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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陵与房山县城的修建 

房山城关与燕山石化连接的地方有一座万宁桥，附近有居民密集的万宁小区，城东有朝

曦公园，南大街有一座很有名气的饭店称为“奉先居”。这些名称很有历史的沧桑感，房山县

城最早的名字叫“万宁”，后来改为“奉先”，房山号称 800 年的古县城，名副其实。 

说起房山县城的修建，还要追溯到金陵。在今天房山美廉美商厦西南角，一块长方形汉

白玉石碑简约记载了这段历史。 

房山古县衙碑记 

巍巍大房，圣水流长；京畿西南，人稠地广；物产丰盈，民风淳良。房山城关，古都名

邑，商旅辐辏，财源汇聚；人气旺盛，名噪京西。 

金大定廿九年（1189 年），始建万宁县。春秋二度，更名奉先。县城西北，山形似房，

元朝至元（1290 年），定名房山。明清两代，屡有修葺，以石筑城，雉堞雄奇；南门迎恩，

东门朝曦；西曰揽秀，北曰拱极。四门大开，官民安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属河北省。1958 年，北京市辖，称周口店区。寒暑双载，

复名房山。1987 年，改房山区。八百年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乃政治中枢、经济重心、

文化中心。八年之前，区府东移，城关办事处以此为官署，顺应天时，巧借地利；各界同心，

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百业兴旺。今秋办事处喜迁新址，于此兴建商厦，八百余年古县衙必

将更加繁华。 

抚今追昔，感慨多方；福佑之地，立此碑坊。皇天后土，荫庇故乡，在兹念兹，永世不

忘。 

房山区城关办事处  

公元二零零六年五月 

 

唐朝时期，有一支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游牧民族，被称为“黑水靺鞨”，即后来的

女真族。1115 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大金政权，定都上京。1127 年，北宋经历

了靖康之耻，徽钦二帝北掠，北宋灭亡。此后，金兵继续南下，虽然遭到南宋军民的抵抗，

但南宋皇帝“暖风熏得游人酔，直把杭州做汴州”， 无心收复中原。1141 年，宋金签订了绍



兴合议，以东起淮水，西到大散关划界，形成长达百余年的南北对峙局面。金兵占据中原以

后，统治着大半个中国的版图。海陵王完颜亮夺取帝位后，雄心勃勃，为了彻底消灭南宋、

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1153 年决定迁都北京，改燕京为中都。 

由于海陵王是弑杀熙宗而登基的，迁都遭到一些权臣贵族的反对。为了收附人心，巩固

统治地位，迁都后海陵王决定将金人（女真族）的祖陵从黑龙江的阿城迁往北京。他派人在

北京附近寻找万年吉地。1155 年 3 月，选中了大房山这块风水宝地，决定“以大房山云峰寺

为山陵，建行宫其麓”。在一年之内将金太祖、太宗的陵寝，以及他的父、叔和熙宗等陵墓迁

葬到大房山脉的九龙山下。 

1161 年，金世宗完颜雍登基，改元大定。他在位期间，北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他

继续进行陵墓建设，金陵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并在陵区东南方向修建了万宁县城。两年后更

名奉先县，蕴含着侍奉祖先万世安宁之意。大房山下的金陵，安葬了金始祖以下 10 位帝王、

建国后 7 位帝王，还有数十位完颜宗室、后妃也葬于这里。金陵是北京地区修建年代最早、

占地范围最广的帝王陵墓群。 

皇陵当然要有军队驻守。按照古时惯例，每逢帝王生辰、忌日、寒食、七月十五等重要

日子，皇帝还要亲自或派遣朝廷命官前往祖陵祭祀。这样在大房山下，聚居的百姓也日益增

多。1189 年（大定二十九年），为了侍奉并护卫山陵，朝廷决定将良乡县西境、宛平县、及

范阳县的一部分析出，设置万宁县。《金史》记载：“奉先县，大定二十九年置万宁县以奉山

陵，明昌二年更今名。”大约今天的大石河以西的村镇，远至十渡霞云岭等地区都属于万宁县。

1191 年改称奉先，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近百年。 

不过，最早的万宁县城并不在今天的位置。据考古专家考证，最初的城址在今天洪寺村

附近。明朝曹学佺著有《名胜志》，记载万宁县城遗址位于房山城西西一里，筑一座小城在

山前，方圆不过几华里。洪寺村塔湾曾经有磬宁宫遗址，那是金代帝王祭祀皇陵的行宫。县

城即在进入陵墓区的门户。 这座小城的规模很小，如果仅仅为侍奉皇帝陵墓还勉强可用，

但是作为一县治所，就显得过于狭小局促了。于是，很快在小城东又按县城规制筑一大城。 

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土城，城墙高丈余，四周长四里有奇，四面城墙长各一华里，各有城门

一座；东门称“朝曦”；南门称“迎恩”；西门曰“仰止”；北门曰“拱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因县的西

北方有巍然屹立的大房山，其猫耳峰、马耳峰“形

如折俎，其形似房”，所以改名房山县。在旧城的

基础上，加以扩建。周围一千四百五十步，四面

开门。东门额曰“朝曦”，南门额曰“迎恩”，西门额

曰“揽秀”，北门额曰“拱极”。 

房山城垣的修建经历了几百年的岁月沧桑。

明清两代，县城多次重修。明朝穆宗时，改建为

石城。此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房

山县的县衙地址始终在县城西北角。 

明弘治年间，将城墙增高加厚。武宗正德时，

再次重修，添设了各门上的城楼，以便于防守。



明隆庆年间，因为土墙禁不住风雨侵蚀，容易塌坏，遇到战事难以防守。县令李琮号召民众

捐俸钱粮加固城墙，当时全县绅商富户踊跃捐资，百姓出力，改建石城。采县北歇息冈一带

出产的花冈石，作为原料。以石灰拌合黄土和沙子进行砌筑。工程开始于隆庆二年（1568

年）秋，虽然工役浩大，由于全县上下官民的齐心协力，进展十分迅速。到了隆庆三年（1569

年）春，即行告竣，非常坚固。境内举人郑民悦撰写了《房山改建石城记》，详细记载了修

建过程，称当年的城墙“雉堞嵯峨，雄严险固”。清朝初期，城墙残坏。顺治和康熙年间几次

重修城墙，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又增筑了瓮城。东瓮门额曰“开德”，门额曰“近光”。南

瓮门额曰“志成”，改正门额曰“迎晖”。西瓮门额曰“蟠趾”，北瓮门额曰“赉恩”。 

中华民国六年（1917 年），因部分城墙的里面有塌落的地方，又行修补。1937 年日寇

侵华时，房山城墙全都受过炮击。中弹的地方，只呈一个凹坑，依旧岿然屹立。因此，这座

石城素有“铁城”之称。 新中国建立后，以防御为主要功能的城池已失去作用，学校、医院

及政府机关不断增多，建筑占地面积逐渐扩大。为了交通便利和城市建设需要，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城墙逐渐拆除。1980 年前后，旧城垣已经全无踪迹。   

房山旧时有一句民谚：“京涿州，怯良乡，不开宴的房山县。”这句话也与修建房山城有关。

关于“不开眼的房山县”，其来历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房山县城始建于金朝大定年间这

座土城。明朝隆庆年间，知县李琮命人采石筑城，要把县城建成一座坚固的石头城。可那施

工的总监官为了在知县面前讨好，一再催促工期要往前赶。本应两年完工，他非要一年半完

成不可。工匠们不畏严寒酷暑，夜以继日地苦干地干。一年半，石头城终于按期建成。可到

了夏季一下大雨，那雨水全都往城的内侧流，县城里到处是水。原来，为了抢进度，城墙上

忘了留出外泄雨水的水眼了。知县李琮是又气又恨，把那总监官找来，重重地打了五十板子，

还处一千两罚金。后来，人们就把这座没有泄水眼的石头城说成是“不开眼的房山县”。 

第二种说法是说房山县城正好处于西行御路之侧。一次，乾隆皇帝到易县西陵祭奠先父，

路过房山城。当时的知县为人刚毅正直，他只是在城门前摆了桌清茶，算是接驾，简单地迎

送一下。乾隆皇帝心里很不痛快，但当着文武百官又不好意思说什么。过了房山县城之后，

他便对大臣和珅说道：“这个知县可小气，连顿饭都没让朕吃上，真是不开宴的房山县呀！”那

和珅也对这杨知县不摆宴席接驾耿耿于怀，听皇上这么一说，连声重复了几遍“皇上圣明，

这儿真是不开宴的房山县呀”。说着说着便有意说走了音，说成了“不开眼的房山县”，意在表

示对那位杨知县的不满。不久这句话就传开了，后来有人将这句“不开眼的房山县”与早已流

传的“京涿州，怯良乡”连在了一起，就成了“京涿州，怯良乡，不开眼的房山县”。 

其实，清朝皇帝出京西行祭祖，沿途七十华里设一座行宫，为皇帝驻跸及车马随从的休

憩、吃饭、住宿服务，房山境内，设有良乡的黄辛庄、长沟镇的南正两处行宫。皇帝西行，

不论是早饭还是午饭都赶不上在房山县城吃。皇上在良乡县城吃午饭，晚饭就赶到南正行宫

或涞水行宫去吃。当年杨知县没有设宴招待皇帝，无可厚非，皆在情理法度之中。房山人历

来厚待远客，绝不小气；自古以来房山民风民情朴实、宽厚、大度和好客，待人接物、礼尚

往来都很讲情理、重礼仪。近年有研究北京地区地理、风俗的学者认为，这三句话都说的是

县城建造。 

房山县城的教育 



作为县城，房山城关地区的文化教育一直是全县的首善之地。 

云峰书院是科举时代房山的学宫（县学）。房山城里东南角有一个庙宇群，按由西向东

的顺序是：孔庙、文昌宫、忠烈祠、贤孝祠、云峰书院和药王庙。云峰书院由邱锦创建，院

址在今房山中学，地基由吉羊村苗氏所捐。清嘉庆十一年（1806 年），房山县县令黎德符会

同本县进士徐梦臣等筹资增建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六间、大门及照房七间，是一个有十八间

房的四合院。他亲自制定《云峰书院条例》，其中规定：书院设掌院、主讲席，供“诸生请益，

朝夕攻磋”，“设斋长五人轮流执事”。此后 30 年间，书院规模、设施、规章日趋完备。历史上

的书院是知识分子进修学问、研习讨论的场所，当年在这里进修的都是准备进行“乡试”的“廪

生”或“秀才”们，这些人平时在家读经或来院深造，习作“八股”，准备走“学而优则仕”的官场道

路。道光十五年（1835 年），房山县令杨源钜会同本县举人李心莲又筹建讲堂三间。清朝末

年，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国门。清光绪二十年（1895 年），书院开始购置新书。

1905 年科举废除后，学董赵连城、陈智、赵宗瀛等将书院改办为房山县县立高等小学校，

即现在房山区城关小学的前身。 

1944 年，日伪统治末期，在房山县立高级小学校内，增设“农业职业班”一个班，招生

四十名。开设初中课程，兼习农事。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县政府把农职班改为初

中，算做初中二年级，又招收初一年级两个班（甲、乙两班），学校开始定名为“房山县立初

级中学校”，校内分小学部、中学部两部。至此，房山县内开始有了中等学校，这就是房山中

学的前身。 

1948 年 12 月 14 日凌晨，房山县城解放。房山中学由军管会接管，从 12 月 14 日起，

除“公民”课取消外，各班一律按原有课程表照常上课。1949 年 1 月，房山县人民政府在顾

册村召开新区教师学习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及有关的方针政策。中小学

教师受到了政治上的启蒙教育。1949 年３月３日，县长杜恩霖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

宣布正式接管及有关干部任命。根据杨槐堂校长倡议，定３月３日为房山中学校庆日。当时

中学部有初中４个班，师范班１个班。1950 年２月，又招收师范一年级 1 个班。1952 年９

月以后，两个师范班搬到顾册，成立房山初级师范学校，房山的师范教育由此开始。 

长育小学是民国年间房山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长育小学的创立者是常耀堂、肖鼎三、

李琴舫。常耀堂，城西洪寺人，天津法政专业毕业。1919 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常耀

堂受过高等教育，思想进步，决意兴办学校、振兴实业。1920 年农历九月九日，三人便以

长沟峪窑业联合会的名义在洪寺村创建了长育乙种工业学校。常耀堂捐出洪寺村西南留台尖

下的 10 亩煤场作为校址，55 名学生来自长沟峪、县城、顾册、石楼、坨里、北坊、公主坟、

下禅房、大董村等地。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教育经费由常、肖、李三家主持的长沟峪窑业联

合会支出。1921 年春，长育乙种工业学校改名长育高级小学校，设一个初小女生班，招收

40 名女生。    

1927 年，改校名为长育两等小学校（后来改为长育完全小学校）。长育小学培养了很多

有为之士。有当代著名作家苗培时、北京市副市长苏展（原名于克正），还有革命志士赵然、

傅伯英等。 

二、万宁县之前的房山城关地区 



房山县城的历史始于 1189 年，此前这里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耕耘劳作，而且还有

村庄乃至县城的设置。上个世纪中后期考古勘察，城关办事处丁家洼村、大石窝镇的镇江营

村发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 30 多处，涵盖了新石器时期至夏商时期的诸多文化遗存。1960

年 8 月，在丁家洼发现新石器至殷周时期陶窑址 6 座，发掘 5 座。窑呈椭圆形，长 2 米、

宽 1.7 米，出土有陶鬲、陶釜、钵、红顶碗、小口双耳罐等陶器。商周时期丁家洼附近并没

有大的都市，陶窑烧制的釜、鬲等器物都是民间所用，6 座窑烧制如此多的生活器具，可以

想见居民数量之多。那么，附近一定有先民聚集的村落。专家学者认为，丁家洼、镇江营是

房山地区乃至华北地区最早形成的村落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在《房山地名志》中，丁家洼

是明代成村。这里需要厘清一个问题，出现村落时未必一定同时出现村名，新石器时代还没

有文字，遑论村名？按照《房山区区志》，1189 年以前，城关地区一直归属良乡县管辖。 

据《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记载，北魏时期，良乡县治所曾经移至瓜市、田各庄一带。

唐代，房山隶属幽州良乡县。1987 年 3 月，城关西坟上村曾出土唐代墓志一盒，志文为“大

唐故征史府君墓志铭并序……元和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卜吉址于良乡县仁凤乡以夫人孙氏合

茔于此石之原”。据此推断，唐元和年间（806—820 年），西坟上属良乡县仁凤乡。 

1991 年，在北市村发现一唐代墓葬。墓志文：“唐故银青光禄大夫瀛州别驾……蔡府君

墓……贞元九年十月廿五日于良乡县邑北复叶乡之原。”可以看出，唐贞元年间（785—804

年），北市曾属良乡县复叶乡。据房山石经题记，仁凤乡和复叶乡是良乡县并置的 12 个乡

中的两个。可见，在唐代，今天的房山城关地区应分属于良乡县仁凤乡和复叶乡。 

据辽金史专家王德恒考证，城关地区在唐代就有了县级管理机构。由于契丹人和奚人经

常侵扰唐朝边境，唐政府实行军事打击和怀柔政策并行，用羁縻州方式管理。唐玄宗开元二

十年（732 年），在辽河上游的希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之间设立了饶乐都督府，封奚人首领李

诗为饶乐都督。饶乐都督府不但管理奚人，也管理大量的契丹人和其他民族。他率领了 5

万奚人和契丹人归附唐朝。 

此时，位于范阳境内广阳城（今长阳）的另一个羁縻州新罗归义州即将取消。玄宗遂封

李诗为归义王，并继续担任饶乐府都督，将带来的数万奚人和契丹人都安顿在广阳城，编为

城傍。 

李诗拥有王爵，有开府的都督衔，并且城傍需要土地放牧耕田，所以将原来归义州的边

境扩大到了今天的涿州一带，将饶乐都督府设立在大房山，就是今天的房山镇饶乐府村。不

但府邸设立在房山，家族墓地也在房山。这就是城关地区最早的县级政权吧。1993 年，在

房山区第一医院发掘了一座唐代砖室墓。该墓早年被盗，男主人墓志仅存志盖，上书“李府

君墓志”。据专家考证，李府君就是李诗。地下文物印证了王德恒先生的论述。 

五代十国时期，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占据大安山，拥兵割据。房山城关属于玉河县。 宋

辽时期，房山城关一带属于昌黎里。直到 1189 年以后，房山才成为独立的县。 

三、为什么称为“房山” 

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奉先县改称为房山县。 

房山有许多山，但是许多房山人并不知道哪座山叫房山，更不知道“房山”这个地名的由来。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对大石河、拒马河、大

房山的方位、范围有详细的记载。大房山最早称作大防山，因山有防御作用而名之。据考证，

早在秦汉时期已有大防山、大防岭的称谓。大防山东侧的万佛堂孔水洞中的唐代碑刻“大房山

投龙壁记”上首次出现了“大房山”三个字。五代时期，大房、大房岭因“幽州之战”被屡屡在史书

中提及。金代因堪舆风水，认为这里是风水宝地，将皇陵建在大房山。为什么将“防山”改为“房

山”呢？历史文献中曾经这样形容：“房山县内诸山，惟大房雄峻而秀，或谓形如折俎，故名大

房。”形如折俎是大房山定名的首要特征。  

俎是一种古代祭祀时用以载牲的礼器，有点像今天的茶几。上部是一个四边翘起的长方

形台面，用于放置祭祀用的猪羊等物。古人认为俎“有似于堂房”，“器之名房者唯俎耳”。 

传统流行的大房山是以猫耳山为主峰，东起口头村西至到南窖沟，长不过几十里的一条

山脉，其实这只相当于大房山的东段。从唐代大房山的碑刻、史书中的记载以及金元时期以

茶楼顶为大房山主峰所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大房山的走向已不限于大防山的原有范围，

而是沿主脉向南、向西大大延伸了。至少延伸到杨家大岭一带，长度达百里之上。 

20 世纪初，借助了现代地理学知识和先进的测量手段，真正弄清了整个大房山脉的走

向：东起大石河出山口的口头村，向西南延伸到宝儿水北的土花岭，绵延二百多里。上方山、

白云坨等都是大房山的支脉。元代，大房山的防守功能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了，或许某个重量

级人物在县城西望猫耳山，看见山形态如房，就下令改为房山了。 

然而，今天，我们还要感谢一位客居房山并葬于房山的著名画家，是他使房山的知名度

迅速提升，名噪华夏。 

高克恭（1248—1310 年），元代著名画家、诗人。字彦敬，号房山（又号房山道人、

房山老人），谥文简。祖先是西域畏兀儿（今维吾尔）人，后迁居燕京房山，官至大中大夫

刑部尚书，故史称高房山或高尚书。高克恭祖父高乐道、父亲高亨均为随蒙古西征军东来的

军人。高氏一家随着蒙古军东进，顺应当时移民潮流的局势，举家迁至燕京（今北京），选

择了史称“幽燕奥室”的房山居住下来。 

高乐道、高亨对儒家经典与理学深有研究，且非常重视道德操行。当时一些达官名士向

朝廷交章举荐，但他们父子崇尚风雅，不乐于仕途，晚年退居大都房山，生子五人，克恭为

其长子。高克恭自幼受祖父和父亲教诲，对经学奥义口诵心研，识悟弘深，奠定了他艺术创

作的坚实基础。至元十二年（1275），他在山西、江浙等地任职，以儒雅清廉置身于公卿大

夫与魁儒硕彦之间，渐以名闻。 

高克恭先后任河南道和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升监察御史，后授为兵部郎中。他在

江浙为官时，深得杭民拥戴。为官期间，高克恭建议兴学校，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狱。他

处事干练，持法有度。大德三年（1299 年），高克恭又入朝为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直至刑

部尚书。在任期间，惩治贪官污吏，赈济灾民，罢弊政，平冤狱，口碑甚佳，赢得人民的爱

戴。他为政多年，体恤民情，廉洁奉公，不贪私财。史籍记载，高克恭房山有田二顷，此外

身无余资。 

高克恭身为色目贵族世家，但汉文化修养极高，是回族进入中原后汉化的代表性人物。

他生性坦荡平易，遇知己则倾心相交。在江南做官时，他酷爱钱塘山水，闲暇时呼僮携酒，

杖履登山，留连尽日，醉心诗画。他常与名士李仲芳、梁贡父、鲜于伯机、柳贯、虞集等交



游，切磋技艺，与赵孟頫尤称至交，经常挥毫合作。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元初画坛上流传着“南赵北高”的佳话。高克恭画以

山水、墨竹著称，兼及兰惠梅菊。他与赵孟頫南北相对，成为一代画坛领袖。有人写诗赞道：

“近代丹青谁自豪，南有赵魏北有高。”画竹则独步于时，后人有称：“前朝画竹谁第一，尚书高

公妙无敌。”高克恭的山水画则主一代风尚，他喜用泼墨写意，画风形神兼备，气韵闲逸，元

气淋漓，天真烂漫。《日下旧闻考》云：“高尚书画在元时推为第一。”高克恭去世后，出现了

许多刻意临摹的作者，传世赝品也比较多。 

书画同源。高克恭同时兼有诗名，诗风神超韵胜，另有奇秀之气。他还精于书法、名画、

古器物的鉴赏。文集有《房山集》一卷、《高尚书文集》《式古堂画考》《高文简公集》七卷。

元至大三年（1310 年）九月，高克恭去世，葬房山羊头岗。  

四、析说“城关” 

房山城关作为县城治所自 1189 年起至 1998 年，“城关”这个行政建制的名称一直延续至

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50 年设城关乡，1953 年建城关镇。1958 年，成立城关

人民公社。1965 年，又设城关镇，并入城关公社。1983 年，改称城关镇。1990 年 3 月，

改称房山街道。1998 年 4 月，更名为城关街道。城关是什么意思呢？中国 2800 多个县里

面，总有一个镇名叫城关镇；而且城关镇总是全县第一镇。从封建时代到民国时期，每个县

城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功能，每个县城都有多个城门，即关卡，老百姓习惯上称为城关。1949

年以后，城关镇仍然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经济实力往往是全县各乡镇的龙头老大。 

 房山县城的城关还有一些奇特之处。 

一是有五街五关。一般的县城都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有四个城门。房山城内以大角为

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大街，另外北街路西有一条城隍庙街（原来的公安局路），东起

北大街，西至城隍庙，合起来是“五街”。四个城门外有东、西、南、北关。城西北角又有一

个西北关（北关和洪寺之间），合起来是“五关”。 

二是有“四老爷把门”之说。因为房山城内没有关帝庙，四关紧靠城门处都有关帝庙，房

山城隍因为金世宗敕封显伯侯，关羽为汉寿亭侯，同属侯爵，但是关羽没有敕封，城隍必须

在城内，所以关羽就没有资格在城内，只得委屈把守城门。 

三是房山古县城有“三山不露，四水不流”说法。“三山不露”，是说城内有三座小山，高约

１丈，分别位于现在房山县政府后院、原来县公安局院和仓房小区内。修建县城时用黄土将

城内普遍垫高，三个小山被压在底下，看不见了，寓意福、禄、寿三星山永远留在城中，此

即三山不露。“四水不流”是说城中心“大角”是全城地面最高点，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下坡。

虽然大角是全城地面最高点，但是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地势都较高，夏季下大雨时，大量雨水

不可能从四个城门洞流到城外，只能汇集到四个城角的大坑里，故称四水不流。城内四角东

北、西北、西南、东南有四个大莲花坑，雨水通过城壕流入坑内，坑内种植莲藕，美化环境，

寓意四海福水圆满，不往外流。 

中国古代许多城市都有八景、十景之说，房山八景起源于金元时期。旧八景是“大房耸

翠、金陵佳致、张良玉洞、文靖书院、西天胜概、龙潭灵雨、孔水仙舟、贾岛遗庵”。至明清



时，又有“新八景”，即“大房耸翠、西天胜概、上方山寺、云水奇观、红螺三险、孔水仙舟、

金山香水、白水异浆”。这都是属于房山全县的八景。旧志上还记载了房山城八景，即铁城金

汤、沙河春柳、魁星朝霞、留台夕照、年集盛市、上元灯火、城隍古刹、文庙古柏。 

铁城金汤  指明代隆庆年修建石城，城外面用花岗石，内用鹅卵石砌成，用糯米、大灰

灌浆，异常坚固，城垣虽然很小，但固若金汤，素有铁城之称。 

沙河春柳  房山城东、北、西三面环绕沙河，四周岸柳成行，春季一片葱绿，绿柳、蓝

天、河水、白沙形成一道独特风景。 

魁星朝霞  指城东南角一座两层楼高约八米的楼阁，名为“魁星楼”，是全城的最高点，

夏、秋季节，朝霞如火，若紫气东来。 

留台夕照  指城西山顶庙，曰“三官庙”（三元庙）。原有两层殿宇，前殿为释迦牟尼铜像，

后殿是“天、地、水”三官。夏秋之交，夕阳西下，暮云合璧，树影斑驳，百鸟合鸣，景色迷

人。 

上元灯火  指正月十五的花灯、花会焰火。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每个城门每条大街

张灯结彩。不但有焰火晚会，还有各种民间花会表演，各种民间小吃同时上市。 

城隍古刹  城西北角的城隍庙牌楼、山门、戏楼、三层大殿连为一体，院落古木参天，

庙宇阴森，庄严肃穆，是房山城内最大的道教庙宇。 

文庙古柏  文庙即孔庙，在城东南，是三楼四柱的牌坊。古柏是建庙时移来的，树龄有

七八百年，葱郁苍劲，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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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放房山县城 

房山县城的解放战争是平津战役外围战的一部分。1948 年 12 月初，华北军区第 7 纵

队 20 旅在刘秉彦旅长的带领下，相继解放保定、高碑店、涿县后，到达房山县城南，指挥

部设在顾册村。指挥部制订了作战方案，重点是先扫清敌人外围据点，攻打城西南的小山坡、

城西的山顶庙、城东北的齐家坡三个守城据点，驱赶房山城内敌人逃往北平，以加重北平城

内守敌的负担。20 旅命令 58 团攻打小山坡，59 团攻打齐家坡，60 团作为后备；房山、良

乡独立团和民兵大队配合主力部队行动。12 月 7 日，作战部队包围了房山城，开始在小山

坡、山顶庙和房山城外挖战壕，修筑作战工事。 

房山城内和周围据点配备各种迫击炮 23 门、重机枪 6 挺、轻机枪 50 挺，房山城墙上

设哨所 40 个。四门特备有煤油缸和棉花，为夜间照明用。城墙半腰有洞，每隔 2 丈一个，

每洞容二三人，内有射击孔。城北面有两个地堡，地堡高约五尺，沿地道可直通城内。城外

有护城壕，深丈五，宽二丈，壕内水深四五尺，水底布有蒺藜，壕外埋有地雷。南门壕沟上

有吊桥。壕边建有地堡，隔二丈一个，保安团有保安 33 团 2800 多人及驻房山城大乡队 500

多人，在张德祥的指挥下，凭借着城墙坚固及诸多军事工事，负隅顽抗。 

敌人在城内兵力分布：保安团团部驻仓房胡同与北大寺胡同中间；城北街北一营营部，

有一连兵力；城西北角娘娘庙驻一个连；南街路东三元井胡同对过一个连；南街路西靠南门

外驻一个连；马家胡同与三元井胡同中间驻一个连；北关真武庙两旁驻一个连。房山城外工

事：城东北一里是齐家坡，驻有夏村大乡队 50 余人，紧急时有两个连的兵力。城西山顶庙，

山高 500 米，只有一条险路通山顶。庙四周遍布地雷，内有工事，外有三道铁丝网，由周

口店大乡队一个连驻守，配有重机枪一挺。城西南半里是小山坡，驻有赵各庄大乡队百余人。

三处工事分别从东北、西和西南三面成犄角之势，拱卫房山城。 

包围房山城后，旅长刘秉彦亲笔致信张德祥，讲明形势，劝其投降。张德祥凭险抗拒，

拒绝投降，20 旅随即向房山城发起总攻击。 

小山坡是战斗的主攻方向。这里位置重要，既可以用火力支援县城，又能控制山顶庙的

登山小路。敌人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坡麓上有高三丈的炮楼，炮楼四外有围墙和射击掩体。

围墙外有宽四米、深三米的壕沟，壕沟内外壁均为石砌，沟底埋有地雷。沟外十几米有铁丝

网，网上结有地雷…… 

12 月 12 日晚 8 时左右，攻坚部队开始对小山坡据点发起攻击，一连打主攻，二连接应

一连，三连为预备队。夜色茫茫，队伍隐蔽在山下。突击班冲上去，两个五十斤的炸药包爆

炸后，坚固的壕沟并没炸坍。两声巨响后，部队冲了上去，敌人发觉了，拼命用机枪扫射。

一连战土 130 多人，当场牺牲三四十人，受伤者更多，部队只得撤了下来。 

13 日，20 旅命令 58 团二营攻打齐家坡。齐家坡守敌修筑了坚固的地堡，配备了重机

枪和迫击炮。上午 9 点，进攻战打响，守敌火方凶猛，200 多人负隅顽抗，我军再战失利。

下午两点，六连再次发起攻击，用迫击炮、平射炮轰炸敌地堡，二营教导员蒋志鸿带领突击

队冲入敌阵地，经过一小时激战，终于占领了齐家坡。这次战斗俘虏敌人 100 多名，缴获

机枪 4 挺、步枪 88 支、子弹 3800 发。 



13 日晚 9 点，58 团一营第二次攻打小山坡。刘秉彦旅长亲临阵地指挥，调来炮兵营将

山炮安放在小山坡西南，距敌炮楼 400 米的地方。营长刘喜勤带领二连战士冲锋在前，当

战士冲到距敌炮楼百米处，刘喜勤连发两颗信号弹。刘秉彦旅长看到信号弹，立即命令炮兵

向小山坡连续开炮。炮楼被摧毁，二连战士冲进敌阵地，敌人拼命向房山城内溃逃。我军占

领了小山坡。 

齐家坡、小山坡被我军攻占后，房山城内守敌乱作一团，张德祥向伪河北省主席楚溪春

电报告急；楚溪春回电，要张德祥死守县城，若守不住就突围，如果突围不成就杀身成仁。

张德祥午夜召集军政头目开紧急会议，决定弃城逃跑。14 日晨 3 时，张德祥率保安团近千

人，出北门向北平城内逃去。 

山顶庙守敌没等我军攻击，见大势已去，撤离炮楼，仓惶出逃。12 月 14 日清晨，中共

房山县委、县政府随军队进入房山城内。在解放房山县城的当天夜里，良乡县城的守敌弃城

逃跑。14 日早晨，良乡县委书记霍梁、县长阎振峰带领干部和民兵进入良乡城内。房山、

良乡县全境的解放，为北平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2 月 17 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庆祝房山解放的群众大会。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分

别在大会上讲话，长期压抑人们心中的阴云顿时散去，人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

万岁!”整个会场一片欢腾。 

六、古城沐春风，靓丽新城关 

自 1189 年成为独立的县治以来，房山城关一直隶属涿州。城关地区的范围不断扩大。

清康熙《房山县志》载有县辖 179 村，涉及城关地区的饶乐府、定府辛庄、顾栅村、丁家

洼、朱各庄、羊头岗、迎峰坡等。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房山县设 5 个区，今城关地区属中区。民国五年（1916 年）改设

9 个区，一区包括房山城关四街、小洪寺、北庄、八十亩地、大董村、瓦窑头等 33 村。 

日军侵占房山城后，实行保甲制。1946 年以后国，民政府在保甲基础上设大乡。房山

县共计编有 9 乡 210 保 1346 甲，城关地区编为县城镇（乡）。 

新中国建立后，县以下实行区、村制。房山县设 10 个区，房山城关一带，当时分属于

城关区和一区。1950 年 2 月，城关区和一区合并。1953 年，设立城关镇。1958 年３月，

房山县和良乡县合并，建北京市周口店区。1958 年，成立城关人民公社。1965 年，复设城

关镇，后并入城关公社。1983 年，改称城关镇。1990 年 3 月，改称房山街道。1998 年 4

月，更名为城关街道。 

2017 年，辖顾册、北市、东坟、辛庄、东瓜地、瓜市、马各庄、饶乐府、丁家洼、后

朱各庄、前朱各庄、塔湾、迎风坡、洪寺、东街、南街、田各庄、羊头岗、西街、南关、北

关等 22 个行政村；万宁桥、城北、南里、农林路、南沿里、新东关、城东社区、永安西里、

府东里、福星家园、永兴达、永乐园、矿机、管道局、永安家园等 21 个社区。2016 年，

户籍总人口 71064 人。除汉族外，还有满、蒙古、回、黎、壮、纳西、朝鲜等少数民族。

全街道财政收入完成 35037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0亿元，城乡居民支配收入实现 21866

元。 



境域总面积 53 平方千米，地处山麓与平原交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南部为平原，

地势平坦，水源充沛。最高点为山顶庙，海拔 148.8 米，最低点为东瓜地，海拔 32.1 米。

境内年降水量 620 毫米，年平均气温 12℃，全年无霜期近 200 天。 

大石河纵贯境域东部，丁家洼河、马刨泉河、东沙河、西沙河斜穿境域中部南部。京原

铁路经过西北隅，琉璃河至东流水的铁路支线纵贯南北，有京昆高速、京周路、大件路、房

琉路、房易路、长周路等主要公路穿境而过。北京至燕山的城际铁路 2017 年底通车。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关地区曾出现许多亮点。北市村是 60 年代房山著名的十二面红

旗之一，谱写了一曲超北京市标杆南韩继的壮歌。1953 年，北市村仅有 80 户，人口 400 多

人，土地 1331 亩。到 1956 年高级社时，小麦亩产已达到 150 斤，有了五辆马车。 1958 年，

城关人民公社成立后，粮食亩产双季达到 600 多斤，向国家交售余粮 25 万斤。全村 400 多

人平均一人一头猪，被评为北京市畜牧生产先进单位。大队干部参加了北京市群英会。 

1960—1962 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北市村人在困难面前，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苦干三年。1965 年，北市村以夏粮平均亩产 407 斤的水平超过了南韩继。《北京日报》1965

年 8 月 21 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学南韩继为革命种田思想，发扬敢于超先进的革命精

神，北市超过了南韩继》的报道。1965 年，《北京日报》还报道了城关地区另一个亮点，顾

册铁业社支援农业的事迹，这也是房山十二面红旗单位之一。     

房山地处北京西南要道，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自唐末至五代宋金对峙，中国北方战乱

频仍,商业聊胜于无。元明清以来，城关的商业也随之兴盛。解放初期，市场经济稍显活力。

街的东西两侧依然有王家饭铺、陈家灯罩、马家肉铺、李家烧饼铺、徐家皮匠铺、孙家老店、

南永合祥药铺、石记杂货店、西益轩饭馆、宋记南粮行、陈记百货、马家皮匠铺、马家菜摊、

吴江酒锅等，给百姓生活带来许多方便，也为社会生活增添不少生机。城关的商业中心就是

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处，称为“大角”，县城的主要商业店铺都集中在这里。东南角是百

货商店，西南角是副食商店。1978 年，房山人民商场正式开业，拥有占地面积 8000 多平

方米的四层大楼，是当时房山营业面积最大的商场。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城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关镇镇村两级联营企业达 30 家，生

产的产品有化工、建材、畜产、造纸、煤炭、服装等。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名气最大的是房山南关村景泰蓝厂和八十亩地村全国第一家中法合资酒庄式，产品

直接推向国际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后，陆续有了商业大楼、百货商场、城关供销社综合商

场、天风商厦、城关购物中心等几家规模较大的商业网点，逐渐形成商业格局。 

房山南北大街，鳞次栉比的商铺，把“商业黄金街”点缀得璀璨夺目。南大街更是商业旺

铺集中之地，占有经商富民的天时地利。这里有鑫特隆商厦、大千家具城、金街商业城、大

中电器、大鸭梨烤鸭店、麦当劳快餐店、爱视力眼镜公司、李宁专卖店，大街两侧商业网点

星罗棋布，为古城增添独特的风景线。张一元茶庄、大明眼镜公司、北京同仁堂等著名的中

华老字号纷纷落户城关。店铺内人头攒动，金街上车水马龙；汽车喇叭声、商贩叫卖声，鸣

奏着时代音符，彰显着繁华美景。 城外的永安蔬菜批发市场已经成为京西辐射 200 公里的

批发市场，提高了房山的商业知名度。在市政建设和居民住房方面的变化，尤其令人瞩目。 

虽然一直作为县城，但在 800 年的农耕社会里，房山城关的街道、基础设施以及道路、

桥梁没有很大的变化。城内第一座机关办公楼是建于 1976 年的人大楼（后来的旅游大厦，今



日的丰源大厦），1986 年出现了造型现代的商业大楼。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大房山，县政

府对城关主干路进行了三次改造，对支路进行了五次改造，城镇道路得到规范。主干路第一

次改造是 1984 年 9 月至 11 月，城关东西大街由 15 米拓宽到 34 米，南大街路宽增加到 23

米，安装了排水工程。南北大街道路总长 1950 米，使城内形成机动车、非机动车由绿化带隔

开，主路两侧有 4 米宽人行步道；西大街延伸至城西留台尖下，东西大街总长近 4000 米。这

就解决了居民每逢雨季出行的困难。1987 至 1994 年，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改造，解决了人

车混行的混乱状况。区政府投资 150 万元，修建了北关万宁桥及附属工程，北大街新建 810

米长的排水管线，解决了交通堵塞和行人过漫水桥淌水的困难。城关内修建改造支路 38 条，

总长 7643 米，面积 22929 平方米，土路变成柏油路或水泥路，支路修建了排水设施。在绿

草盖地的绿化带中，红果树、榆叶梅、迎春花在不同的季节竞相开放。造型别致的路灯在夜

晚给古老的县城增添了夜景。这次市政建设共拆迁 330 多户、1600 多间房子，城关镇和各村

鼓励和提倡建楼房，城关镇东街、洪寺 2 个村已盖起两层小楼 80 多栋。 

伫立在十字街头的翩翩起舞的 3 名青春少女塑像，手臂伸向远方，象征改革开放的房

山充满青春活力。体育场、少年宫、科技馆、房山中学、城关小学教学楼、房山宾馆、县政

府办公楼等总建筑面积 4.4 万平方米的“十大建筑”相继竣工。还有以古亭、假山、绿树装点

的朝曦公园、迎宾公园，为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健身的场所。 

1998 年 11 月，区委区政府东迁良乡，城关地区的发展建设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之交，城关建设步伐加快。2005 年，先后完成了燕房路、京周路、营

房胡同的改造工程。道路两侧路灯明亮，绿化带中四季有花，改造和建设了多处景观式公共

厕所、地下箱式垃圾站。城关和燕山相联，燕房卫星城别具风采。古老的县城朝着宜居、现

代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城关大景 

2006 年以来，城关街道围绕“一区一城”新房山的目标进行城市建设。为改善居民的居

住条件，优化城镇环境，城关地区不断加大路网建设、集中供热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相继



开通了 20 余条道路。全方位的危旧房改造惠及普通百姓，槠榆树保障性住房、洪寺保障性

住房、北京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安置用房、南水北调回迁安置用房、中心区棚户区改造等项

目，建设进展顺利，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夜幕降临，霓虹灯闪烁，美廉美大型超市、华

冠天地等商业设施靓丽多彩，购物的人们熙熙攘攘；卧虎山下的广场上，休闲娱乐的人们或

翩翩起舞，或携手漫步。800 年的古城已经旧貌换新颜。 

为进一步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生态环境建设，2016 年 3 月 15 日正式启动城关

中心区棚户区改造工程。该项目共涉及宅基地 2138 宗、非宅 360 处。办事处倾听群众呼声，

维护百姓实际利益，坚持补偿标准的一致性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与拆迁户面对面交

流，创新推行了“预签约”的工作方式。东街、南关、西街、北关、洪寺、迎峰坡等 8 个村预

签协议工作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宅基地已签协议 2088 份、非宅已签协议 311 份，已拆除

宅基地 1848 宗、非宅 133 处。为更好地安置搬迁居民，棚改安置房建设正在加快建设进程。 

为全面落实《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6 年实现了辖区内无劣质燃煤。大力开展

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对 5 家单位的燃煤锅炉进行改造；在农村，已经完成 12 个村大气

自动检测网络系统安装工作；高质量地推进农村地区煤改电项目，北市、顾册、东坟、辛庄、

东瓜地、田各庄、瓜市、羊头岗、八十亩地 9 个村，总户数 5093 户，共安装空气源热泵

2976 户，安装电暖气 2117 户，7454 台，全部设备运转正常。 

市政建设需要有雄厚的经济支撑做后盾。城关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是规模宏大的高科

技工业园区，构成了城关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园区位于大石河西岸，规划总面积 26551 亩，

规划总人口 2.1 万人。园区内主要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热、通信、燃气、绿化等各

项市政基础设施齐备。按照功能布局，北部八十亩地村和羊头岗村定为旅游文化区，借助雾

岚山优越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发展农产品加工和生态旅游产业。园区中部马各庄、羊头岗、

饶乐府村为工业区，以化工新材料、新型建材、工业制造为主，成为重点工业项目区。园区

南部瓜市村和田各庄村北为工业后备用地。园区已入驻几十家大型企业，成为城关的经济乃

至房山区经济腾飞的主要支撑。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全面退出低端产业，园区努力提升产

业品位，争取高端落地，积极引进高精尖的项目入驻，全面拓展与大企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2016 年，在工业园西区打造集孵化、试验检测、科技研发、教育培训、会展交易、总部办

公、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北京房山军民融合创新园区。该项目以人工智能为引领、以新一代电

子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为配套，形成深度融合的高、精、尖产业链聚合。

为了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园区突出“差异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由先进业态引导、

高成长性企业独立办公的楼宇经济总部。以首都保障性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吸纳高端生产

性服务业企业入驻，利用马各庄村、化四闲置土地，以楼宇经济为纽带，建设生产性服务业

互联网产业园，形成具有城关特色和独特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与此同步，城关地区加快红酒小镇的规划和建设步伐，形成具有葡萄酒文化特色的集休闲旅

游、商贸物流、美丽宜居于一体的“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特色小镇。在此基础上，着

力建设国际葡萄酒跨贸口岸平台和中法红酒文化旅游特色区，实现产业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发

展的完美结合。 

弹指 800 年春华秋月，且看今天沧桑巨变。今日的城关，充满勃勃生机，正加快转型，

腾出发展与生活的空间。城关人民心怀对未来的憧憬，着力打造“两山五水”靓丽环境。指点



江山除旧弊，激扬文字写新篇，高举旗帜奔小康，万众一心建家园。古老的城关完成了华丽

转身，多彩多姿的燕房卫星城已经展现在北京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