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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宝光寺铜钟，通州区内发现的铜器中的重器还
有不少。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名体系规划（2016年—
2035年）》已获市政府批准实施。《规划》中有一份北京城
市副中心地名保护名录，通过里面的近百个地名，一张
清晰的古通州图就在眼前。

这些地名中就有“宝通寺”。据记载，宝通寺的遗址
位于通州区新城南门外粮食局加工厂院内。如今，铸造
于明成化年间的宝通寺铜钟就藏于通州区博物馆中。
这口钟的铸造时间晚于宝光寺铜钟，铜钟全高 104厘
米、口径66厘米，规格比宝光寺铜钟小了一圈。但相同
的是，宝通寺铜钟的钟钮也是两只蒲牢。记者注意到，
两只蒲牢相背站立，头部昂起，长长的虚发随风飘扬，大
口圆张，4条手臂的肌肉线条明显，锋利的爪子死死扣住
钟顶。此外，该铜钟的样式也与宝光寺铜钟相近。

不仅如此，该铜钟钟身上也刻着“皇图永固、帝道
遐昌、佛日增辉”等铭文，其余铭文则记录了这口铜钟
的铸造时间等信息。如“大明成化五年造”“捐资铸造
佛殿铜钟一口，计三百斤，祈资善利，福有所归，敕赐宝
通寺住持文杰”等。不过这口铜钟并没有雕刻丰富的
佛教铭文。专家表示，宝通寺铜钟造型端重古雅，纹饰
简练，可使钟声回环而悠长。

区博物馆的展厅内还有一些青铜材质的文物，虽
然没有两口钟的体积那么大，但是从所处的历史地位
来说，也算“重器”了。

馆内展出的一面宋代的方形铜镜，名为锭纽武士
纹方铜镜。据了解，这面铜镜是 1993年两位学生在梨
园镇北三间房村游玩时，于废弃的工地上捡到的。相
较于常见的圆形，这面铜镜四四方方，边长均为 8.5厘
米，厚 0.3厘米。镜背中心有银锭纽，纽两侧各有一名
武士。镜背面左侧还有一株树，树旁边还雕刻了古钱
等纹饰。器形俊俏别致，纹饰活灵活现。

郝一航介绍，这面铜镜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方面方
形的古代铜镜较为少见，另外宋朝是文化大繁荣大发
展时期，铜镜背面的纹饰开始出现故事性题材。中国
古代故事镜依其镜背的文化属性大致可以分为神话传
说类、先贤典故类、民俗文化类和绘画类。故事镜的出
现，说明写实艺术开始伴随装饰艺术的发展，以具化事
物的手法且具情节化的设定，在铜镜装饰纹样方面开
启新的篇章。

宝
探

之铜器篇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党维婷

副中心前两期铜器我们介绍了通州区博
物馆馆藏的历代铜镜以及燃灯塔的塔
刹宝镜与塔铃，本期则向大家介绍铜器
中的重器。

中国古代大部分的钟均由铜等材
料铸造，根据用途和悬挂地点又有寺院
法器、报时仪器、打击乐器等功能。如
今在通州区博物馆内就有一口明景泰
年间的铜钟，名为明代宝光寺铜钟。这
口铜钟不仅造型精美，而且保存完好，
钟身上还刻有汉文、梵字经文、藏文等
铭文与纹饰，为铜钟的历史戴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那么，这口铜钟的铸造者
是谁？铜钟有何亮点？其背后又隐藏
着哪些优美的历史传说？本期探宝我
们将一一揭晓。

从通州区博物馆北门进入展厅，明代宝光
寺铜钟就放在显眼位置，让人不由驻足细细观
看。明代宝光寺铜钟是通州区博物馆的镇馆
文物之一。据介绍，这口铜钟为泥范青铜所
铸，高 1.7米，钟口直径 1.1米，顶处壁厚 2.5厘
米，口处壁厚 7.1厘米，重约 3500斤，是个十足
的重器。尽管已近 600岁，但敲击钟身，钟声
依旧清脆悠长。

除了不同凡响的规格外，钟身上雕刻的各
种铭文和纹饰更吸引了无数参观者驻足。“上
面的信息太丰富了，就像是留给后人的谜题。”
一位参观者说。这口神秘大钟钟身分为三层，
每一层都刻有汉文、藏文、梵字经文等铭文。
汉字铭文出现在钟身的第二层，四周分布着精
美的纹饰。其中，“大明景泰年御用监太监尚
义发心铸造”揭示了铜钟的铸造年代和铸造
者，而“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等铭
文流露出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江山永固的向
往以及对佛教思想的推崇。

区博物馆展览策划人郝一航说：“这口铜
钟的第二层除了汉字就是弥勒佛、如来佛等佛
教的咒牌，而第三层刻的是经文，最上面就是

‘种子字’。种子字类似于汉语拼音，大量的种
子字拼在一起就是一篇完整的经文。”

记者注意到，铜钟的钟裙上方还刻着周易
八卦的卦象。郝一航解释，道教是我国本土文
化，佛教是外来的。卦象出现在铜钟上说明了
当时两种思想已经出现相互融合的景象。明
清时期的钟身上经常能看到卦象。

除了覆盖周身的纹饰和铭文，钟钮处的两
只蒲牢也是这口铜钟的亮点。中国古代有龙
生九子之说，蒲牢就是龙的第四个儿子。相传
蒲牢平生好音好吼，原本居住在海边，虽为龙
子却一向害怕体型庞大的鲸。当鲸一发起攻
击，它就吓得大声吼叫。人们根据其“性好鸣”
的特点，即把蒲牢铸为钟钮，而把敲钟的木杵
作成鲸的形状。敲钟时，让鲸一下又一下撞击
蒲牢，使之响入云霄且专声独远。

明代宝光寺铜钟钟钮上有两只背靠背站
立的蒲牢，每一只的后腿都踩在另一只的肩
上。蒲牢的外形为牛头、鹿角、蛇身、鹰爪。这
两只蒲牢的胡须和毛发根根分明十分立体。
两只蒲牢的爪子死死抓在钟身上，双眼怒目圆
睁形神兼备。

如今这口铜钟依旧是博物馆内最受欢迎
的文物之一。

600岁明宝光寺铜钟铭文繁复神秘

铜钟铭文映射宝光寺空间整体性

铜钟以前的所在地宝光寺位于通州区次渠地区。
据清康熙年间《通州志》记载，“宝光禅寺，在城西南次
渠庄，元大德元年（公元 1297年）建，旧名法华，明正统
年间敕赐今名，内有定光佛舍利宝塔。”另据记载，明英
宗、代宗两朝北京城内出现了多所敕建或敕赐寺院，比
如法海寺、智化寺、宝光寺、隆福寺等。

宝光寺内原有明正统五年（公元 1440年）“敕赐宝
光禅寺助缘记”碑和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敕赐宝
光禅寺刺血写经题名记”碑两通，其中后者的碑文中指
明宝光禅寺的重修时间为明正统元年（公元 1436年）。
宝光寺为南向二进院落，其建造者就是铜钟的铸造者
尚义。

通州区博物馆相关研究人员介绍，明代宝光寺铜
钟铭文采用了梵、藏、汉三种文字，以及咒牌、种子字和
真言三种形式。铜钟的铸造不仅体现在当时汉藏交流
的背景，而且在宗教信仰传承、佛域空间构建等方面各
具特色。

首先，铜钟铭文的内容显示出佛教信仰的继承和
发展。“铭文的核心是七佛，这与定光佛舍利塔的主题
呼应，显示出自辽代以来七佛信仰的传承。其中部分
真言亦可追溯到西夏译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研究人
员介绍。

其次，宝光寺现已不存，但是对比该铜钟可以隐约
看到一个涵盖诸寺建筑本体及其内部造像、绘画、法器
的完整体系。宝光寺铜钟真言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设计者对佛域空间整体性构建的尝试。“比如各组
真言止于北向坤位、同类真言分列纵横轴线两侧的做
法，可能受到汉地建筑群中轴对称格局的影响。”

比宝光寺铜钟小一号的“重器”们

本报讯（记者 陶涛）日前，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区委七
届四次全会于7月26日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赵磊主持会议。

会议研究了区委七届四次全会安排。全会主要任务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听取
并审议区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总结 2022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部署下半年工作，审议通过《中共北京市通州区
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草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

区委七届四次全会7月26日召开
赵磊主持

本报讯（记者 柴福娟）昨天上午，市
委常委、区委书记赵磊围绕“副中心产业
高质量发展”到企业走访调研。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聚焦“3+1”
主导功能，培育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为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增势蓄能。

北京闼闼同创工贸有限公司经销商
遍布全国，业务已开拓到 12个国家和地
区。赵磊详细了解公司发展、产品研发
测试等情况，希望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发
展理念，不断拓展产业链，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

北京华商三优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研发
与应用，2021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 亿元。
赵磊仔细察看充电桩智能监控平台、源
网荷储协同互动及充电桩数字化生产线
运行情况，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指
出，发展储能技术对推动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更好服务碳达峰、
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企业要进一步发
挥技术优势，助力城市副中心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有关部门和属地要
注重优存量、扩增量相结合，持续为企业
提供优质服务。

漷县镇一方健康谷园区致力于打造
城市副中心标志性的医疗健康智慧园
区，目前已签约企业 11家。赵磊实地察
看园区规划建设情况，对园区招商引资
工作表示肯定，指出，要加速政策、资金、
人才向核心产业和核心企业集聚，培育
形成集群新优势。

赵磊在调研中指出，实现高质量发
展，重点在产业、难点在产业、希望也在
产业。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聚焦“3+1”主
导功能，围绕产业转、盯住产业干，合力
跑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度”。要打造
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强化技术研发创新，
提产能、增效益，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要
强化产业布局，统筹做好精准招商、精细
服务，推动产业高水平布局、高效率落
地、高质量发展。

赵磊强调，要完善产业支持政策、培
育机制、服务体系。主动靠前，紧盯行业
发展新形势，深入研究企业发展现状、特
点、趋势等，努力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全
方位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
准靶向助企纾困解难，推动惠企政策落
实落地。

当天，赵磊还来到北京英惠尔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调研。

区委副书记、区长孟景伟一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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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记者从市规自委通州分局获悉，
该分局会同副中心规自局，组织城建院、市规划院等编制完
成了《轨道交通M101线资源聚集、一体化和实施保障“一站
一册”》，加快推进“轨道+土地”一体化规划实施。该项目
计划于今年三季度开工建设。据悉，M101 线共设 14 座车
站，目前城市副中心站和北京大剧院站已随所在项目一同
开建。按照“一站一册”，其余 12座车站中设有综合一体化
车站5座、功能一体化车站5座、景观一体化车站2座。

据介绍，轨道交通 M101 线体现出“三个第一、三个之
最”，即城市副中心第一条内部南北向骨架轨道交通、第一条
承接市级赋权推动的轨道交通、全市第一条“轨道+土地”模
式示范线，突出表现出网络化换乘最便捷、站城一体化衔接
最紧密、规划设计推进最高效的特点。M101线对构建城市
副中心绿色公共交通体系、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促进职住平
衡、带动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站一册”按照车站周边用地资源、一体化核心用地
和轨道建设实施保障三个圈层，全面梳理了 M101 线各车
站周边用地现状、规划、审批和供地、实施计划等内容。
通过每个车站六张图，即站点区位图、现状一张图、规划

资源图、方案优化及指标聚集图、一体化示意图、实施保
障图，为“轨道+土地”一体化实施打好基础，保障M101 线
按期开工。

车站周边用地资源圈层，为十分钟步行生活范围，“一
站一册”主要梳理了用地规划情况，并统筹车站方案和周
边城市需求，进一步优化规划、聚集指标，支撑后续工
作。市规自委通州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用地资源圈
层在前期几轮规划基础上，按照“规模进一步提升、功能
进一步混合”的总体原则，重点对行政办公西区站、会议
中心站、龙旺庄站、玉带河大街站、体育中心站 5 个车站周
边规划提出了优化建议，使功能布局进一步完善，规模配
置更趋合理。除规划用地规模提升外，用地性质进一步
优化。

一体化核心用地圈层，为轨道与城市功能紧密互动范
围，主要研究车站及附属设施与未实施用地关系，梳理一体
化类型和衔接条件，划定一体化研究范围，支撑后续场站一
体化工作。M101线共设车站14座，目前城市副中心站和北
京大剧院站已开建。其余 12 座车站中，综合一体化车站 5
座，分别为通州西站、通顺路站、行政办公西区站、体育中

心站、张家湾站，均为轨道微中心，车站主体进入规划用地
范围，周边可利用用地资源丰富。功能一体化车站 5座，分
别为商务园站、会议中心站、龙旺庄站、玉带河大街站、张家
湾东站，车站主体或附属设施与用地相连，周边有可利用用
地资源。景观一体化车站2座，分别为通胡大街站和张家湾
西站，车站周边多为现状建成区或绿地。目前，场站一体化
涉及研究主体均已确定，主体单位正在密切配合开展场站
一体化方案研究。

实施保障圈层是保证轨道车站开工建设的最小圈层，包
含车站及附属设施、交通导改和管线改移等施工最小用地范
围，重点用于支撑轨道近期实施。此范围内，规划部门细致
梳理了每块用地的现状权属情况、审批情况和地上物情况，
目前，各主体已进行对接。

轨道交通M101线项目已列入北京市2022年重点工程，
计划三季度开工建设，工程实施后将成为“十四五”期间城市
副中心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市规自委通州分局常务
副局长郭宝峰表示，将以轨道交通M101线一体化高质量实
施为契机，促进未来城市副中心建设由“打基础、补短板、有
序拉开城市框架”向“立长远、强功能、全面上台阶”转变。

三个圈层六张图助力“轨道+土地”一体化实施

轨道交通M101线今年三季度开工建设

昨日上午，以“全民健身幸福健康行，骑游遇见最美副
中心”为主题的城市副中心运河骑游季活动在城市绿心森
林公园拉开帷幕。近千名骑游爱好者并肩齐发，开启了副
中心的骑游之旅。今年副中心骑游季将持续到10月，并开
辟了青年、工会、妇女等8场骑行专场，通过设置不同路线，
展示城市副中心的历史文化底蕴及生态发展成果。

绿道建设助推骑游普及绿道建设助推骑游普及

在当天活动现场，不仅有老年人、年轻人，还有不少小
朋友。7岁的吴昱辰和爸爸妈妈都是“骑行迷”，头盔、骑行
服、手套……一身专业骑行装备，让这一家三口格外显眼。
吴昱辰5岁那年，爸爸给他买了一辆山地车，此后一家三口
就开始了周末的骑行之旅。从 1公里、2公里到 5公里、10
公里，现在吴昱辰已经成了“专业骑手”。

受绿道骑游活动的影响，不少市民从最初的观众变成
了参与者和追捧者。昨日的启动现场，还有不少来自乡村
的骑行队伍，张家湾镇里二泗车队的林广召就是其中一
员。林广召今年 59 岁，是里二泗村村民。“以前电视上总
能看到自行车比赛，后来家门口办起了骑游活动，我也试
着骑了起来，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这项运动可太好了，骑
在自行车上就能欣赏到各处美景。”随着大运河、西集、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等地绿道的陆续建成，老林的骑行路线也
丰富了起来，“家门口骑行既锻炼身体又欣赏了家乡美景，
别提多享受了。”现在，老林所在的村里成立了专业骑行队
伍，固定队员近 50人。像这样的基层骑行队伍，在副中心
还有很多。

区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齐思文介绍，随着副中心骑行
氛围越来越浓，街道、乡镇都陆续建起了骑行协会。“以前这
类体育协会在城区开展得比较好，这几年城市副中心在一
些乡镇建起了大型公园、绿道等，也促进了骑行运动的发
展，西集、梨园、张家湾、永乐店等乡镇都陆续建成了骑行车
队，有些还是村内骑行爱好者自发组建的，可以说骑行运动
在基层得到了大大普及。”（下转2版）

徐行水韵林海 悦享缤纷家园

绿道骑行成为活力之城金名片
本报记者 田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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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村安置房项目首栋
住宅楼冲出“正负零”

近千名骑游爱好者在骑行中近距离感受副中心生态建设成果近千名骑游爱好者在骑行中近距离感受副中心生态建设成果。。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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