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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 

吴元真  

 

北京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因塔及石经而闻名，因其年代久远，文物历史价值显赫，故

1961 年即被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云居寺与石经山在抗日

战争时期曾遭到侵华日军的轰炸、焚烧，被夷为废墟。战争的创伤以及自然和人为的损坏，

在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留给人们的也只有伤痕累累的几座唐、辽时期

的佛塔，以及散仆在遗址上各个历史时期的石刻文物和石经山上藏经洞内的石经了。 

1985 年成立云居寺修复委员会，决定重建云居寺。我参加了云居寺重建一期工程的工

作，承担云居寺山门殿的复原设计。重建前的云居寺院仅有山门殿的前门石门券还竖在遗址

上，其余殿宇厅堂房屋建筑荡然无存。设计前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地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

档案中我曾见到战火前的云居寺山门殿和一进院牌楼的旧照片。这无疑为复原设计工作提供

了可靠的依据，使其山门殿的修复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已是 17 年前的事情了。今年是云

居寺辽金石经出土 45周年，8月我参加了由房山石经研究会举办的第二届石经文化研讨会，

又引起我对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会后我回到国家图书馆，在善本部舆

图组同志的帮助下，见到了一本邓之诚先生旧藏的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云居寺与石经山照片

册，十分珍贵，有极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该影集为棕色片，凡 42 张，现依原顺序列表如下： 

 

 序号  尺寸（单位厘米）  照片上原有的说明文字  

1  11×15.5  四大部经成就碑记  

2  19×13  石经堂西壁经版  

3  19×13  石经堂东壁经版  

4  19×13  千佛殿即石经堂在云居寺东峰就洞为殿四柱造像旁刻

佛号四壁嵌石刻经版计妙法莲花诸经十二种一百四十

八版 此殿之中部  

5  15.5×11  藏经第一第二洞在石经堂南下  

6  15.5×11  第二洞石门缺楞内窥经版之影  

7  15.5×11  藏经第三第四洞在石经堂之东崖  

8  15.5×11  藏经第五洞在石经堂东院  

9  11×15.5  藏经第六洞在石经堂东院有董其昌宝藏石额  

10  11×15.5  藏经第七八两洞在石经堂之西崖唐僧洞之东西  

11  11×15.5  第七洞石门缺楞内窥经版之影  

                                                             
  吴元真，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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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15.5  小西天千佛殿西崖及绝顶石浮屠  

13  11×15.5  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石幢八稜在寺南塔北俗名压经

塔即藏经塔也此为辽大安九年以后通理通慧圆照续刻

经目天庆八年志才撰文（一）  

14  11×15.5  续秘藏石经塔记（二）  

15  11×15.5  续秘藏石经塔记（三）  

16  11×15.5  云居寺南藏经塔及石幢东望之景（照片上中部有墨书6

行）丁酉七月十二日于塔下掘出辽道宗造石经百十八片

辽僧通理大师所造四千十八片土人呼塔为鸭经塔盖压

经之譌  

17  15.5×11  云居寺之南二里下庄村为入山所必经诸山之水汇为溪

流柳杏成林清泉白石景极秀逸  

18  15.5×11  西域云居禅林唐静琬创始清溟波重修有乾隆八年碑志  

19  15.5×11  云居寺门前石桥  

20  15.5×11  云居寺前溪流  

21  15.5×11  云居寺西南多柏树  

22  15.5×11  云居寺全景北为罗汉塔南为藏经塔  

23  15.5×11  云居寺南藏经塔  

24  15.5×11  云居寺大殿牌枋  

25  15.5×11  云居寺客堂  

26  11×15.5  云居寺弥陀殿嘉庆御笔瞻礼诗原有亭今圯  

27  11×15.5  嘉庆癸酉重游御笔  

28  11×15.5  云居寺古松虬枝纷拏象龙形  

29  11×15.5  云居寺殿凡五层乾隆初多罗郡王允禧施助修建今祀为

护法在弥陀殿南诸佛塑像极庄严皆乾嘉时良工手笔也 

此为二十四诸天象（一）  

30  11×15.5  二十四诸天象（二）  

31  15.5×11  香树庵在寺北静琬于贞观五年刻大涅槃成山吼一夕生

香树五十余本  

32  15.5×11  云居寺北诸山及曝经台  

33  15.5×11  水头村在寺北村人多务农先皆寺中给事  

34  15.5×11  水头村在寺北为山泉导流处就岩下凿为窦泉流汇注由

此分流绕寺而出取源头活水之意因以为名  

35  15.5×11  琬公塔院（在寺北）  

36  15.5×11  云居寺多果木此寺北桃杏诸果林也  

37  15.5×11  水头全景  

38  15.5×11  小西天在寺西北五里千佛殿藏经洞皆在此  

39  14×11  小西天之西山多石壁古柏  

40  14×11  小西天五台山形如台者凡五  

41  15.5×11  小西天之东石壁千仞其下有井  

42  15.5×11  云居绝顶有开元二十八年王守泰山顶浮屠记  

这本相册是邓之诚先生的旧藏影集。邓之诚，江苏南京人，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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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1887 年 11月 29 日生于成都，1960 年 1 月 6 日卒于北京，享年 73 岁。邓先生早年曾任

“滇报”编辑，1917 年任教育部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1921 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

并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教授。1930 年起专任燕京大

学历史系教授。1952 年院系调整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生导师。先生是

著名的史学家，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等。 

这本影集的拍摄时间上限不会超过 1912 年。因为在石经山千佛殿上（雷音洞）内正面

照片中，供桌上摆着有宣统壬子年四月敬献小西天的香炉鼎。宣统壬子年四月即 1912 年 4

月。下限不会晚于抗日战争爆发。因为云居寺南塔及寺院内的殿宇建筑全部毁于抗日战火。

所以这本影集拍摄时间应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照片中的人物穿戴及树叶凋落的景色

可以判断当时已是深秋初冬季节，人们已穿上厚厚的棉袍。这时邓先生正在北京各大学任教，

照片应是先生考察云居寺与石经山时而摄。 

这本影集的史料价值在于它留下了云居寺与石经山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貌，这无

疑丰富了关于云居寺与石经山的图片文献，为我们考证云居寺与石经山原有建筑布局和单体

建筑形式提供直观可信的证据，可以更好地开展云居寺和石经山的文物保护工作。 

阅读这本相册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启示。 

一、 关于云居寺南塔即藏经塔 

相册中有三张照片可见南塔之影。其一，在“云居寺全景”中可见南塔之远景，与依山 

而建的云居寺北塔（罗汉塔）遥遥相对（图一）。其二，有一张“云居寺南藏经塔”全

景照（从南向北望）（图二）。其三，在“云居寺南藏经塔及石幢东望之景”中可见南塔的部

分塔座和塔身下部的局部（图三）（从西北向东南望）。 

根据“沙门志才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所述，南塔应是在辽天庆七年（1117）

将道宗、通理大师所刻石经皆藏瘗地穴之内，然后上筑台砌甎塔一座。从照片中所见此塔为

八角十一层密檐式砖塔。塔四周有矮墙围绕成方形塔院，塔基为八角形砖台，塔座为须弥座，

有斗栱勾栏的平座和三层仰莲瓣座。塔身中空，四正向辟门，四斜向砖砌破子棱假窗。一层

塔檐下补间铺作为双翘五铺作斗栱，以上各层塔檐下补间铺作为单翘四铺作斗栱。塔檐逐层

向里收，外轮廓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这是辽塔的特征。一层塔檐下仿木结构有砖雕椽头，

椽下系风铃，二至十一层出檐用叠涩手法跳出，仅角樑下系风铃。从照片上看南北两塔的高

度相当。 

二、 关于云居寺院的建筑 

照片反映的情况虽然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貌，但就建筑规模和建筑形式而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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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基本上反映了清初康熙年间溟波重修云居寺后的面貌。云居寺在清初由于是清帝祭扫西

陵时的必经之路，故寺院内建有行宫为帝王提供驻跸之所。因此清初的云居寺建筑规模是十

分壮观的。清末以后进入民国以来云居寺逐渐萧条，不可能再对寺院添砖增瓦重现辉煌。照

片中反映的画面其建筑也多是年久失修的样子。 

在“云居寺全景”照中可以看到，云居寺北路建筑屋面的变化形式是多样的，有大式硬

山调大脊、有圆山式单檐歇山顶、有硬山捲棚顶，还有民间常用的棋盘心顶等等。如在“云

居寺客堂”照片中可见圆山式单檐歇山捲棚顶带四周回廊的厅堂建筑（图四），其山面为方

格眼的壁窗通达檩下皮。面阔七间的大客堂，门为四扇五抹方格眼隔扇门，窗为四扇三抹方

格眼隔扇窗。这一切都保留了明末清初的建筑风格。相册中还有弥陀殿内二十四诸天塑像（图

五，图六），邓先生认为此“塑像极庄严皆乾嘉时良工手笔也”。两张照片只可见十二诸天，

尚缺一半实在可惜，但可以提示我们在弥陀殿内山墙及后檐墙前原有二十四诸天塑像，可为

复原弥陀殿室内布置时参考。 

三、关于小西天 

影集内有 16张照片可以追溯石经山小西天的旧貌，看到藏经洞前原有的建筑。有寺门、

有院墙、有房屋、有水井、有凉亭，还有悬挂铜钟的钟房（图七，图八）。这一切今天站在

雷音洞前能一眼撞入眼帘的只有那凉亭的七根半石柱依然挺立在原地，其余都不见踪影。照

片中的寺门尖山式硬山顶筒瓦屋面，两扇板门。院墙为碎石垒砌，墙体不高。房屋均为尖山

式硬山顶，有的是起脊筒瓦屋面，有的是用青石板叠 wa ，十分简陋。凉亭为石柱八角单 

檐攒尖顶。掛钟的小房在雷音洞东踏步旁南侧，券门南向，三面圆券露窗，硬山卷棚顶

筒瓦屋面底瓦为青石板，屋内悬掛一钟，从圆窗中可窥其钟。 

小西天千佛殿即石经堂又称雷音洞，就洞为殿，洞门是两扇木栅栏门向外开启。有正面、

西壁经版、东壁经版三张照片可见洞内石经版、千佛柱和洞内供奉众多的佛像，面向洞的四

面，大大小小近 50 尊（图九，图十，图十一）。洞前有一单坡顶的门厅，前檐为四根石方柱

承接檐檩，无窗无门，西山墙有一小门，东山与台阶上西院门的单坡筒瓦顶相接。门厅显得

很简陋，顶也是青石板叠 wa 。这肯定不是原状，可能是财力不足无力恢复原建从简而已。

雷音洞的西边，在七、八两个藏经洞间还有一个唐僧洞（图十二），照片可见唐僧洞的券门

及东壁。（按：图十二照片中的藏经洞编号与现实编号不符，藏经七、八两洞应是三、四两

洞。）这一切都可以为恢复小西天旧貌时参考。 

总之，邓之诚先生的这本影集是笔者见到有关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的老照片数量最多的

一种，为我们考证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的历史建筑提供了依据，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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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那位身穿皮袍头戴礼帽，戴着眼镜，时而在碑前俯身指点，时而伫立在碑前手抄笔录的

学者似是先生本人。在“云居寺南藏经塔及石幢东望之景”的照片上的题字应是先生 1957

年 70 岁时所书，可见在抗战前这次对云居寺与石经山的考察给老人家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我们在喜阅这本七八十年前的旧影集时，一方面为能获得这么多的珍贵图片史料而兴

奋，同时也深深地怀念这位才学渊博的史学家——邓之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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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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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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