄村口的平西

宾馆等接待服务设施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东坡草堂等集体和其他个

体旅馆也随之相继建成。 

1992 年起，十渡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镇党委、政府先后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十渡风景名胜区旅游管

理规定》等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有关决定和具体实施意见，制订了一系

列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出台了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加大景区开发建设力度，景区旅游景点相继开发 20 多处，宾馆、饭

店、培训中心建成近 40 座，政府主导的旅游产业发展局面已经初步

形成。1995 年，十渡镇出台《关于加快旅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决

定》，促进了景区资源整合，实现旅游企业、景点改制重组并不断发

展壮大。1995 年，北京拒马娱乐有限公司成立，这是镇域内旅游企

业中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也是旅游龙头企业。1995 年 5 月 1 日起，

国家开始实行双休日工时制，为游客出游提供了时间保障，也为景区

带来了机遇，一到周末，景区游人络绎不绝。 

为丰富景区旅游项目，满足游客需求，1997年月 18日，房山区

第三届旅游文化节在十渡景区举办，进一步扩大了景区对外影响力，

也向世人展示了景区丰富的旅游资源。1997年 10月，十渡景区成功

举办了“加佳杯”中国首届蹦极大赛，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

京日报、中国旅游报等各大媒体给予报道，一时，十渡蹦极闻名全国，

各地户外运动以及体育爱好者、蹦极勇敢者云集十渡，一展身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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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蹦极接待勇敢者近万人次，景区接待游客突破 100万人次，创历史

新高。1998 年，为满足蹦极勇敢者以及游客需求，在第一座蹦极跳

台旁边，新建一座 55 米高蹦极跳台，使十渡成为“双台蹦极，世界

第一”。2000 年 7 月，十渡景区又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高台蹦极邀

请赛，使十渡蹦极进一步扬名中外。 

1999 年 5 月，十渡景区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十渡旅游行业

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方向迈进。景区管委大力加强景区综合治

理，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使景区旅游秩序、旅游环境进一步

改观。这一年，十渡被北京市民评为“八达岭杯”群众喜欢的京郊十

佳好去处。2000 年，十渡景区被北京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市级风景名

胜区，这标志着十渡景区各项品牌争创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十渡旅

游业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2002年，十渡景区被北京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市级地质公园、被

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同年，《北京市十渡风景名

胜区总体规划》编制完成，为景区实现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2003

年，十渡景区开始申报国家地质公园， 通过争创国家地质公园，促

进地质遗迹的保护和景区合理开发，同年 6月，区城管监察大队景区

分队成立，确立了景区秩序维护执法主体地位，使景区向规范化、标

准化方向发展。2004年 1月， 十渡被国土资源部批准建设国家地质

公园，并按照建设国家地质公园的六项标准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进入 2005年，十渡旅游业发展步入辉煌时期。这一年，十渡景区开

始申报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并不断采取措施，加强景区综合治

理，于年底通过了专家组评审验收，获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称号。 

2006年 9月 18日，北京市房山区、河北省涞水县、涞源县共同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提交的“中国北京房山

世界地质公园”资料，以其丰富的地质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优越

的地理位置、多样的生物类型博得了与会专家评委的高度评价。从此，

以拒马河谷为主要景观的北京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落户首都北京。从此，

北京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拥有世界地质公园的国家首都。公园主体区域

总面积达 953.95 平方公里，共划分八个功能区域。其中，拒马河谷

的白石山拒马源峰丛瀑布旅游区、涞水县野三坡综合旅游园区、十渡

岩溶峡谷综合旅游区三大景区，总面积达到 718.5平方公里，形成了

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多半壁河山。 

从此，十渡由国家级地质公园，升格为世界地质公园。十渡景区

由此成为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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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风景名胜区 

十渡，自涞水县龙安村开始上行，从一渡到十渡，分别得名“石

门慑水”、“剑壁平关”、 “笋峰祈雨”、“仙峰朗月”、“叠翠

听风”、“金滩日沐”、“旭日东升”、“鹭飞苍崖”、“笔架仙成”、

“龙岩现佛”。建地质公园，从十渡延伸到十八渡渡。河北省开发“京

西百渡”，从十八渡渡延伸到“一百渡”。 

十渡是国家级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 

流淌在喀斯特地貌结构中的拒马河，河宽水清，山势险峻，步步

皆景，四季如画，以“幽、古、秀、谜、惊、险、奇、特”引誉中华。

拒马河则是国家地质公园的魂。 

十渡国家地质公园以拒马河为主轴已形成一条长 38km 的构造—

岩溶景观走廊。它象一条曲折的玉带，将园区、景区、景点连接在一

起。据统计资料显示，已开发的景点达 100多处。  

十渡国家地质公园对外开放主要景观分布于拒马河两岸。 

孤山寨，孤山寨位于七渡村，为七渡村一条峡谷。峡谷内以地质、

地貌、植被景观为主，山峰险峻，千古河床独具特色，是十渡地区最

早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景区内有“一线天”、x型构造节理、层间

揉皱、“叠层石”、波痕、风暴岩、薄层白云岩等地质景观，有 “小

孤峰”、“犬守天门”；水文景观潭、泉、溪流、冰瀑等地貌景观。 

东湖港，位于十渡镇平峪村，新称呼叫十五渡。为平峪村一条峡

谷。景区入口，京源铁路横空穿越，峡谷内峰峦起伏，以地貌、植被

景观为主。主要地貌景观有“群峰争艳”、“阳元峰”、三叠瀑布、

天井（漏斗）、叠层石等，植被景观主要有青檀林、有众多千年古藤，

享有“幽谷叠瀑、檀林氧吧”的美誉。新建的七彩玻璃栈道，高悬于

千韧悬崖峭壁之上。  

      十渡蹦极，蹦极跳是一项新兴运动。世界上已有很多国家

都已建立了蹦极跳基地。北京拒马娱乐有限公司经过多方论证，并请

新西兰专家前来考察，一致认定十渡（位于八渡）拒马河边麒麟山的

悬崖非常适合建造跳台，是建立蹦极跳的最理想场地。悬崖河水相拥，

雄伟壮观。1997年 5月 18日，蹦极跳首次传入中国，落户北京十渡，

向游人开放。十渡蹦极跳现在拥有 A、B两座跳台，A台高 48米，悬

挑 24米，B台高 55米，悬挑 26米。公司安装有先进的照相、摄相

系统，可以全面捕捉游客终生难忘的一跳。 

七渡背斜，位于七渡村，是十渡地区典型的地质景观之一。发育

在中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二段燧石条带白云岩中，为一两翼对称的

燕山中期小型背斜构造。走向北东，轴面近于直立。两翼产状平缓，

倾角 25°－30°。七渡背斜出露在十渡园区，拒马河沿背斜缓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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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整的背斜形态、秀美的山水景色使七渡背斜不仅是地学科普的

生动教材，而且成为园区一个颇具特色的景观。 

十渡，是市级野生水生动物自然保护区。 

十渡是太行山余脉和大房山的青径山、大游龙山的交汇处。拒

马河水质清澈，鱼虾丰富，两岸峭壁林立。两岸山高林密，植被茂盛，

适宜动植物繁衍生存。拒马河流域有野生动物 200 余种。其中有狼、

貂、狍子、狐狸、野山羊、獾、野猪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等兽

类，有黑鹳、座山雕、灰喜鹊、珍珠鸡包括国家一级保护珍禽褐马鸡

等飞禽 30余类 

黑鹳是世界濒危珍禽，全球仅存大约 2000只，东亚种群约有

500只。房山，是迄今为止北京发现黑鹳最集中的地区。拒马河是“中

国黑鹳”落户之地。十渡是发现黑鹳次数最多的区域。即便是该迁徙

南飞的冬季，仍有 10多只黑鹳在此停留。2012年至 2013年，北京

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组织对全市黑鹳进行了同步调查，累计发现黑鹳

396只次，发现地点主要在拒马河，其中，最多一次观测到 22只。

黑鹳是一种大型涉禽，一般在鱼虾丰富的浅滩处觅食；筑巢繁殖主要

在悬崖峭壁上。房山由于栖息条件适宜，种群数量在全国占据的比重

较多，2013年 3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房山区“中国黑鹳

之乡”的称号。这也是截止到目前，全国惟一获此称号的区县。 

拒马河鱼类品种丰富，有多鳞铲颌鱼（鱼谷洞鱼）、麦穗鱼、赤

眼鳟、薄鳅（豆角鱼）、黄颡鱼（嘎鱼）、白条鱼、宽鳍鱲（红翅子）、

马口鱼、鲶鱼、鲟鱼、虹鳟鱼、黄瓜鱼、虫鱼等 30余种。其中多鳞

铲颌鱼、东方藻鳅、黄线薄鳅，年代古老，北方稀有，已被列入保护

对象。 

十渡国家地质公园里生物资源比较丰富，植被的覆盖率达 82%，

植被具有明显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特征。据调查资料，区内植物计有

130科 570种，其中蕨类植物 9科，19种；裸子植物 3科 8种；被子

植物 91科，543种。但区内原始植被已大面积演化为落叶阔叶灌丛

和灌草丛，森林覆盖率为 47.6％。草坡面积较大，约占土地面积

14.1％。 

拒马河畔独特的气候和茂密的植被，形成了独特的植物生长条件，

造就了拒马河畔植物的多样性、独特性特征。十渡地区共有国家级保

护植物多种，包括黄檗、青檀、刺五加、野大豆、红椿等。有省市级

保护植物多种，包括槭叶铁线莲、青檀、脱皮榆、胡桃楸、省沽油、

远志、狗枣猕猴桃、党参、知母、黄精、山丹等。 

槭叶铁线莲，十渡人称为崖花（nie花）。是多年生直立小灌木。

主要生长于拒马河畔的石灰岩山地的悬崖峭壁上，生境非常独特。槭

叶铁线莲最早发现于北京。曾将它表述为“特产于北京”。槭叶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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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的木本特性、独特的生境以及早春开花的特点，在北京野生植物中

很特别、很罕见，且数量稀少，因此被收录到《北京市一级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中。 

平西根据地堡垒 

十渡是革命老区。1938 年 2 月,邓华挺进平西，中共中央晋察

冀分局派杨春圃等组成工作队，开辟平西根据地。十渡不但是房良

联合县、房涞涿联合县、房山县政府主要驻地，还是冀西八路军的

后方基地。十渡始终是平西革命根据地的前沿阵地、巩固区。 

1938年春，晋察冀一分区部队驻扎九渡。8月，赵然以游击队长

的身份，来到了马安，分别在马安、十渡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

1938 年 9 月，冀西民众抗日自卫军进驻十渡地区。刘秉彦带领挺进

支队住在西庄，孙然带领的先遣支队住在十渡，两支部队联合作战，

击溃了一路土匪陈东来。冀西部队在前石门村建立了军工厂。军工厂

称为“八大处”，包括缝纫、服装、染布、被服、银行、武器装配、

医院等。 

1938年 10月底，邓宋支队由冀东回到平西，主要方针是向南向

西扩展，使平西与边区连成一片，巩固并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12

月，在消灭房山旧九区的反动武装之后，又沿山沟过蒲洼向拒马河谷

推进，一直开辟到张坊、石窝、南北尚乐一带。房良抗日根据发展为

三个区：一区是霞云岭一带；二区是十渡、六渡一带；三区是张坊一

带。房良联合县建立了中共房良联合县二区委员会和区政府，建立了

各村村政权，成立了村公所组建了民兵队等群众武装组织。 

1939 年春季之后，上至蒲洼，下至张坊、片上—带，十渡地区

抗日工作十分活跃。各个村庄，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抗日

团体——救国会、妇救会、模范队、青抗先以及儿童团。部队来了，

有专人负责备粮、备草、派佚，民兵自卫队协助部队作战。妇救会组

织一面宣传妇女解放，号召妇女打破封建枷锁，参加社会活动，要求

妇女首先解放自己，剪发、放足，做好妇女的发动工作，一面组织妇

女投入抗日活动，踊跃支前，如做军鞋、护理伤病员等工作。儿童团

则站岗放哨，盘查来往行人，还负责送信 

1939 年 2 月，冀热察挺进军成立后，在平西组建了平西游击支

队，十渡地区的“六善会”被改编为特务大队，晋汉臣为特务大队

队长。特务大队下设三个连，共计 300 余人。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

一支抗日力量，在 1939年 11月挺进军改编时，正式编为九团三营，

晋汉臣任营长，高克恭任教导员。这个营的战士大部分是十渡地区

的子弟，他们在与日军作战中，表现英勇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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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2 月，房良联合县政府也从堂上迁到马安村，把房良地

区抗日工作重点转移到拒马河畔的广大山村。县政府在西庄建立了中

心抗日高小，县长刘介愚亲自担任校长。县委书记赵然和县里的其它

领导也常到学校去讲课。课本主要是自己编写，此外还讲授《论持久

战》、《八—宣言》，统—战线等等。当时，抗日高小名闻遐迩，著名

民主人士李公朴曾亲自到这儿来视察，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从 1940 年 10 月 12 日开始，日军调集号称 10 万大军，分 20

路，向平西根据地进行了更残酷的大“扫荡”。在敌人“扫荡”前，

根据地人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做好了坚壁清野工作。九渡村群

众把 20 万斤粮食隐藏起来。平峪村百姓把八路军十分区的步枪 400

多支，印刷厂石印机 4 台，军工厂的机械、手榴弹及 500 余套军装、

4 万余斤粮食隐藏起来，还把重伤员掩护好，将 8 万斤粮食埋在地

下，最大的坑可容纳 1 万斤。平峪村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受到十

分区领导表扬。前石门抗联主任张玉清面对日军的刺刀宁死不说出

埋藏物资的地点，壮烈牺牲。马安村党员隗甫林夫妇，奋不顾身营

救八路军干部高来昆等。英雄的十渡人民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疯狂

“扫荡”。  

1941 年初开始，日军采取“总力战”和“囚笼政策”，对房良

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从 1941 年 6 月开始，日

军沿房山、涞水一带山区与平原交界处，分段修筑封锁壕。以完全

割断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外部的联系。以十渡为中心的房良根据地在

处于极端困难时期。1941 年 6 月 14 日，由于根据地缩小，平西地

委决定将房良联合县与涞涿联合县合并，建立了房涞涿联合县。

1940 年日军扫荡后，房涞涿根据地由 300 多个村庄缩小到 20 多个

村庄。房良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区只有二区的十渡一带。 

1941 年 8 月 13 日，华北日军 10 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战

术，分 13 路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与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举进

攻，妄图摧毁八路军主力和党政机关。从 8 月 24 日开始，日军沿

拒马河谷进犯，经六渡、十渡，到 8 月 28 日进到涞水县蓬头，然

后又从蓬头返回，日军回到房涞涿联合县根据地十渡一带后，分别

在西庄和王老铺安上据点，并在十渡、六渡分别留兵驻守，妄图长

期在此盘据，大部队则顺拒马河谷返回。 

设在马安的房良县政府与大部队转移。当时十余万斤粮食需要坚

壁，大批文件需要处理，八路军的四十几个伤员也必须转移。全村百

姓在党支部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将十余万斤粮食

坚壁了起来，将文件进行了隐藏，又及时地把四十几个伤病员转移到

山上做了妥善安排。 

日军建立据点，派汉奸到各村送信，要求各村给日军送粮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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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不从，就杀个鸡犬不留。马安村村长刘显彬召集党员会议研究

对策，全体党员一致表示：宁可让敌人进村洗劫，也坚决不当亡国

奴。第三天拂晓，日军疯狂向马安村扑来，由于大多数群众早已转

移，敌人扑了空，既抓不到人，又抢不到粮，便气急败坏地挨户放

火，烧毁房屋 470 余间。英雄的马安村人民，组织民兵上山，凭木

棍和镐把，拔掉了日伪军安在东山上的炮楼。1941 年被房涞涿县政

府授于“抗日模范村”锦旗。1941 年 10 月 4 日，盘据在西庄据点

40 多天的敌人，不得不狼狈撤退，沿拒马河谷缩回到张坊以外的平

原地区。 

1943年 4月中旬，日伪军 3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从霞

云岭一带越过百草坨经马安村奔袭十渡。当时的十渡是政治军事中心，

房（山）涞（水）涿（县）县委、县政府机关、冀西部队、冀中十分

区银行、印刷所、兵工厂、医院等机关以及二区区公所都驻扎在十渡

或十渡附近。13 日傍晚，冀西部队派出一个排，预伏在老帽山北侧

凭天险据守河谷通道，掩护八路军和党政机关及群众转移。第二天拂

晓，日伪军沿着山谷小溪从马安方向袭来，八路军战士英勇阻击敌人。

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八路军战士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准备撤离

阵地时，不料汉奸引领日军一个小队，占据了八路军阵地背后的制高

点，八路军腹背受敌，。八路军战士且战且退。但是掩护撤退的 6 名

战士，面对凶残的敌人毫不退缩，宁死不屈，义无反顾地怀抱枪支，

一步步退到山崖边，高呼着“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跳下悬崖，

壮烈殉国。 

日军撤退后，当地群众将他们的遗体安葬在了村北的老帽山上。

后来为纪念先烈，教育后人，在十渡老帽山上建立了纪念碑亭，成为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房山、宛平、良乡、涿县、涞水、昌平、怀

来、涿鹿、蔚县、宣化、阳原、怀安十二县之广的平西抗日根地是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战略要地，是连贯敌占区与晋察冀边区的一条

重要通道，是我军挺进冀东，开辟平北的前进阵地和重要后方。房山

曾涌现了“老帽山六壮士”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唱遍神州大

地、唱红祖国大江南北的圣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诞生在

房山。1985 年，曾长期在平西战斗过的萧克、杨成武、肖文玖等老

将军和李德仲、陆平等老领导倡议，在房山十渡建立平西抗日烈士陵

园，以永远缅怀抗日战争期间在平西牺牲的先烈。在中共房山县委县

政府的积极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1985年 10月 2日在十渡

拒马河畔卧龙山上，建立了“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肖克将军为纪

念碑题了字，著名房山籍作家苗培时撰写了碑文。 

2001年，肖克、杨成武、郑天祥、李运昌、李宝华、孙毅等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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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军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扩建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使之成

为除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外，北京地区展览面积最大史料最丰富的

展览馆。2005年 8月 29日上午，在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坐落在房山十渡的平西抗日战争纪念

馆新馆落成。展馆前深红色的大理石影壁上镶嵌着胡锦涛总书记“牢

记历史、不忘过去、珍惜和平、开创未来”的题词。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总建筑面积 4350 平方米，展览面积 2500 平

方米，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论〈持久战〉的发表》、《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的创建》、《平西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平西坚持

冀中开辟平北》、《平西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平西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等八个部分组成，展出图片 316 幅，文物

268件，从不同侧面、多个角度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和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的创建过程，重点反映了创建和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全过程，

突出展示了“老帽山六壮士”的英勇事迹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这首家喻户晓的不朽歌曲的词曲创作过程等重要历史事件。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已经成为北京地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被市政府列入全市重点烈士建筑物保护单位，是北京市国防教育

基地、全市重点保护单位。 

 

名人名作名十渡 

风景秀丽的十渡，曾吸引众多名人驻足十度，曾激发众多名人，

抒发自己的创作情怀。 

十渡是年轻抗战诗人陈辉战斗生活的地方。陈辉，1921 年出生

于湖南省常德县，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到平西抗日根据

地房涞涿县委工作。先后任青救会宣委主任，县武工队政委，房涞涿

四区区委书记等职。1945 年 2 月 8 日，由于叛徒告密，遭一百多日

本鬼子和汉奸包围，激战数时后，寡不敌众，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英勇的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 24岁。 

陈辉的生命很短暂，但他为十渡，为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中国

革命留下的却很多很多。他是抗战诗人，在生与死的洗礼中，写下了

一万多行诗句。他的诗篇，被编为《十月的歌》。其中的《为祖国而

歌》等三首诗篇选入了著名诗人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里，而

《为祖国而歌》这著名诗篇就是在八渡写成的。 

1941年到 1942年，日寇集中重兵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

荡，烧杀抢掠，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抗日根据地陷入极度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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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1942年 3月，中共房涞涿县委召开了重要的平峪会议。会后，

陈辉同志住在了八渡。面对残酷的斗争环境，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

暴行，面对百孔千疮的祖国山河，陈辉挥笔写下了《为祖国而歌》的

英雄诗章： 
“……        

  也许明天， 

  我会倒下； 

  也许 

  在砍杀之际， 

  敌人的枪尖， 

  戳穿了我的肚皮； 

  也许吧， 

  我将无言地死在绞架上， 

  或者被敌人 

  投进狗场。 

  …… 

  祖国啊， 

  在敌人的屠刀下， 

  我不会掉一滴眼泪， 

  我高笑， 

  …… 

  我高歌， 

  祖国啊， 

  在埋着我的骨骼的黄土堆上， 

  也将有爱情的花儿生长。” 

十渡的青山绿水，秀丽风景，终于闻名遐迩。每年都吸引着成

千上万的游客。 

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1917年 5

月生于辽宁省北镇县。早年曾搞漫画创作，40 年代初期，曾去延安

鲁艺任教员。张仃在 1954 年从荣宝斋购得一册《黄宾虹焦墨写生山

水册页》，受到启发，开始尝试焦墨山水的创作。据《张仃年表》记

载：“1977年秋，到房山十渡写生，现场以焦墨剑作长卷《房山十渡

焦墨写生图卷》、陆俨少、刘海粟、李可染、黄胄、、陈步文提跋”。

这是一件横幅作品，虽为黑白焦墨，画面上峰峦起伏错落，景色雄奇

险峻，气势磅薄，层次分，观后使人立刻肾身于北方独特的山水之中。

他在落款写道： 
“它山有画太行山之想久矣。丁已秋有邀去房山十渡写生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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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偕往。盖它山画山水素重写生，主张一静不如一动也。初以为房

山便在京郊，末料十渡已是太行山。一下火车，即见峰屏饭立，山势

雄奇。四顾皆山，层峦叠嶂，气象万千。又见蓝色拒马河，激流呼啸，

清澈见底，环山绕谷、奔腾而下。它山为景所惊，竦立震慑，心情激

动，不可名状。从此日出而作，怀糗策杖，跋涉于荒山野谷之中，无

视于饥寒劳渴之苦。尽四五日之功成此长卷，纯用焦墨为之，亦它山

画稿中前所未有也。太行山区乃抗日根据地，山民质朴勤奋，宽容好

客。它山常常于山崖青石板之小屋与老乡同喝一碗水，同吸一袋烟，

同是白须白发，谈笑之声溢于山水之间。所谓师造化，为人民，其庶

几乎近欤?戊午布文跋于北京白家庄”。 

此作品一问世，获得众多人士的称赞，李可染题跋：“吾友张仃

同志作《太行房山十渡图），结构雄伟而精微，纯用焦墨而苍劲腴润。

前人无此笔墨，真奇迹也”。黄胄观看到这件作品以后，更为兴奋，

挥笔写道：《太行房山十渡图》，所谓干裂秋风，笔含烟润，垢道人、

石溪等大师喜用此法。仃公推陈出新，别具新格，精心用焦墨于笔皴

擦而能开一代新风，功之深，非率意游戏笔墨者可知也”。 

张仃喜爱京西和房山十渡的风景，认为十渡是画家与写生的一个

好去处，在这里可以获得很多创作源泉和灵感。1991年 10月，已经

84 岁的张仃，不顾年迈体弱，撰写十渡游记《不似桂林强似桂林—

—北京“十渡”揽胜》，发表在 1992年 5月 17日的《文汇报》，同时

还附有一幅他的插图“十渡揽胜”。他在文中将十渡与“甲天下”的

桂林风景相比，他认为：“十渡是‘北方桂林’，不过是导游者的肤浅

看法，十渡就是十渡，有它自己的个性，凭这一点，也可以把桂林看

成是南方的十渡”。 

十渡的自然风景被越来越多的影视厂家看中。北京电影制片厂、

八一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艺术制作中心等十几家

影视制片单位，以至香港、澳大利亚影视公司或在这里选取外景，或

在这里安营扎寨,从始至终拍完全片。据不完全统计，已有 120 余部

影视剧在十渡拍摄。 

     第一部电影是 50 年代初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在拒马河两岸拍

摄的《鸡毛信》，然后陆续拍摄了《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几

十部影片。随着电视剧的兴起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多部电视连续剧在十渡拍摄。众多著名电影演员古月、王铁成、刘晓

庆、陈冲、李秀明、唐国强、李连杰等都在十渡拍摄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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