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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地名由来两则 

陈鼎九 
 

 

一 
 

明崇祯(1630)年间，闯王李自成率义军行经房山县城时，城门紧闭，义军将城包围，要破城杀进去，

闯王原与陈效忠有旧谊，扬言如能见到陈效忠就可不破城。城内便将年事已高的陈效忠抬上东门城楼上，

与闯王相见，闯王见陈老拜了拜，扬鞭挥马离去，没有攻打县城。当时，闯王军队驻扎的地方，在东门

外的树行子内，只几户住家，从此这个只有几户住家的地方，便起名饶乐府。 

李自成青少年时家贫，又赶上陕北连年旱灾，家人经常断炊。一次，家人两天没吃上饭，李自成便

窃取邻家鸡去换粮，被邻人发现报官府传其问话。他直言家人两天没吃饭，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米脂县

令是陈瑶，陈瑶见他年轻豪爽，审清原委之后，教育他：灾旱之年，你家饥他家也饥，你们本是好乡亲，

这样将变成怨家。你是男子汉，要当大丈夫，不要当小人，以后不能再干，今天不问你罪，回去要好自

为之。李自成叩拜滴泪而归。陈瑶年老还原籍，因为廉清明政，逝后万历皇帝嘉封其奉政大夫，延安府

同知，徐太夫人被封为诰命夫人。嘉封御文刻碑于墓以教后人。 

陈瑶之子陈效忠至孝好学，聪慧近人，应万历年间拔携，殿试授任山东登州府推官，当时代理巡府

与栖霞县令不和，要暗害县令。县令向陈哭诉，陈当即表示：“丢官杀头。不做违天理事”。并查清原由

上报，县令被擢升为侍御史。当时沿海地方官吏和百姓对其“廉洁严明”无不敬畏。其后，陈效忠迁任

延安府知府。今李自成为报陈效忠之恩来房山县城，陈效忠因此被告通敌被捕，现任的恤部尚书是前栖

霞县令，经其奔走陈得免于难，陈对人世冷暖感慨满怀，写《龟吟》行世刻于北山的石壁上。陈告归田

里之后，热心于教育，支持办书院，并资助贫家子弟就学。盖房买木料开学后供灯油夜读，曾养一孤儿

叫曹生，此人家贫，很想读书，顺治年间，当了福建省某县县令，后曾回报陈，房山重修学碑的碑额是

由陈效忠篆称如林郎。现仍存于中学院内。 

 

二 
 

1961 年我区兴修水利，建起了牛口峪水库。在筑大坝时，发现了一块明代永乐年间兵马元帅陈圭墓

碑。于是相传的在三官南有明代兵马元帅陈圭坟，得到了考证。陈圭是明成祖立都北京，改年号永乐时，

封为兵马元帅，死后赐葬于此。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立年号大明洪武时，广大的北方是在外

族暴力统治之下。洪武二年，封长子朱标为太子。四子朱棣为燕王，徐达、常遇春为将军，提出“驱逐

鞑虏，救我斯民”的口号。进行北伐，燕王朱棣多谋略，能文能武，率李文忠、朱能、陈圭等，强将勇

兵，先战山东以巩固后方，进河北则以兵马直逼大都。7 月，打到河北通州。元顺帝惊惶，一面通知太

原元将扩廓贴木尔北上支援，顺帝从居庸关逃走。8 月，燕王进大都将其改为北平府。陈圭率兵马驻平

西一带防备元军。这时，徐达兵马从河南来，由正定攻太原，扩廓贴木尔才走到保安，听到险讯，便急

回军。陈圭知情。以兵马尾其后，在将近太原之际，实行前后夹击，太原元守军已降徐达，扩廓贴木尔

伤一足大败而逃。一举平定太原府。次年，徐达率兵西进。燕王为解除后患，命李文忠率兵马出居庸关，

直捣应昌元人宫室，获全胜。宫人及官兵全被俘获，并获宋元两代玉玺，只幼太子一个北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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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 31 年朱元璋驾崩，太子早逝，皇孙炕文即位，拘制无驾御雄才。诸王煽动，宰相齐泰谏削诸

五权，激怒燕王，愤然起兵靖难。燕王率陈圭等燕军南进，直打进南京，文帝遁走。焚毁宫殿，迁都。

洪武 35 年，燕王称明成祖，改北平府为北京。次年登大宝改年号永乐。对扫北，靖南的文武官员论功

行赏，陈圭为兵马元帅。其原籍江浙，逝后赐葬于此，兵马坟之说由此而来。迄今有 600 年了，因墓早

已被盗，后人已另立新茔，经过不同的年代，乃至荒落无迹。 

（《房山文史资料》第 10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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