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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良乡，历史悠久，形成了从商周开始的古老的历史文化。
古燕国，始于夏商。
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封召公爽于燕。
燕国设中都县。
秦时改称梁乡（良乡）县，因人地皆良而得名。
县治位于今窦店村西古城遗址，即窦店土城。
经三国（魏）、晋，及十六国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几朝，至北朝北齐时，并入蓟。
北齐武平年间复置。

　　隋、唐、五代至辽金，良乡县境域一直较广阔。
秦代良乡县，境内有大防岭和独鹿山（今白带山）。
西南著名湖泽——鸣泽，是秦始皇下令每岁要祭祷的“小山川”之一。
良乡县西南界在今涿县县城西一带或更南。
唐代良乡县境，东境约至今葫芦垡一带，西境至白带山一带，西北达石堡窟、大安山一带，南部抵刘
李店一带，和范阳县接壤。
五代后唐天成年间，赵德钧筑盐沟城，遂将县治从寞店古城迁至盐沟城。
金大定年间，为守护陵寝，析良乡、宛平、范阳三县边地置万宁县；良乡县境域缩小，其西境始移至
大石河一带。
元代，良乡县属大都路总管府，其境域：东至永定河故道之畔桑垡村与宛平县交界；北至北公村；西
至董村；南至长舍村南与范阳县古城相望；西北至狼垡；西南至北拒马河与胡良河交汇处。
明、清、民国，良乡县境域又几度变迁。
民国初，良乡县隶属京兆地方，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属河北省。
1949年后，良乡县隶属河北省通县专区。
1958年良乡县和房山县合并，建北京市周口店区。
不断的历史变迁，形成了良乡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特色。
古老的大石河，古老的剌猬河，千古流淌，富饶美丽，构成了良乡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
孕育了古燕国文明，孕育了良乡文明。

　　大石河流域，是燕国的中心地域，有丰富的物产，有适宜的自然气候，形成了大石河畔经济社会
发展的丰厚条件，奠定了古燕国以来大石河流域生产发展的基础，奠定了燕国和良乡的经济、历史地
位。
《史记?货殖列传》载：“夫燕⋯⋯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并载“燕、秦干树栗”，“此其
人皆与千户侯等”。
可见大石河流域的富庶。
大石河流域的条条河流，形成了便捷的水路交通，沟通了良乡地区与华北、中原、南方以及海外的贸
易往来。
随着中原与北方的社会发展，良乡成为连接南北的通衢，成就了良乡历史上的繁华，随着北京政治经
济地位的演变，良乡成为京南的交通要道、军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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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岁月沧桑　　古老的燕山大地，流淌着奔腾不息的大石河。
波涛滚滚的大石河，物产丰富的大石河流域，承载了周口店北京人后代数万年繁衍生息的使命，孕育
了周口店文明，孕育了古老的西周燕国，孕育了良乡文化。
　　一、燕代设置中都县　　距今约77万年前，周口店地区站起了人类的祖先。
在数十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祖先相继经历了"北京人"、"新洞人"及"山顶洞人"时代。
在距今约7000～8000年前，古人类走出岩洞，在大石河流域，逐渐建立起原始氏族公社。
大石河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古老的太行山脉，孕育了众多的河流。
古老的燕国大地，河流纵横。
大石河是纵贯南北的一条重要河流。
大石河，在战国时期称为绳水，西汉时期称为圣水，五代时期称为石子河，又名龙泉河、琉璃河。
大石河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北拒马河支流。
大石河上源有两支，一支发源于今房山区境内西部山区百花山下的霞云岭乡堂上村西北，一支源于今
房山区史家营乡西北部山地。
大石河在今房山区境内有支流丁家洼河、房山城关东沙河、周口店河和挟括河等支流汇入，主河道沿
山间流经霞云岭、长操、班各庄、河北等山区乡镇，于坨里镇辛开口村流出大山，进入平原，流经坨
里镇、城关镇、阎村镇、窦店镇、石楼镇、琉璃河镇，在琉璃河镇祖村出今房山境，入河北省涿州市
马头镇，与北拒马河汇合，入白沟河，又入大清河，汇入海河。
大石河在今房山区境内长l08公里，流域面积1243．4平方公里，其中山区流域面积856．3平方公里，平
原流域面积387．1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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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些古镇地理位置多在大山之口或古河道边，在特定历史阶段，或处于交通要部，或成为军事重
镇、京师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一定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其兴衰与北京核心区的发展变化有着密
切的关系。
　　——段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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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志书，是北京古镇系列丛书的第一批成果，是由市地方志办公室选择修志条件比较成熟的古
镇，委托专家执笔编纂的，包括房山区的琉璃河镇、良乡镇，海淀区的海淀镇，门头沟区的斋堂镇，
延庆县的永宁镇，密云县的古北口镇、不老屯镇，通州区的张家湾镇，昌平区的南口镇、沙河镇等10
个古镇的志书。
这10个古镇形态不同，风采各异，但有明显的共同之处。
它们都是历史悠久、声名远播、影响深广，地理位置多在大山之口或古河道边的古镇，在特定历史阶
段，处于交通要冲，成为军事重镇、京师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和一定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
且山河形胜，环境优美，有不少奇观异景，历史遗存丰富多彩，古长城、运河、邮驿御道、寺庙道观
、祭坛陵寝、名居名店、皇家园林、名人逸事、故事传说、传统技艺、风味小吃、诗文碑刻、俗俚乡
谚等，令人向往。
其兴衰也多与北京核心城区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其中琉璃河镇有北京最早的古城遗址；良乡镇从秦汉就曾建县，地名传承至今；斋堂镇现有前桑峪、
东胡林古人类遗址，还有爨底下村、灵水村等闻名遐迩的古山庄民居；古北口镇、南口镇都是长城要
塞、交通要道、京城锁钥、军事重镇；永宁镇位于长城以北，是以屯兵兴起的塞外古城，小巧玲珑、
古色古香；张家湾镇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皇家码头，漕运古镇；海淀镇的四周在清代是皇家园林，现
在被高等院校和科学院环绕，是北京科技园区的核心区；不老屯镇是具有旧石器遗存、古长城、古石
刻和山水秀美的独特生存环境，也是北京市少有的长寿镇；沙河镇被称为“京师之枕”，是明清帝王
谒陵和北巡的驻跸之地。
把这些古镇的历史与现状展现于地方志之中，不仅使志书家族“添丁进口”，兴旺扩展，给人以原生
态文化的历史厚重、深邃、沧桑感，使人领略古今纯朴的文化神韵，为文化古都北京寻根找源，增光
添彩，也为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为开发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经济创造了良
好条件。
总之，这套丛书为构架先进文化的“地基”，增强国家软实力，必将起添砖加瓦的作用。
　　让“星星”亮起来，为古村镇修志写史，是一个有效的影响深远的举措，但这远远不够，还必须
有保护古村镇历史文化资源的相应措施，制定切实的保护规划，选择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科学方法，避
免开发性破坏、生活性破坏，把自然性破坏降到最低程度，使其里巷、民宅、地貌、水系、植被和传
统民俗风貌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得到切实的保护，合理的开发利用，这需要各方给予关注，
还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的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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