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析故事两则 

 

密西根大学杰奎琳.霍华德女史，在采访王瑞丰先生夫妇为北京百望山森林公园捐建一座《望

乡亭》的事迹后，写了一篇中译名为《密大科研人员为和平建亭》的报导

(http://www.ur.umich.edu/0708/Sep24_07/spotlight.shtml)，文中提到瑞丰先生讲的二个故事。为便

于未到过望乡亭和百望山公园的朋友们了解，我收集了些图片资料，对两个故事作些解析。 

故事一是：“王瑞丰在农大工作期间，常从办公室窗口看百望山公园。他说，直到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公园所在地百望山一直是游击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前线，因此山上只剩下石头。” 

望乡亭所处的百望山公园，在北京西郊太行山余脉小西山东端的黑山扈，是京城通往北部

的要道之一。相传北宋年间(约公元 960-1014)，辽兵侵扰宋边境，杨家将杨延昭(杨六郎)率兵战

辽将韩昌于山下，其母佘太君登山望东北、西北观阵助威。后人尊崇杨门忠烈，故称此山为“望

儿山”，此岭为“太君岭”，佘太君观战站立处为“望儿台”，并立有雕象(见照片 001、002、003)。
1989 年 10 月，为正式建成森林公园，请当时北京市负责人、法学家张友渔题写公园名称时，张

先生将“望儿山”改名为“百望山”(见照片 0004)。 

抗日战争时期，1937 年 9 月 8 日，由北平各界救亡人士联合组成的国民抗日军，在黑山扈(望
儿山)与日本侵略军激战，重创日军，并用轻武器击落日军飞机一架，取得了辉煌战迹。 

为了纪念黑山扈抗日战斗六十周年，于 1997 年 9 月 8 日，由北京市海淀区和首都绿色文化

碑林管理处，组织当年参加过黑山扈战斗的部份老游击队员及巳故游击队员家属，自愿捐资植

树，营造了“游击队之林”(见照片 0005、0006)。 

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曾任过太行山区、县游击队长，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于 1996
年 10 月，也为百望山公园题词“太行前哨”并立碑(见照片 0007、0008)。 

瑞丰先生讲的第二个故事是，“他看见公园里有一座前日本兵捐建的小亭子，日本人以建亭

表达他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歉意。”这座亭子称“中日友谊亭”(见照片 0009)。还立了一碑，

由日本国田栗荣太郎题字“赞乡爱林”(见照片 0010)，碑背面还题诗一首，意是日中两国人民

历来互有来往，同文同种，亲善友好是当然等友好诗句(见照片 0011)。 

正如原北京市负责人郑天翔题“小西山造林绿化记”中记述的(见照片 0012、0013)，1949
年解放时，小西山绝大部份为荒山秃岭，水土流失，风起沙扬。1954 年 12 月北京市政府订出三

年造林绿化计划，组织军民奋战三年，胜利完成预定植树造林任务。也正如瑞丰先生提到的，“过

去农大的一些老同事，就是当初的志愿上山植树的队员，把一袋袋土壤扛到山上，亲手种下的

棵棵树苗。” 

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使现在的百望山公园树木植被繁茂，山青水秀，四季佳景。还建

成了由国家领导人、社会名人名家题字刻制成几千方碑的首都绿色文化碑林等人文景观。成为

京城民众喜爱的休闲、赏景、健身的乐园。 

http://www.ur.umich.edu/0708/Sep24_07/spotlight.shtml


真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当我们悠闲、愉悦在百望山公园这座优美的乐园中时，定要

感恩前辈们和广大园林工人们所付出的辛劳！也要感谢像王瑞丰先生夫妇等奉献爱心，为公园

添景缀绿的朋友们！我们更要身体力行，多来奉献一份爱，贡献一点力，不断营造生存环境，

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杨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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