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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长辛店地处永定河古渡口附近，现北京西

南永定河畔，距天安门仅19公里，是明清“九省御

路”进出京要道上的重镇，是北京红色文化和近现代

工业文明的摇篮。这是一条具有近千年历史的老街。

追溯它成街的历史，恐怕比近在咫尺的卢沟桥建立

的时间还要长。

千年古镇长辛店名称的由来

相传宋代杨家将率大军向涿州进发，长辛店是必

经之路，北京主要水系永定河也流经这里。

古时，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之间水网密布，

河泊众多，沼泽散布其间，纵横交错，因而造成人马

劳苦，车履难行，交通十分困难，成为南北交通的严

重障碍。从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到达北京小平原，

只有沿太行山东麓山间的台地北上，才能顺利到达。

而进入北京小平原之前，必须经过永定河上的渡口

（卢沟桥建立之前）这唯一的通路，别无他择。随着

南北交流的日益频繁，古老的渡口，也就是后来的卢

沟桥，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而渡河的前一站就

是长辛店。

元朝《百官志》记载：“延祐四年（1317年）卢沟

桥、泽畔店、琉璃河并设巡检司。”根据这个记载，有专

家认为：“泽畔店”就是现今长辛店的古称。也就是说，

泽畔店有可能是长辛店最早的名字。

《宛署杂记》记载：“县之西南，出彰义门……

又一 里 曰 卢 沟 桥，又 四 里 曰 新 店 村，又一 里 曰 赵

村……”。“新店”为古时称谓，现在偶尔还能从老年

人口中听到。

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元年（1621年），御

史李日宣议：于都门抵良乡界五十里，设长店、大井、

柳巷（六里桥）等处。每五里设墩堡，宿兵十人，每有

窃发协力救出。”上面所述的“长店”与“新店”就是

现在的长辛店。在明代，长店与新店是两个相邻很近

的村落，长店在南，新店在北。随着南北交流日益扩

大，使这两个村和村前街道空前繁荣起来。酒肆店铺

摊棚林立，天长日久连成一片。而“长店”与“新店”

的村名，被衍化为长辛店的街名保留到今天。

07
2023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窦立敏 党瞳瞳  

美编：三番  校对：陈雪

合作单位：丰台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宛平
史话

扫一扫 更多精彩等待您

北
京
的
西
大
门
九
省
御
路

参考资料来源：
《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

千
年
古
镇

长辛店古镇记忆守护者—尹喜军

丰台区长辛店古镇，有一家民俗老物件陈列展

室。展室自2012年创建以来，共收集了3000余件老

物件，包括旧时商铺的牌匾，民宅的门牌，老式相机、

闹钟、煤炉……这些老物件被时光刻下了斑驳的印

记，也记录着长辛店人的乡愁。

从丰台区长辛店街道合成公社区居委会的大门进

入，过道墙上挂着按照南北顺序排列的20余块胡同

名牌，院内将近一半的空间存放着水缸、碾盘、老式砖

瓦，年代戏中的场景也比不上这片院落来得鲜活。

1961年出生的尹喜军，是土生土长的长辛店人，

曾多年担任丰台区长辛店街道合成公社区党委书记，

也是长辛店民俗老物件陈列展室的负责人。退休之后

的尹喜军，也一直张罗着这间展室的老物件收集和整

理工作，耐心细致地守护着已搬迁居民们对于长辛店

古镇的情怀。

创建展馆
古镇改造留下民俗文化遗产

长辛店民俗老物件陈列展室位于居委会院子的

东厢房，门前的对联写道“民宅民风民情民俗俗俗诉

历史，一砖一瓦一景一物物物吾传承”，红底金字在

冬日时节透露着暖意。展室内四面的陈列柜里放满了

老物件，“三五牌”座钟、老旧相机、小人书连环画、

粮票、厨具碗筷、鸟笼……属于老长辛店居民们的衣

食住行被分门别类地安置在这里，有的还附上了具体

的捐赠人信息。

展室中间，放着一张理发店铁座椅。“这是当时

第二理发店歇业之后捐的，三个人都搬不动，这是上

世纪老北京做饭用的砂盬子（锅），尹喜军记得这些物

件的每一个细节。他说，“展室的空间并不大，3000多

个老物件已然放不下，不少都已经存进了库房。”

2010年，丰台区启动了长辛店棚户区的改造项

目。他萌发了收集这些物件的想法，居民们陆陆续续

地将家中闲置的老物件捐赠到社区居委会。一直到

2012年，尹喜军在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与志愿

者们一起创建了长辛店民俗老物件陈列展室。

“我喜欢收藏，正式创建展馆时对于陈列物品的

定位，就是民间的生活用品，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用尹喜军的话来说，建立展室为的就是在古镇改造后

给长辛店留下一份民俗文化遗产，供大家回味—生

我养我的长辛店。老物件展室的存在也吸引着热爱长

辛店文化的朋友，共同让这份古镇记忆传承下去。

长话辛说
 传承古镇文化花样不断翻新

十多年时间里，尹喜军与文物保护志愿者们举办

过“古镇胡同照片展”，协助长辛店街道编辑制作了

光盘《长辛店大街掠影》《生我养我长辛店》以及画

册《长辛店印记》《长辛店大街掠影》。尹喜军热爱摄

影，这些画册中不少地标建筑以及胡同街巷都是他多

年来亲自拍摄，光盘的封装设计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他们还设计制作以长辛店名胜古迹、街巷胡同、铺首

门环以及古镇民宅为元素的扑克牌纪念邮票。

最近，由长辛店街道东山坡社区主办，长辛店古

镇文化讲解团•老尹讲古镇出版的《长话辛说》文化

专刊已出版了首期。尹喜军和文物保护志愿者们还借

助互联网社交平台，开设了微信视频号“长辛店老物

件”、抖音号“老尹讲古镇”等多个账号。

畅想未来
呼吁建造长辛店古镇博物馆

长辛店古镇历史悠久，曾是北京西南的重镇，

震惊中外的工人运动“二七大罢工”旧址就在长辛店

内。漫步在长辛店大街，红色、铁路、民俗、军事、商

贾、宗教等多元文化在这里都有体现，古镇将这些深

厚的历史底蕴封存在纵横交错的街巷胡同之中，这也

是老北京文化的缩影。

关心长辛店改造项目的尹喜军及时注意到政府

规划中很多内容涉及了古镇文化遗产保护。五里长辛

店，可不止有个老物件。“我希望在未来的长辛店古

镇规划改造中将长辛店古镇博物馆列为首期实施项

目，这个想法我们也一直在提，把现在展馆收藏的老

物件和长辛店多元文化融入其中，打造一个传承永定

河西文化集聚场所，成为供社会各界研究参观学习交

流中心。”尹喜军望向展室内一排排的老物件说道。

文/特约记者 薛某玄

此戥秤源于老长辛店首饰楼。秤杆为象牙

材质，秤盘、秤砣为铜质，秤星是按16两为1斤

标注的。

戥子学名戥秤，属于小型的杆秤，是旧时

专门用来称量金、银、贵重药品和香料的精密衡

器。中国古衡器为十六进制，一斤有16两，每两

是一颗星，16两是16颗星。他们是由北斗七星，

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组成。买卖人如把物

品称给人家足足的，就得足了星（福禄寿）。

1959年国务院发布了计量单位一律改为

10两为一斤的命令，在这以前杆秤、戥称衡器

都是按16两为1斤计算。成语“半斤八两”比喻

两个人技术水平彼此不相上下，实力相当，就来

源于此。

戥子

漏粉瓢是制作粉条的一种工具。

按照祖辈的传承，粉条 制作有十二道 工

序，漏粉时，要先把大锅的水烧开，锅台不远放

置一个冷水笸箩，灌满冷水，用来进行粉条冷

却。漏粉师傅站在锅台上，用一只手抱端着漏

粉瓢，另一只手把和好的粉面子放在瓢里后，

用手轻轻地敲击瓢沿儿，瓢里的粉面子面糊，

就会均匀的从瓢底下的眼儿里徐徐落下。 一旦

漏粉开始，其他人一定要配合默契，决不能有一

道卡壳。供面的，端瓢的，拨锅的，倒粉的，挂

粉的，要步调一致，漏出的粉条才会成功。

图文：长辛店民俗老物件陈列展馆尹喜军

漏粉瓢

长辛店民俗老物件赏鉴

距离北京城最近的古驿站

古镇长辛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西岸，这是

一条具有近千年历史的老街。

元朝在京建都的时候，这个坐落在东西两座小山

之间的村落叫作泽畔店，主要为进京过往旅客提供食

宿服务，也就是长辛店的前身。这里是沿太行山东麓

进京的交通要道，所以泽畔店内的大街南北两端建立

了城门，门内称作大街，门外叫作关外。

明清时期，这里曾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古驿站，

也是进出北京西大道的门户，俗称九省御路。无论是

进出京城的官吏，还是南来北往的商客，或是进京赶

考的儒生，都在此歇脚。

古时商业区南北五里繁华成片

明万历年间的蒋一葵所作的《长安客话》中描述

道：“中共络绎驰丹毂，侯伯新封就土疆，车马常百

计，夫皂不可量，即索旗帜引，仍求鼓吹扬，武夫排道

难，尘埃蔽穹苍……”这也印证了长辛店当时商业气

息颇为浓厚。

大街上店铺酒肆林立、车马声啸、热闹非凡。发

展到清朝，北至关门楼、南至九子河，大街南北五里

繁华成片，“五里长街”之名由此而来。

那时，街上商贾旅客云集，店铺酒肆林立，无论

打店歇脚的商客，还是进京赶考的儒生，或是穷困潦

倒的乞丐，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混杂其间，人来人

往，车马声啸，热闹非凡。

到了民国时期，长辛店被划到了河北省宛平县。

1897年清政府专门从英国聘请工程师勘测设计“卢

保铁路”（即卢沟桥至保定的一段铁路）的建设。在铁

路动工前，清政府在卢沟桥畔建造一个来生产简易铁

路配件的小型工程机厂，它就是“卢保铁路卢沟桥机

厂”。该厂即后来北京二七机车工厂和北京车辆工厂

的前身。

近代，这里发生过二•七大罢工，无数英烈的鲜

血曾经染红过这条老街，给这条古老的街道增添了一

抹壮烈的色彩。

长辛店现存有很多的古迹遗址，像老爷庙、清真

寺、火神庙、娘娘宫……这些，像历史的见证者，默默

地注视这座古镇。 

老镇常新  打造文化商务新地标

长辛店老镇将打造文化、商务新地标。通过挖掘

千年老镇悠久历史，传承老镇革命基因、人文基因、

商业基因，建设以文化为核心驱动，兼具文化魅力与

经济活力、融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科技，留住乡愁、

面向未来的文化复兴地区，打造集住宅、商业、文化

于一体的我市首个片区类城市更新项目，实现“老镇

常新”。

文/特约记者 曲栏

长辛店老镇总体城市设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