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4年6月25日 星期二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师武
弘麟实地考察西山大道北段，在古道上为游客讲解地质
地貌构造和岩石切割线、蹄窝成因，受到游客热烈欢迎。

今年4月21日，武老师带领45名专业课学生来到水
峪嘴村，对京西古道景区开展分组系统考察，引导北京
大学学生为景区进一步发展提升建言献策。

还有多支队伍前来京西古道实地考察调研，历经数
月的角逐，6月12日，挑战杯“青绘京彩”文旅创意专
项赛决赛落下帷幕，大学生团队为京西古道的创新性发
展贡献了独特的创意想法。

选取京西古道货商骡马队的骡马形象，结合古道、
山水等特色，制作“骡小西”系列原创表情包、开发文
创产品，对古道文化遗产开展活化利用；利用现有民宿
搭建“小院有戏”、古道剧本杀等场景，开发演出古道
话剧、开展非遗手作体验等活动……大学生们的参与为
京西古道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注入了活力，更加适应互联
网时代的传播需求。

水峪嘴村第一书记陈闯说：“参与挑战杯比赛是我
们的一次尝试，就是希望联动首都高校，让青年学子加

入进来，汇聚人才力量，以文化创意点亮古道振兴之路。”
水峪嘴村还与北京京西古道文化发展协会进行了深

度合作。2022年，北京京西古道文化发展协会依托京西
古道文化体验关联特性，调动地区各种形态散点资源，
创意设计了“京西古道微度假旅游目的地 （京西古道研
学基地） ”项目。

王春和介绍，依托项目打下的基础，打造京西古道
文化体验生态系统操作平台，是协会今后一段时间的主
要工作。

如今，发展京西古道，已不再只是强调其使用价
值、打造迷人风景区，而是以京西古道文化为核心，运
用创意形式、融入时代元素，打造独特的“京西古道IP
形象”，将传统魅力用生动而有新意的方式永久流传。

除了与高校、文化研究机构联动，为了促进京西古
道文化发展、讲好古道故事，门头沟区还用文化赋能产

业，用产业带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让“蹄印驼声今犹
在”的古道自然风光与文旅项目完美融合。

门头沟区努力开展精品民宿“小院+”系列行动，
让“小院有戏”“小院有娱”“小院有学”“小院有朋”“小院
有茶”。刘洋介绍：“我们建设了‘古道山居、妙峰小筑、爨
舍、有关、东马山家’等精品民宿，同时利用‘小院有戏’的
平台，把古道非遗文化植入到民宿当中。”

今年“五一”期间，国风微短片“大 V 带您走古
道”等活动纷纷亮相。以马致远文化为主题，门头沟区
打造了一次沉浸式的古道畅游活动，游客可以穿着国风
汉服，打卡完成任务。

立足古道文化，创新传播形式，构建全方面的产业
链，既拓展了古道文化的产业空间，也让更多游客了解
门头沟京西古道的文化，形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

笔者在采访时看到，在古道景区城门楼前，一群大

学生听着专业人员的讲述，频频点头、笑容满面，他们
是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国际学院和经济管理学院的中外大
学生。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法丽向笔者讲述，这次
来到京西古道真的非常开心。他们在京西古道的铁匠
铺、马蹄窝、牛角岭关城等景点前驻足观赏，在观澄民
宿内看数字艺术展览、体验非遗剪纸的手工乐趣，进行
了一场诗情画意的古道文化之旅。

日前，门头沟区举办了“自然和文化遗产日”活
动，同时推出“古道拾遗”非遗体验线路，让游客沿着
京西古道，探访和体验京西传统非遗文化、非遗景点。

以千年京西古道为基础，门头沟区将琉璃渠古村
落、水峪嘴村京西古道景区等多个点位串联，每个点位
都有代表性的非遗技艺，游客可以一边漫步古道，寻幽
览胜，一边感受千年古道旁，京西古村落中流传不绝的
文化技艺。

陈闯介绍，未来水峪嘴村还将以“百千工程”和
“诗画乡村”示范村创建为契机，依托古道片区党委这
一沟域党建平台，在推动古道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同时，
带动古道沿线的斜河涧、丁家滩等村庄共同发展。

探访京西古道：千年古韵 今朝新声
严 冰 杨林娜 朱嘉乐 李欣然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
马”，元代马致远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古道美景；驼铃
声声，客商络绎，在老舍先生笔下，祥子也从这里
走过。这里是位于北京西山门头沟一带的京西古
道，盘桓蜿蜒，自北京城一路向西，通达河北、山
西、内蒙古等地，与草原丝绸之路相连。

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及长城文化重要历史承
载，京西古道自古以来就承担着民族融合、军事防

御、商贸物流、宗教活动、城市供给等多元功能，
是京西地区古代文明重要标志。在全国第三次文物
普查中，京西古道被评为“100项重大新发现”之首。

千年古韵，今朝新声。6 月 6 日，门头沟区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举办，推出“古道拾
遗”非遗体验路线，将京西古道沿途景点、非遗项
目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饱览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
非遗魅力。

驱车沿永定河向上游驶去，高楼大
厦逐渐被座座山峦代替，慢慢地，远处
重山越来越近，若隐若现的山景变得十
分清晰。这里便是门头沟妙峰山镇的水
峪嘴村，素有“京西古道第一村”的美
誉，坐落于永定河畔，村的后山上便是
京西古道。

“在古代，从大西北运来的所有货物
基本上都要通过这条古道运入北京，成
为当时支撑北京首都功能的重要道路。
因此与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类似，古
道文化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水
峪嘴村党支部书记胡凤才向笔者介绍。

不同于大家的固有认知，京西古道
并不只有一条线路，而是多条相互连
接、功能不一的线路组成的网状道路体
系，其东连北京，可南下京杭大运河；
西通张家口，可外接草原丝路，涉及京
西平原地区、北京西山及河北涿鹿、怀
来等部分地区，面积近万平方公里。当
前，门头沟现存的古道共 38 段，全长约
684公里。

“北道是最原始的一条线路；中道现
在也被叫做玉河古道，主要功能是运输
煤炭；而南道则会途经潭柘寺，从模式
口或者广安门进京。”在古道博物馆，胡
凤才指着沙盘向笔者介绍京西古道沿途
的一些重要点位，“古时候通过这条古道
运往京城的货物包括煤、盐巴、皮毛、
茶叶以及来自西部的大量货品。”

笔者进入京西古道景区，历史气息
扑面而来，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条陡峭的

石路，曲折蜿蜒，在深山中铺展开来。
一路走去，能够看到曾经粗粝的石板已
然被磨得油亮光滑，而大小不一、深浅
各异的蹄窝成片出现，据了解，西山之
中驮队常年不断，牲畜的铁蹄在坚硬的
石面上踏出了许多深深浅浅的蹄窝，因
为脚掌前后力度的差异，蹄窝的深浅、
形状也就不同。现今这些蹄窝在古道上
有多处遗存，成为古道昔日繁荣的重要
见证。

“自辽金以来，永定河流域建材、燃
料、粮食大量运往京城，京西古道快速
发展；及至明清、民国，京西古道已然
成为京城能源供给重要通道，商贾往
来，驮队不断，更是一派繁忙景象。”北
京京西古道文化发展协会会长王春和一
边走，一边向我们讲述千年京西古道昔
日的繁盛。

说话间，路旁牲畜的塑像吸引了一
行人的注意。这并不是所预料的驼铃古
道以骆驼塑像为主，而大多是骡子和
驴。见我们疑惑，王春和解释道：“骆驼
的确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运输动物，但是
因为骆驼不善于在山中行进，所以在西
山之中驮队所用的大多是骡子和驴，出
山之后才会换成骆驼。”

古道沿途设置了铁匠铺、茶棚等景
点，以及骡马负重驮行、路人小憩和饮
酒等场景，万千思绪仿佛回到那个时
代，看到古人在这条路上往返、骡马驮
着货物经此去往他乡。“看这个铁匠铺，
相当于当时的 4S 店，为来往的驮队更换

维修牲畜所用的配件。”胡凤才幽默地解
释，将我们拉回现实。

不远处能看到历经百年依旧矗立的
牛角岭关城，明朝时期，牛角岭关城作
为西山大路北道的第一个隘口，曾有官
吏把守，对过往商旅收取关税，而此处
骡马蹄窝清晰醒目，蔚为壮观。

王春和介绍，京西古道的意义不仅
在于货物的运输，还在于人文的交流和
文化碰撞。京西古道分布着妙峰山、潭
柘寺、百花山、九龙山四个香道聚落，
其中金顶妙峰被誉为京城五顶之冠，与
之相关的妙峰山庙会始于明，兴于清，
盛于民国，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项目；而古道沿途的千军台庄户幡
会、京西太平鼓、琉璃烧制技艺等也共
同绘就了京西古道独特的民俗风情画
卷。因此，京西古道不仅是商道、军
道，还是香道。

当前，现代化公路四通八达，过去
车水马龙的“京西古道”，也早已被废
弃。曾经繁华的商旅驿道，成了人们探
幽访古的所在，而门头沟文旅局也正在
通过多元手段活化古道资源，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在古道蹄窝中聆听悠悠历史
回音。

水峪嘴村京西古道景区段的游览线
路，以其平缓的坡度、适中的长度和完
整的遗迹，深受游客喜爱。日前，探寻
京西古道之旅活动在此展开。游客一进
入景区，即可免费换上汉服，仿佛穿越
时空，回到了古代。在城门楼前，游客
可以领取“通关文牒”，由此进入古道，
漫步于群山之间。步入铁匠铺，只见身
着布衣的铁匠边打铁边吆喝：“客官，看
看上好的马蹄铁……”沿着古道上的蹄
窝前行，游客还会遇到茶棚伙计，被热情
邀请到路边品茶歇脚。行至牛角岭关城，
威武的巡察士兵身着红袍在此巡视，为游
客带来了别样的视觉体验。在这里，游客
与古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
了古道文化的独特魅力。

“利用是对京西古道最好的保护，传
统文化得以在使用中传承，在创新中发
展。”王春和说，在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与
开发保护下，古道的文物和资源价值在
多方面得以体现。京西古道的多条线路
已成为徒步爱好者的热门选择，这不仅
使古道焕发出新的活力，也有效避免了
因长期无人行走而被杂草树木覆盖破坏
的隐患。

“在这里徒步行走，既富有趣味性，
又能欣赏到迷人美景。”热爱徒步的赵女
士说道，这里已举办过多次徒步大会，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徒步爱好者前来体验。

作为京郊保存最完好的文物级古
道，京西古道保护工作尤为关键。曾有
人提议用玻璃罩覆盖蹄窝，以免受行人
踩踏，但这种方法会使石头中的水汽难
以自然蒸发，最终这一方案未被采用。

这些蹄窝大多覆盖于山体本身，其
石材独特且难以补配。如何才能更好地

保护古道蹄窝？根据专家的建议，需要
定期清理蹄窝内的雨水积水、树叶等杂
物。除了专业的文物保护人员持续进行
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公益组织
也自发参与进来。志愿者在徒步古道的
途中，将古道石缝中的草木清除，避免
草木的根系对古道造成破坏。

门头沟区文旅局副局长刘洋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京西古道结合不同古
道资源和文化禀赋，先后建立了不同文
化特质的景区。作为昔日的重要商运
道、军用道和进香道，京西古道如今已
经演变成了多个独具特色的旅游胜地。
商道类的京西古道景区、军道类的爨柏
景区以及香道类的妙峰山景区等，都是
对古道文化的生动传承。”

其中，妙峰山香会是重要的文化保
护内容之一。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至四
月十五，国家级非遗项目——妙峰山庙
会热闹非凡，山道上，人群络绎不绝，
游客们纷纷朝着山顶的庙会汇聚；景区
内，粥棚、馒头棚前排起长队，为游客
和香客提供美食。娘娘庙前，高跷秧
歌、舞狮、中幡等多档传统民间花会活
动精彩上演，鼓声震天、人声鼎沸。

除了举办景区特色活动，京西古道
博物馆同样是古道文化得以使用和保护
的重要载体。在这里，可以品味古道的
历史底蕴，回想商旅盛况，体验丰富多
彩的民俗风情，聆听古老文明的历史足
音。墙壁上的互动装置展示了京西古道
独有的太子墓苹果、龙泉务香白杏等特
产，展厅内的大鼓让游客领略当地的社
火文化。展厅仅有200平方米，却是京城
首家以介绍京西古道为主要内容的专题
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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