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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窝镇位于房山区西南，东与长沟镇接壤，南与河北省涿州市为邻，西与张坊镇连接，

北与韩村河镇毗邻。域内古迹众多，历史悠久。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代的镇江营遗址，

有战国时期蔡庄古城遗址，有市级云居寺名胜风景区以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照塔、玉皇塔，

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镇江塔、铜钟、岩上石狮、磨碑寺，还有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雕塑

中华石雕艺术园、汉白玉艺术宫等。作为北京市市级石材加工专业镇，以加工汉白玉为主，

享有“石材之乡”“书画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美誉。  

那么，大石窝何时成为镇级建制的呢？1949 年为房山县三区，1953 年为房山县新五区。

1954 年为房山县下滩乡、石窝乡、南尚乐乡、石门乡辖域。1956 年为南尚乐乡、石窝乡辖

域。1958 年划归周口店区长沟人民公社南尚乐管辖区。1961 年划归南尚乐人民公社。1983

年撤南尚乐人民公社。1995 年撤乡设南尚乐镇。2001 年镇址迁至石窝村，更名为大石窝镇。 

大石窝盛产的汉白玉久负盛名，享誉中外。分布在历代宫廷、殿宇、亭榭、楼阁等建筑

物中肃穆庄严的汉白玉雕塑精品，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大石窝

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而且蕴含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美学艺术的石作文化村落，这不能不让人感

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世人常说：“先有大石窝，后有北京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房山大石窝汉白玉的开采历

史自汉代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北京城则是明朝永乐皇帝时所建，充其量也就有

500 多年的历史，所以孰先孰后不说自知。永乐皇帝，即明成祖朱棣，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

璋的第四子，在南京登基。在朱棣继位的第四年，也就是明永乐四年（1406 年）下“诏书”，

筹建宫殿，分遣大臣采集木材。同时，在他原称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即北京）大兴土木，

并以南京都城宫殿额名以为驻跸。北京临时政权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大批工匠和差

役，从事采石加工，在元大都宫殿废墟上筹建宫殿、皇城，用了 10 余年的时间，到永乐十

八年（1420 年），主要建筑建造完成。于是，下诏书迁都北京，年号永乐。据有关文献记载，

朱棣新建的北京宫殿是仿照朱元璋在南京所盖的宫殿的规模，比南京的宫殿还要宏伟。 

北京故宫占地面积 72

万平方米，南北长 960米，

东西长 760 米，成一个长

方形，四周再围起高 10 米

城墙的城中城，这就是著名



的紫禁城。城墙外还有宽 50 米的护城河，紫禁城内各组大小宫殿还有高墙围护，宫墙外密

设警跸值房，明代叫红铺，清代称朱车，月夜传筹，往来巡警，称得上金城汤池。这座宏伟

的故宫建筑群用了大量的房山大石窝汉白玉做须弥基座及各种装饰，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的

建筑艺术和独特风格，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那么，什么是汉白玉呢？所谓汉白玉，是大理石中一种珍贵的品种，古时曾名燕石，《山

海经》中又称“白珉”。何谓“白珉”？《韵会》曰:“珉，似玉而非也。”也就是说，珉是一种像玉

的石头。 

房山大石窝的汉白玉开采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闻名天下。房

山境域历史上属战国时期的燕国，距大石窝东约 15 公里的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即为古燕国

的都城。《水经注》曰：“燕石如玉。”这里所说的燕石即燕地之石。 

由史料记载得知，汉白玉最早的开采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因汉白玉自汉代开始开采，

且是北方汉人的白玉，又区别于异域白玉（如和田白玉），所以叫汉白玉。这就是所谓的“燕

石如玉”也。 

说起汉白玉，首先要了解一下石材的类别与构造。世间的岩石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种

类繁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即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 

第一种岩浆岩，又称火成岩，由火山爆发时地球内核岩浆喷出凝结而成。这些岩浆又分

为深层岩、喷出岩和凝灰岩。属于火成岩的有花岗岩、辉绿岩、玄武岩等。 

第二种是沉积岩，又称水成岩，是岩石风化侵蚀分解后，在重力、水力的作用下结合的

产物。属于沉积岩的有砂岩、石灰岩等。 

第三种是变质岩。变质岩是火成岩和水成岩随着地壳运动和火山爆发，岩石进入地层深

处，在长期高温、高压影响下，改变了原来的结构，造岩矿物重新结晶、重新排列，最后形

成变质岩。属于变质岩的有大理岩、片麻岩、皂石和板岩。有机变质岩，即石灰岩在地质运

动中进入地壳内在高温高压作用下重新结晶形成的一种变质岩，属大理石的一种，再经地质

运动拱上地表便可开采（由碳酸盐经区域变质作用或接触变质作用形成），主要由方解石和

白云石组成，还含有硅灰石、滑石、透闪石、透辉石、斜长石、石英、方镁石等，其中质地

均匀、细润、晶莹纯白无偏色者称汉白玉。 

那么，大理石有何性能和特征呢？大理石是人们公认的雕刻造型良材，深受历代雕刻家

的尊崇与喜爱，其材料抛光性能好，可粗制亦可细做。古希腊的《维纳斯》、米开朗基罗的《大

卫》和我国的众多石碑坊、石桥以及不少佛教洞窟造像都是采用这种材料雕制而成的。 

大理石属于变质岩，其结构有明显的片层状，质地细腻，萤柔润韧，但断面晶粒不明显。

其缺点则是硬度和强度相对较低，易风化脱落。大石窝汉白玉石矿，在地质构造上正处于西

山坳陷中的褶皱隆起带，地层带状平缓，矿层位于元古界蓟县系雾迷山组第二段下部，共有

两个含矿层，7 个矿体，长度 790～1190 米，厚度 0.7～1.63 米。汉白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有机变质岩石灰岩在地质运动中进入地壳内，在高温高压作用下重新结晶形成了一种变质岩，

再经地质运动拱上地表。人们长期开采的，属于大理石类。这些大理石主要由方解石和白云

石组成。 

汉白玉洁白无暇、晶莹透亮、端庄素雅、肃穆庄严，是石中贵族。汉白玉是上苍对北京

房山人民的恩赐。但优质汉白玉多埋藏在数十米深的地下，开采过程复杂烦琐，异常艰辛，

取材大石窝的故宫石雕御路 



并充满了危险性和挑战性。在汉白玉矿脉 30 余层中，有半数以上是麻沙石英层。麻沙料也

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成黑麻沙、灰麻沙、白麻沙。最白的麻沙料白度可接近汉白玉，在每

一层常用料下都有一层或一层以上麻沙。一般人们广泛利用和熟知的按其不同材性和特点可

分成十三层。根据相邻层具有相近料的办法，可把汉白玉矿脉分为五大料段。每料段有材性

特点相近的常用矿三五层不等。 

地下第一料段是青白料段。该料段以石料的颜色特征命名，总厚度 3～5 米。第一层是

该料段上部分“青料”，料色重，较杂乱；第二层是该料段中间部分的“青白交混料”，青白料之

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渐变交融、和谐过渡；第三层是该料段底部的“白料”，纯白色，料

色与三尺厚接近，硬度高于三尺厚，开采价值非常高，但此料的绺门多而无章可寻，裂纹杂

乱无章。第三层料一般不用梁柱类选材，而多适用于加工工艺品类。此外，该料段三层料开

采时，一般与上层料同时开采出矿山，当地人有人主张归属一层，但其料色、料质、料价差

异较大。 

 

 

 

 

 

 

 

 

 

汉白玉文化艺术宫 

第二料段是漫绺料段。该料段以石料特有的漫道绺纹特征命名，总厚度 7-9 米。上部总

称大铁盖。第一层又名头层，石英大麻沙、黑麻沙，厚约 2 米。该料层的明显特征是上部

含有 0.30～0.40 米，下部含有 0.10～0.20 米的石英层。第二层即之间部分，有漫道，与大

小六漫相近，只是含沙感更强，相对更黑，相同环境出来的料更厚硕一些，该层料造价相对

较低，多用于建筑和雕塑的基础，也有经济条件较弱的利用其能出大块的特点来造牌坊和牌

楼等。第三层是石英，为大铁盖底层。第四层是小六漫，厚约 1.50 米，有明显的深色漫道，

漫道间白料 0.05～0.10 米，漫道一般不会是绺裂，此层一般出厚薄板材，利用附加值较高，

只要漫道夹在石板中间，出来的板材就较漂亮，小六漫料从深到浅都有，最厚的接近二尺，

但多数有褐色斑点和条纹。漫道就像洪水漫过沙滩留下的一层黑泥的垂直切面。第五层是麻

沙，厚约 0.30 米。第六层是大六漫，厚约 1.50 米，成色和材性大体与小六漫相同，不同的

是漫道间的白料层 0.10～0.25 米，也便于出小型方料。第七层是麻沙，厚约 0.20 米。第八

层是混绺，厚约 1.80 米，料性特征与大小六漫接近，漫道间 0.05～0.10 米，但不同的是混

绺料中布满了毫无规律的细小绺纹，此处的绺纹与漫道不同。 

第三料段是花铁料段。该料段总厚度 4～5 米。上部第一层是麻沙，厚约 0.20 米。第

二层是花儿铁上漫，厚 0.30～0.50 米，料白，但质量相对于花儿铁下漫要差，材性糟脆，

硬度较低，不宜细刻。第三层是花儿铁，厚 0.08～0.10 米，色褐红，质坚，硬度比汉白玉



高一度，与上下漫易脱裂，易损伤工具，目前没有利用价值。第四层是花儿铁下漫，厚 0.30～

0.50 米，料白，但质量相对于花铁上漫好些，材性相对适中。第五层是麻沙，厚 0.60～0.70

米，多为杂用。第六层是三漫，厚约 1.20 米，料白，晶莹透亮，硬度高，韧性好，抛光性

能好，质量上乘，便于精雕细刻。由于三漫料间有两道间断性花儿铁，使料分成三道 0.20～

0.30 米的不规则白料，因此出不了大料，但却是不可多得的小工艺品用材。第七层是麻沙，

厚 0.05～0.10 米。第八层是原碴，厚 0.40～0.50 米，料白，相对于三尺厚色偏暗冷，是汉

白玉中唯一偏色之料。但硬度高，韧性好，抛光性能好，便于精雕细刻，虽出不了大料，但

也是不可多得的小工艺品用材。 

第四料段是正料段。该料段总厚度 3～4 米。上部第一层是麻沙，厚约 0.70 米，白度

通常相对略高。第二层就是最重要的正料三尺厚，厚 0.90～1.40 米，料质白，晶莹透亮，

硬度高，韧性好，抛光性能好，质量上乘，便于精雕细刻。料间多夹杂汗线，淡黄褐色，柔

和，类似白布上的汗迹线。也有少数出现黑色的铁块或铁线。汉白玉是我国石材中第一个被

国际市场所认可的 M1101 号，主要用于建筑及其配套设施。此层料不仅质佳，出材率高，

而且弥足珍贵。第三层是麻沙，厚约 0.50 米。第四层是糙白，厚约 0.50 米，白度较高，但

料质含沙，材性糟脆，硬度较低，柔韧性较差，不宜精雕细刻。第五层是二尺厚，厚约 0.70

米，料质与三尺厚非常接近，只是厚度不及三尺厚，出大料无望，是出中型料的最佳选择，

其开采价值仅次于三尺厚，并与三尺厚共同构成了正料段，是汉白玉矿的核心料段。 

大石窝的石材品种繁多，质地优良，较为稀有，此地所产石材，柔韧且坚硬，最适宜雕

塑。尤其被誉为“国宝”的汉白玉特点更加突出。那么，这种珍贵的白玉石料有何特点呢？质

地均匀、细润、晶莹纯白无偏色者称汉白玉。汉白玉质地坚硬洁白，石体中泛出淡淡水印，

即人们常说的汗线。汉白玉白如雪、坚如玉、面如霜、清润素雅，雕刻出的艺术作品庄重伟

岸，富贵高雅，是中国唯一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一种优质白色大理石。房山大石窝所产汉白玉，

自古至今被公认为建筑石料精品中的极品。自汉代开采开采以来，从隋朝静琬法师为避免佛

经遭法难被毁而开启的千年石经雕刻，到唐、辽、金特别是明清时期广泛应用于浩大的宫廷

陵墓乃至皇家园林，汉白玉成了皇家的御用之品。正因其历史上一直属于历代皇家所御用，

所以又称为“白御石”。 

大石窝是北京市汉白

玉石材的生产地，在全国天

然石材品种及石材行业中

占有重要地位。盛产汉白玉、

明柳、砖碴、大六面、小六

面、芝麻花、大弦、小弦、

黑大石、黄大石、青白石、

艾叶青、螺丝转等十多个品

种。据统计，全国 83 种优

质石材中，北京有 4 种，

其中房山区 3 种，而大石

窝镇占 2 种，分别是被命名为国标 M1101 的“汉白玉”和 M1102 的“艾叶青”。白色优质大理

取材大石窝的云居寺石经 



石只有汉白玉一种，是同类产品中一字号的精品。周恩来总理还曾将“京西房山大石窝的汉

白玉”称为国宝。1998 年，国家标准工作组在福建泉州市召开的“天然石材统一编号”国家标

准审定会中，房山大石窝汉白玉被命名为 M1101, 被称为“中国一号”，并以抗压强度

156.4Mpa、抗弯强度 19.12Mpa、肖氏硬度 42.4 度、抛光度 102 度而名列“中国名特石材

品种”之首。 

据高端设备对大石窝地区的汉白玉储量探测表明，三尺厚储量达 90 多万立方，总量 450

万立方以上（由于青白底、上下漫、花儿铁，原查，二尺、未名层的矿层厚度比接近三尺厚

的六倍，所以三尺占成熟汉白玉总量的六分之一以下）。又据《房山县志》记载，长沟六甲

房产汉白玉。经考察，此地确有汉白玉出产（现已关闭），并且高庄和六甲房之间的后石门

诸山均产汉白玉，《后石门石渣洞考察记》可证明。如此看来，汉白玉产区以高庄为中心，

到辛庄产区约 1 公里，到六甲房产区约 3 公里，由此推算，即使不计辛庄到六甲房南北和

东西，还可能有矿藏带，即本矿带的汉白玉含量应在 2000 万立方米左右。 

大石窝镇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人自然资源。2011 年末，全镇有 24 个村

民委员会，辖区户籍人口 37910 人，以汉族为主，另有回族、壮族、满族 3 个少数民族。

辖区东西最大距离 12.0 千米，南北最大距离 15.2 千米，总面积 96 平方千米。 

按照首都建设“四个中心、一个之都”的战略部署、房山区“生态宜居示范区和中关村南部

创新城”的功能定位和京保石发展轴桥头堡的奋斗目标，瞄准高精尖经济结构要求，研究制

定了镇域发展新思路，即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实施“文化+旅游”“文化+生态”“文化+产

业”发展战略，着力抓好“一轴、两廊、四园区”建设，全力打造特色文化小镇，让“大石窝故

事、中国表达、世界传播”，使大石窝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成为京保石发展轴桥头堡上的文

化高地。 

“一轴”指的是什么呢？即以石水路为轴心，连接房易路、云居寺路，充分挖掘展示石文

化和佛教文化，打造特色旅游观光大道。石水路主要开展以清理两侧压占石料、绿化美化、

统一标识为主的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力争打造成首都环境建设市级达标大街。房易路打造成

集石雕艺术、文化展示、休闲购物于一体的特色景观大道，力争列入十渡景区区域环境综合

提升项目。云居寺路两侧着力营造佛教文化氛围。 

所谓“两廊”，指的是将贯穿我镇的拒马河、南泉水河打造成集休闲、观光、旅游于一体

的绿色精品走廊。对南泉水河、拒马河实施河道疏挖、堤坝浆砌、沿河路铺装、绿化美化等

工程，努力实现“洪畅、堤固、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同时，把河道治理与推进沿线各

村美丽乡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注入文化内涵，打造现代生态休闲优

良水环境，提高周边群众的居住生活质量。 

所谓“四园区”，即指云居寺文化景区、石文化体验区、田园休闲观光区、镇江营遗址保

护区。 

大石窝镇总体规划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北部（水头、下庄、三岔、前石门、后石门 5

个村）围绕佛教文化，建设好云居寺文化景区。以云居寺文化景区为核心，深入挖掘佛教文

化底蕴，利用废弃洞穴建设世界石窟艺术走廊，完善餐饮、购物、度假、养生等功能，建设

成为京西南佛教文化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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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高庄、石窝、半壁店、下营、岩上、独树、辛庄、北尚乐 8 个村）“化石为玉”，打

造石文化体验区。退低引高，对废弃矿山进行生态治理，建设矿山地质公园；引入高端元素，

与工美集团、故宫博物院深度合作，促进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力

求“点石成金，化石为玉”。 

南部（惠南庄、广润庄、南河、南尚乐 4 个村）依托万亩平原造林，打造田园休闲观

光区。围绕绿色食品供应、生态涵养、休闲观光三大功能，充分利用本镇 21700 亩平原造

林，积极实施“地上摇钱树，林下聚宝盆”的生态富民工程。发展林间运动休闲，积极推广花

卉种植、蔬菜种植、中草药种植，完善南河蔬菜观光旅游基地、半壁店中药材生产基地、王

家磨柴鸡养殖基地三大基地功能。同时，以亚洲最大泵站——惠南庄泵站为依托，做好进京

第一滴水的文章，开发旅游项目。 

西部（镇江营、塔照、蔡庄、下滩、王家磨、郑家磨、土堤 7 个村）开发文物资源，

建设镇江营遗址保护区。把镇江营遗址、蔡庄土城、塔照照塔这些稀有的文物资源整合起来，

借助照塔山前正在建设的紫藤长廊旅游观光项目，打造“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壮大文

化旅游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