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永定河碑刻概说

周　峰

　　提　要：清代编纂乾隆、嘉庆、光绪３部 《永定河志》，开始对永定河碑刻进行系统地搜集与整理。在上述

三志的基础上，加之搜览史籍，参考今人撰著，进行实地考察，辑得北京地区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永定河碑刻６５种。
这６５种碑刻按照内容可分为水利工程、法律规章、御制诗、河神信仰、水利纠纷５类，对其进行概要介绍，能
推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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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９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年—２０３５年》发布，其中指出推进大运河文
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３条文化带的整体保护利用。永定河是北京城的母亲河，北
京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永定河的哺育与滋润。永定河文化有着丰厚、灿烂的内涵，而有关永定河

的碑刻是永定河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永定河碑刻反映着这条母亲河给北京带来的繁荣与痛苦、奋

斗与进步。对永定河碑刻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会大大推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和利用。①

对永定河碑刻进行系统整理，始于清代编纂的３部永定河志书，即乾隆五十四年 （１７８９）
陈琮主纂的 《永定河志》，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李逢亨主纂的 《永定河志》和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
朱其诏、蒋廷皋主纂的 《永定河续志》。前两种志书在附录中有 “碑记”专门对永定河碑刻进行

全文著录，并且有宸章纪 （碑文、记、诗、匾、联）记载了一部分御制碑，建置考中以碑亭一

目记载了相关碑刻。嘉庆 《永定河志》所记内容基本与乾隆 《永定河志》一致，只补充了个别

碑刻。光绪 《永定河续志》记载了前两志修订之后所立的一些永定河碑刻。尽管上述三志记载

了大量的永定河碑刻，但鉴于三志的漏载以及三志修成后的清末至民国又新立了一些永定河碑

刻，因而对永定河碑刻的整理仍是一个亟待进行的基础工作。

本文在上述三志的基础上，搜览史籍，参考今人撰著，并进行实地考察，共辑得北京地区②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永定河碑刻６５种 （见附录）③，并按照内容将其分为水利工程、法律规章、御制

诗、河神信仰、水利纠纷５类④，对其进行概要介绍。

一　水利工程类碑刻
尽管永定河是北京城的母亲河，但历史上却多次泛滥成灾，严重威胁着流域内民众生命与财

产安全。因此，对永定河的河患治理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这也反映在北京永定河碑刻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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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永定河碑刻”概念的定义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永定河碑刻指的是永定河流域的所有碑刻，而

狭义的则指永定河流域范围内与永定河有密切关系的碑刻。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后者。

尽管有些永定河碑刻不在今北京辖区内，但在立碑的当时位于顺天府范围内，故一并辑录。

永定河碑刻种类数量的统计很复杂，有的一种碑刻同时刊刻成几通石碑，分立于各处，这样的统计数字列

为一种。有的碑阳、碑阴乃至碑侧都先后刻有不同的内容，这样的就不计为一种，而是计为几种。有的碑

阳与碑阴是同一篇章，则计为一种。

参见李雪梅：《定章立制：清代 〈永定河志〉中奏议和碑文之功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该文将３种 《永定河志》中的永定河碑刻归纳为河务纪事碑与制度公文碑两类。



是清代及以后的碑刻。

魏建城乡侯刘靖碑虽已佚失，但碑文得以保留，记载了戾陵堰 （戾陵遏）、车厢渠这一永定河

上最早的水利工程。碑文记载车厢渠 “所润涵四五百里，灌田万有余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武定摩崖石刻是北京现存最早的一处碑刻，位于门头沟区河北村永定河畔一方巨石上。其内容很短：

“武定三年十月十五日，平远将军□安太守、筑城都使元勒又用夫一千五百人，乡豪都督三十一人，
十日讫功。”虽然记载的是在永定河边筑城的经过，但这一紧邻永定河的筑城工程肯定涉及供排水等

与永定河密切相关的工程。北京永定河碑刻中的另外两种摩崖石刻也与水利工程有关。左宗棠部将王

德榜于光绪年间在门头沟区域内的永定河段建下苇店、丁家滩、车子崖 （陈家庄）、水峪嘴、琉璃局５
处水利工程。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恭亲王奕 、醇亲王奕 奉慈禧命令巡察工程，王

(

榜在河边石壁镌

刻 “醇亲王到此”以示纪念。次年，工程完工，王德榜再次在崖壁镌刻文字，记载其事。

水利工程类永定河碑刻有记载堤坝建设的，如明代的 《重修卢沟河堤记碑记》、固安县 《修

堤建龙王庙记》以及清代的 《奉修固安县浑河堤岸碑记》等。如 《重修卢沟河堤记碑记》载正

统元年 （１４３６）春，卢沟桥附近的卢沟河两岸河堤溃决１１处，总计长度１２００丈。明英宗派内官
监太监萧通、襄城伯李

)

、工部尚书曹鉴负责修缮堤坝，动用官兵３０００人、民夫８００人，工程
始于三月十一日，“不数月而堤就功成。缺者以完，坏者以复，横流者以息，修筑者以固。农有

耕获之利，居无漂荡之虞，行无阻滞之忧”①。

水利工程类永定河碑刻有记载具体一处水利工程的，如金门闸诸碑等。金门闸位于河北省涿

州市义和庄乡北蔡村北永定河右岸，与北京市交界。金门闸初建于清康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其作
用是引莽牛河的清水入永定河冲刷淤泥。后于乾隆三年 （１７３８）移动位置，改建为石闸，沿用
金门闸之名。永定河泥沙较多，为了防止淤积，造成河面高于闸门，经常要予以疏浚。历次工程

完工后，多立碑记录，如乾隆三十八年所立金门闸浚淤碑，同年所立金门闸３次修建丈尺银数碑
等。前者记载了乾隆皇帝派遣官员疏浚金门闸， “于金门闸过水之处，即为挑浚，务始积淤尽

除，水道畅行，以资疏泄”②。后者记载了乾隆三年、乾隆六年、乾隆三十五年３次金门闸工程
建设的施工数据以及所使用经费数据。

水利工程类永定河碑刻有记载治理河患决口的，如 《北上二号漫口合龙将军显著灵异记》。

该碑记载了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因为连续大雨，形成洪水，于六月初五日，冲毁永定河堤北上
二号处堤坝达２００多丈。水势汹涌，南达南苑，北面直接威胁京城。清政府星夜调集官兵抢修，
可是材料准备不足，不能立刻堵上决口。只能一方面派人到处购买抢险物资，一方面开凿引河，

减小水势。到了九月十日，抢险工程进行到决口将要合龙时，水势突然大涨，两岸堤坝岌岌可

危。但这时河神显灵，将洪水导入引河，转危为安，决口合龙，大堤得以保全。该碑虽然将功劳

系于河神保佑，但也可以看出当时抢险工程的险峻以及广大施工人员的辛勤付出。

水利工程类永定河碑刻还有记载永定河上及附属交通设施的，如卢沟桥诸碑、永定河十里铺

渡口记事碑、镇威军张总司令以工代赈创修永定河汽车路德政碑等。镇威军张总司令以工代赈创

修永定河汽车路德政碑，由时任京兆永定河河务局长孔祥榕立于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记载了当
时控制北京的军阀张作霖派阎泽溥任京津赈务总办，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用４５０石的赈济粮，
募集灾民，修通永定河北堤的汽车路也就是公路。公路从京西跑马厂经杨村直抵天津。工程由永

定河河务局负责，只用了短短２０多天就告竣工。由此可见，公路的等级不会太高，应该是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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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卷１９《附录》，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８３页。
朱其诏、蒋廷皋纂：光绪 《永定河续志》卷１５《附录》，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７５页。



有河堤基础上略加整修。碑文虽然对张作霖充满溢美之词，但也反映了工程的实际情况。

以上４种水利工程类永定河碑刻都是研究永定河水利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二　法律规章类碑刻
法律规章类永定河碑刻主要是清代的碑刻，清朝历代皇帝将针对永定河制定的各项法律规章

制度以碑刻的形式公诸于世，并且同一种碑文多处立碑，确保永定河沿岸的百姓周知并且遵守。

清乾隆十八年 （１７４３）三月所立禁河身内居民添盖房屋碑在３处设立，碑文详细记载沿岸各县
永定河各工段堤坝内各村现有的户数、房屋类型及房间数，严禁村民再额外新盖，以保证行洪安

全。清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所立永定河事宜碑在５处设立，碑文规定石景山同知、南北岸同知、三角
淀通判等各级永定河河道官员所具体管辖的堤坝工段，以及其他永定河水利施工的具体事宜。立于

清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的禁止下口私筑土埝碑严令禁止永定河下游村庄的村民私自修筑土埝，修筑土
埝虽然能保障村民的农田安全，但是对于行洪的大局却有诸多危害，因此必须禁止。

三　御制诗类碑刻
现存的御制诗类永定河碑刻最早的是立于清康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十一月一日康熙帝巡察永

定河诗碑，诗云：“源从自马邑，溜转入桑乾。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廿载为民害，一时奏

效难。岂辞宵旰苦，须治此河安。”表达了康熙皇帝对于彻底治理好永定河的殷切心情。

除此碑外，现存此类碑刻都是乾隆皇帝所立，有的诗是专为巡察水利工程所留，有的诗是经过永定

河、卢沟桥所留。这些诗碑多立于永定河畔，也是清朝治理永定河的标志纪念物，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四　河神信仰类碑刻
由于历史上永定河为害甚巨，而当时生产力与科技水平的低下又难以彻底根除河患，因而统

治者转而求助神的力量。从金代开始，将永定河册封为安平侯，每年派地方官员予以祭祀。元代

封永定河为显应惠济公，明代曾在永定河的河堤上修建龙神庙。

清康熙三十七年 （１６９８），康熙皇帝亲自视察治河工程，竣工之际，赐河名为 “永定”，并

在卢沟桥北建立神庙，立永定河神庙碑，后称此庙为南惠济庙。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雍正皇帝在
石景山庞村西新建惠济庙，后称之为北惠济庙 （北惠济祠），祭祀永定河神，并在庙中建碑亭，

立御制永定河神庙告成祭文碑。乾隆十六年 （１７５１），正式封永定河为 “安流广惠永定河神”，

并重修北惠济庙。之后，在京南固安县又修筑东、西惠济庙，成为四大皇家祭祀永定河的庙宇，

庙中都立有御制诗碑。今仅北惠济庙仍有建筑及碑刻遗留，其他３座惠济庙都已荡然无存。
除官方祭祀的庙宇外，民间在永定河畔也往往建有龙王庙，如永定河边的门头沟区三家店村

至今有保存完整的龙王庙，存碑４通。

五　水利纠纷类碑刻
此类碑刻今仅存琉璃渠村胜诉碑一种，原在门头沟区琉璃渠村，民国１９年 （１９３０）立。城

龙灌渠是清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春，左宗棠部将王德榜率部在永定河出山口一带所修的饮水灌溉
工程，引水处在琉璃渠村，占用该村一些耕地，灌渠流经城子、大峪、刘庄子、曹各庄、桥户

营、上岸、栗园庄、西辛秤，最后到卧龙岗村，沿途９村获益不浅。但是到民国时，王德榜的后
人王道本将灌渠据为己有，并创办兴殖水利公司，向受益村庄收取水费。琉璃渠村因被占耕地却

没有得到水费收益，故而村民阻断灌渠，这样又引起其他９村村民与琉璃渠村的矛盾。最后经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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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县长及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出面调停，兴殖水利公司每年向琉璃渠村交纳大洋８０元，分两次交
付。事件得以解决，琉璃渠村立碑为证。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现存北京永定河碑刻的保存现状不容乐观，集中在原地保存超过２通碑
刻以上的只有金门闸的５通碑、丰台区北天堂村大王庙的３通碑、卢沟桥的４通碑、门头沟区三
家店村的４通碑。实际上前两处虽在原地保存，但各碑也都移动过。其他各处零星保存的永定河
碑刻有的已被收入博物馆、文管所，原地保存的也大多没有得到妥善保管，这种状况希望在以后

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整体保护利用中得以改观。

附录：

北京永定河碑刻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立 碑 时 间 著 录 情 况 存 佚 情 况 备 注

１
魏建城乡侯

刘靖碑

西晋元康五年

（２９５）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学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第５８２—５８３页

今已无存

２
武 定 摩 崖

石刻

东魏武定三年

（５４５）十月十
五日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

地区摩崖石刻》，学苑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６—５７页

位于门头沟区王

平地区河北村永

定河畔一方巨

石上

３
重修卢沟河

堤记

明 正 统 元 年

（１４３６）十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５８３页
碑原在卢沟桥回

龙庙，今已无存

４ 固安堤记 明正统三年七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５８４页
碑原在卢沟桥回

龙庙，今已无存

５
重修卢沟桥

河堤记略
明嘉靖年间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５８４页
今已无存

６
固安县修堤

建龙王庙记

明 万 历 三 年

（１５７５）六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５８５页

碑原在固安北堤

口古河神庙，今

已无存

７
固安县创修

重堤暨龙王

庙碑记

明万历四十三年

六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５８６页
碑原在固安西惠

济庙，今已无存

８
重修龙兴庵

碑记

清 顺 治 二 年

（１６４５）
在门头沟区三家

店村龙王庙

９ 卢沟桥碑

清 康 熙 八 年

（１６６９）十一月
二十七日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２１页
在卢沟桥

满汉

碑

１０
奉修固安县

浑 河 堤 岸

碑记

清康熙三十一年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７页

碑原在固安十里

铺河神庙，乾隆

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
五月在迁移过程

中沉于永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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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　称 立 碑 时 间 著 录 情 况 存 佚 情 况 备 注

１１
永 定 河 神

庙碑

清康熙三十七年

十二月十六日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２１—２２页；北京图
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

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第６５册，第１３６页

原在卢沟桥北南

惠济祠，今不存

１２
固安县太平

庄东河神庙

碑记

清康熙三十九年

八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５８７页

碑原在永定河南

岸五工太平庄河

神庙，今已无存

１３ 察永定河诗
清康熙四十年十

一月一日

英廉等纂： 《日下旧闻考》卷

１２６《京畿·东安县》，北京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２０３３
页；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

志》卷首，第 ２６页；北京图
书馆金石组编： 《北京图书馆

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第６５册，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在卢沟桥

碑阳、

碑阴

都有

文字

１４
北惠济庙御

制碑

清 雍 正 十 年

（１７３２）四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２２页
现存石景山区首

钢院内北惠济祠

１５

石景山初礼

惠济祠、惠

济祠叠癸酉

旧作韵

清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 十 月，
乾隆二十九年

二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３６、３９页
现存石景山区首

钢院内北惠济祠

刻于

北惠

济庙

御制

碑碑

阴

１６ 西惠济庙碑 清雍正十一年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５８８页
碑原在固安西惠

济庙，今已无存

１７ 过卢沟桥
清乾隆二十年

二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３７页；北京图书馆
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

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７１
册，第５５页；北京石刻艺术
博物馆：《新日下访碑录 （房

山卷）》，北京燕山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原在房山行宫，

现存于房山区长

沟镇小学校一教

室墙壁上

１８
阅永定河堤

因示直隶总

督方观承

清乾隆十五年

三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３０—３１页；北京图
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

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第７０册，第１２６页

碑原存石景山区

庞村北惠济庙，

今存北京石刻艺

术博物馆

７１１北京永定河碑刻概说



（续表）

序号 名　称 立 碑 时 间 著 录 情 况 存 佚 情 况 备 注

１９
阅永定河诗

及记
清乾隆二十年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３７—３８页；北京图
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

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第７１册，第５３页

碑原存石景山区

庞村北惠济庙，

今存北京石刻艺

术博物馆

刻于乾

隆十五

年阅永

定河堤

因示直

隶总督

方观承

碑碑阴

２０
安流广惠永

定河神庙碑

清乾隆十六年十

一月十一日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２３页
原在卢沟桥北南

惠济祠，今不存

２１

《观永定河

新移下口处

兼示总督方

观承、永定

河 道 白 中

山》诗四章

清乾隆十八年

二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３６页

碑原在永定河南

堤七工旧南堤二

号 碑 亭，今 已

无存

２２
《取道阅永

定河即事成

韵》诗一章

清乾隆十八年

二月

碑原在永定河南

堤八工旧南堤十

五号碑亭，今已

无存

２３ 卢沟晓月 清乾隆十六年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３４页；北京图书馆
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

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７０
册，第１５７页

在卢沟桥

碑阳为

“卢沟

晓月”

４ 字，

碑阴为

诗，碑

侧为诗

２４ 过卢沟桥作
清乾隆五十九年

三月

李逢亨纂：嘉庆 《永定河志》

卷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第８０页
在卢沟桥

刻于卢

沟晓月

碑侧

２５
禁河身内居

民 添 盖 房

屋碑

清乾隆十八年

三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 １９ 《附 录》，第 ５９１—
５９３页

原有３座，分别
在南岸四工四号

堤上，南堤七工

五号堤上，北堤

七工废北埝头

号。三 碑 今 皆

不存

２６ 东惠济庙碑 清乾隆二十二年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５８９页
碑原在固安东惠

济庙，今已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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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　称 立 碑 时 间 著 录 情 况 存 佚 情 况 备 注

２７
三角淀惠济

庙碑
清乾隆二十二年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 １９ 《附 录》，第 ５８９—
５９０页

碑原在北埝上汛

孙家坨堤上，今

已无存

２８
阅 文 安 堤

工作

清乾隆三十二年

二月

英廉等纂：《日下旧闻考》卷

１２２《京畿 · 文安县》，第
１９８９页；付艳华：《文安县乾
隆御诗碑》， 《文物春秋》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位于文安县苏桥

镇东与崔家坊村

相交处的皇恩

亭中

２９
阅文安堤工

叠旧作韵

清乾隆三十五年

三月

英廉等纂：《日下旧闻考》卷

１２２《京畿 · 文安县》，第
１９８９页；付艳华：《文安县乾
隆御诗碑》，《文物春秋》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位于文安县苏桥

镇东与崔家坊村

相交处的皇恩

亭中

刻于阅

文安堤

工作碑

碑阴

３０
阅文安堤工

再叠旧作韵
清乾隆三十八年

英廉等纂：《日下旧闻考》卷

１２２《京畿 · 文安县》，第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页；付艳华：《文
安县乾隆御诗碑》，《文物春

秋》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位于文安县苏桥

镇东与崔家坊村

相交处的皇恩

亭中

刻于阅

文安堤

工作碑

碑侧

３１
阅文安堤工

三叠旧韵
清乾隆五十三年

民国１１年 （１９２２） 《文安县

志》；付艳华： 《文安县乾隆

御诗碑》， 《文物春秋》２０１４
年第４期

位于文安县苏桥

镇东与崔家坊村

相交处的皇恩

亭中

刻于阅

文安堤

工作碑

碑侧

３２
重修南岸五

工河神庙记
清乾隆三十三年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１９《附录》，第５９０页

碑原在永定河南

岸五工太平庄河

神庙，今已无存

３３ 阅永定河记
清乾隆三十八年

三月

英廉等纂：《日下旧闻考》卷

１２６《京畿 · 东安县》，第
２０３３—２０３５页；陈琮纂：乾
隆 《永定河志》卷首，第

２３—２５页；付艳华： 《乾隆

〈阅永定河记碑〉与永定河的

治理》， 《文物春秋》２０１３年
第６期

原位于廊坊市安

次区调河头乡朱

官屯村、永定河

南堤北侧回龙碑

亭 （原永定河

北堤三号堤上碑

亭），现存廊坊

市文物管理处碑

碣苑内

满汉碑

９１１北京永定河碑刻概说



（续表）

序号 名　称 立 碑 时 间 著 录 情 况 存 佚 情 况 备 注

３４
往阅永定河

下口舆中作

清乾隆三十八年

三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４５页；英廉等纂：
《日下旧闻考》卷 １２６《京
畿·东安县》，第２０３５页；付
艳华： 《乾隆 〈阅永定河记

碑〉与永定河的治理》， 《文

物春秋》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原位于廊坊市安

次区调河头乡朱

官屯村、永定河

南堤北侧回龙碑

亭 （原永定河

北堤三号堤上碑

亭），现存廊坊

市文物管理处碑

碣苑内

在阅永

定河记

碑碑阴

３５

阅永定河下

口诗以示裘

曰修、周元

理、何煨

清乾隆三十八年

三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４５页；英廉等纂：
《日下旧闻考》卷 １２６《京
畿·东安县》，第２０３５—２０３６
页；付艳华：《乾隆 〈阅永定

河记碑〉与永定河的治理》，

《文物春秋》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原位于廊坊市安

次区调河头乡朱

官屯村、永定河

南堤北侧回龙碑

亭 （原永定河

北堤三号堤上碑

亭），现存廊坊

市文物管理处碑

碣苑内

在阅永

定河记

碑碑侧

３６
永定河神祠

诗碑

清乾隆三十八年

三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４２—４３页；北京石
刻艺术博物馆：《新日下访碑

录 （大兴卷、通州卷、顺义

卷）》，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２０１６年，第４３—４４页

原在大兴区正福

庄乡赵村龙王庙

遗址，今存大兴

区文管所

碑阳刻

“茭薪

非不属”

诗，碑

阴刻 “

庚寅下

决口诗”

３７ 堤柳一首
清乾隆三十八年

三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４４页；涿州市文物
保管所： 《涿州贞石录》，北

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８０—８１页

碑原在永定河南

岸二工十四号河

神祠碑亭，现存

河北涿州金门闸

３８ 阅金门闸作
清乾隆三十八年

三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 ４３—４４页；涿州市
文物保管所：《涿州贞石录》，

第８２—８３页

碑原在永定河南

岸二工十四号河

神祠碑亭，现存

河北涿州金门闸

刻于堤

柳一首

碑碑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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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　称 立 碑 时 间 著 录 情 况 存 佚 情 况 备 注

３９
永 定 河 事

宜碑

清乾隆三十八年

三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 １９《附录》，第 ５９３—５９５
页；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

拓本汇编》，第 ７３册，第
１１８页

原有５座，分别
在河道署仪门

左，卢沟桥南惠

济庙正殿前，南

岸四工五号，北

岸三工十五号堤

上，北堤七工头

号堤上。五碑今

皆不存

４０
金 门 闸 浚

淤碑

清乾隆三十八年

六月

朱 其 诏、蒋 廷 皋 纂：光 绪

《永定河续志》卷 １５《附
录》，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第４７５页

原在南岸二工金

门闸南坝台，现

存河北涿州市北

蔡村金门闸

４１
金门闸三次

建修丈尺银

数碑

清乾隆三十八年

朱 其 诏、蒋 廷 皋 纂：光 绪

《永定河续志》卷 １５《附
录》，第４７５—４７６页

现存河北涿州市

北蔡村金门闸

刻于金

门闸浚

淤 碑

碑阴

４２
良乡县沿河

十六村庄碑
清乾隆四十二年

朱 其 诏、蒋 廷 皋 纂：光 绪

《永定河续志》卷 １５《附
录》，第４７６—４７７页

碑现无存

４３
重 葺 卢 沟

桥记

清乾隆五十一年

二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２５—２６页
在卢沟桥

４４
过卢沟桥诗

（有序）

清乾隆五十一年

二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５１—５２页
在卢沟桥

刻于重

葺卢沟

桥记碑

碑阴

４５
重修龙王庙

碑记

清乾隆五十一年

十月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

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

编》，第７５册，第６４页

在门头沟区三家

店村龙王庙

４６ 过卢沟桥作
清乾隆五十三年

二月

陈琮纂：乾隆 《永定河志》

卷首，第５２页
在卢沟桥

刻于重

葺卢沟

桥记碑

碑侧

４７ 过卢沟桥作
清乾隆五十五年

二月

李逢亨纂：嘉庆 《永定河志》

卷首，第７９—８０页
在卢沟桥

刻于重

葺卢沟

桥记碑

碑侧

１２１北京永定河碑刻概说



（续表）

序号 名　称 立 碑 时 间 著 录 情 况 存 佚 情 况 备 注

４８
重 修 金 门

闸碑

清 道 光 四 年

（１８２４）

朱 其 诏、蒋 廷 皋 纂：光 绪

《永定河续志》卷 １５《附
录》，第４７７页；涿州市文物
保管所： 《涿州贞石录》，第

８８—９１页

现存河北涿州市

北蔡村金门闸

碑 阳、

碑阴都

有文字

４９
南上汛建造

灰坝碑
清道光四年

朱 其 诏、蒋 廷 皋 纂：光 绪

《永定河续志》卷 １５《附
录》，第４７７—４７８页

碑现无存

５０
重修金门减

水石闸碑

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朱 其 诏、蒋 廷 皋 纂：光 绪

《永定河续志》卷 １５《附
录》，第４７８—４７９页

现存河北涿州市

北蔡村金门闸

碑 阳、

碑阴都

有文字

５１
重修南上汛

灰坝碑
清同治十二年

朱 其 诏、蒋 廷 皋 纂：光 绪

《永定河续志》卷 １５《附
录》，第４８０页

碑现无存

５２
重修求贤灰

坝碑
清同治十三年

朱 其 诏、蒋 廷 皋 纂：光 绪

《永定河续志》卷 １５《附
录》，第４８０—４８１页

现存大兴区求

贤村

５３
禁止下口私

筑土埝碑
清光绪三年

朱 其 诏、蒋 廷 皋 纂：光 绪

《永定河续志》卷 １５《附
录》，第４８１—４８２页

碑现无存

５４
重 修 龙 王

庙碑
清光绪七年

在门头沟区三家

店村龙王庙

５５
龙王庙施银

题名碑

在门头沟区三家

店村龙王庙

５６
永定河十里

铺 渡 口 记

事碑

清光绪七年十

二月

赵玉良： 《永定河渡口记事

碑：记录历史的来往》， 《中

国水利报》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

在榆垡镇辛安庄

村永定河大堤内

机井房东侧

５７
“醇亲王到

此” 摩 崖

石刻

清光绪七年十月

二十日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

地区摩崖石刻》，第８１页

位于门头沟区丁

家滩村京门铁路

２号道口东北巨
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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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立 碑 时 间 著 录 情 况 存 佚 情 况 备 注

５８
王德榜治河

摩崖石刻
清光绪八年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

地区摩崖石刻》，第８２页

位于门头沟区丁

家滩村京门铁路

２号隧道西侧
石壁

５９
永 定 河 告

示碑

清光绪十年闰五

月十六日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日

下访碑录 （大兴卷、通州卷、

顺义卷）》，第５２—５３页

现存大兴区东、

西芦城村

两 碑

相同

６０
北上二号漫

口合龙将军

显著灵异记

清光绪十七年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

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

编》，第８６册，第１９３页

现存丰台区北天

堂村大王庙

６１
卢沟桥岱王

庙碑

清光绪二十一年

八月

现存卢沟桥岱

王庙
碑残

６２
重 建 金 门

闸记

清 宣 统 元 年

（１９０９）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

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

编》，第９０册，第１３—１４页；
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涿州贞

石录》，第 １００—１０３页；马
垒：《宣统元年 〈重建金门闸

记〉碑的史料价值》， 《文物

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现存河北涿州市

北蔡村金门闸

碑 阳、

碑阴都

有文字

６３
冯检阅使德

政碑

民 国 １４ 年

（１９２５）１月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

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

编》，第９４册，第１４４页

现存丰台区北天

堂村大王庙

６４

镇威军张总

司令以工代

赈创修永定

河汽车路德

政碑

民国１４年１月
现存丰台区北天

堂村大王庙

６５
琉 璃 渠 胜

诉碑
民国１９年

原在琉璃渠村，

现存永定河文化

博物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詹利萍

３２１北京永定河碑刻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