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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八达岭长城相比，位于怀柔的慕田峪长城和箭扣长城更显景致奇特，充满险情，是
探险的好去处。更特别的是，长城脚下的山村风格各异，不仅有山珍野味，栗子飘香，更有
明城堡遗迹和老外建设的中西合璧的家。从长城探险归来，不妨在这些山村小住，体验京
郊的小情调。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巫慧 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长城周边有很多明代历史遗
迹，龙泉庄村（原沙峪北沟）的摩
崖石刻就是其中的一处。龙泉庄
距离慕田峪长城驱车大约 15 分
钟，如果对追寻历史遗迹感兴趣，
从慕田峪下来后，不妨去一探摩
崖的究竟，然后再去田仙峪小住。

龙泉庄四面环山，其历史可
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原得名
于明朝长城古关擦石口，当年这
里曾是通往塞外的长城古道，也
许正因为如此，明代一些官人和

文人墨客在沿途寻游中，有感而
发，留下不少摩崖石刻。

如今，进村之后，村北 2 公里
至 5 公里处就能看到多处摩崖石
刻，记录了他们寻访长城古道的
真情实感，因为这些石刻，这里形
成了摩岩石刻风景区。据记载，
北沟摩崖石刻一共有 8处刻字（也
有一说是 9 处），分布在长约 2 公
里的山沟里。均为阴文，字体约
80 厘米见方。沟口第 l 处是横幅
字“警心慎辔”。进沟后距村约

500 米处东山坡上为第 2 处，竖刻
“观澜”2个大字，其左侧有“怀野”
2 个小字。再往里路西有两处石
刻：一处为横刻“秦皇旧址”，一处
为竖刻“李逢时书”4个小字。

村里人说，因修建长城，调集来
的民工大多居住于此。许多外来人
在此做起了小生意，后来就地安
家。最初在此安家的人里，有沈、
孙、魏三大家族，后来，一部分魏家
人搬到村外现沙峪村居住，沈、孙、
魏三姓人家则在此繁衍生活下去。

田仙峪村地处慕田峪景区西
侧，这里早在明朝修长城时就有了
人烟，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
据说，村委会门前的大槐树就是定
居于田仙峪村的先人所栽。今年
春节，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来田仙峪
村视察，更使这里名声大噪。

田仙峪村有两处比较大的山
泉，一处是村西北的珍珠泉，有卧
佛吐珍珠之说；另一处是村正北

的龙潭泉，有龙眼之说。两处山
泉在村北交汇后，构成怀沙河上
游的渤泉河。珍珠泉水池 3 米见
方，水深两米，条石砌成，水清见
底，一串串气泡从池底冉冉升起，
犹如粒粒珍珠竞相浮出水面，“珍
珠泉”由此得名。村里人还利用
这独具特色的山泉水，养起了虹
鳟鱼，怀柔当地有种说法，“北京
的虹鳟鱼养殖，95%在怀柔，而怀

柔的虹鳟鱼 80%以上来自田仙
峪”，因此来到田仙峪，看虹鳟鱼、
吃虹鳟鱼成为必不可少的体验。

几乎所有来到田仙峪村的
人，都会去村内的顺通虹鳟鱼养
殖中心参观体验。这里的虹鳟鱼
就生长在泉涌出的流水池内，观
之色彩艳丽，食之味美营养，这里
是养鱼者取经购种的地方，更是
垂钓、休闲度假观光的好地方。

长城脚下 小住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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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路线：京密路或京承高速到怀柔，经城区
西行走慕田峪景区方向。

公共交通：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乘936路公共汽
车直达景区（怀柔-慕田峪）。

特别提醒：目前正是怀柔板栗成熟的季节，成
熟板栗会自然落下，板栗是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
源之一，因此当地村委禁止游人随意进入板栗种
植区捡拾栗子，违者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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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通虹鳟鱼养殖中心。▼村民在剥怀柔板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