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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的村名由来 

张玉泉 
 

 

房山区现有行政村 450 个(加上自然村共计 633 个)。这些村落的名称绝大多数是形成时期依据某种

特征、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而确定的。虽然时光流逝，沧桑变迁，但是依旧代代相传。尽管至今有不少

村落原来的特征早巳不复存在，然而却在不断繁衍的后人中留下了一批古老的村名。这些村名的由来，

大致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概述： 

 

一 
 

城镇地区及其周围的村名，基本上依其所对应的城门而命名。如房山、良乡两县，原县城城墙、城

门虽已无存，但街(村)名却流传下来，自城内向外幅射至城门外。城门以内的东、西、南、北的四条大

街，自然形成东、西、南、北四个自然形成的街道或村落；四个城门外称关，以城门的座向命名：东门

外叫东关，西门外叫西关，北门外叫北关，南门外叫南关。房山城门除西关外，一般已成村落。座落城

外西北角的村落叫西北关。这些村落的形成几乎与建城同时建村，或之后的若干年内形成。无论何时成

村基本按其位置命名。 

 

二 

 

有些村名是根据当时朝廷有人在此居住或封过什么官爵等而定名。如石楼镇的双孝村，原为小营村，

“村人有高国栋者，以母老而奉养乏人……出资购之王氏……以养高母，后高母病，医药无效。王与高

共割肉以进，母病立愈，知县罗在公闻其孝详，请匾额并捐俸立坊以旌之。因小营改为双孝村”(《房

山县志》)。又如：岳各庄乡的五侯村“距县西南二十五里，旧志谓后汉光武封王与五子为列侯居此，

村名以此而得”(《光绪顺天府志》)。 

 

三 
 

有的村是依据美丽的传说，历代公侯贵人，民族英雄在此居住或活动而得名。如官道乡的黑古台(原

名黑狗台)，“相传金时里人王恭，犬甚驯，出必以随。一日，恭醉卧道旁草中，有野火延烧，犬身蘸盐

河水，以濡其草。恭悟，见草尽湿，使之火灭……而犬以力竭毙矣。遂负归，筑台葬之，故名。”(《良

乡县志》)成村后改黑古台。又如周口店地区办事处西北有小自然村叫贾子峪，村内有贾岛庵，“云是岛

为僧时所栖”，“峪有石庵是岛故宅”(《钦定日下旧闻考》)，故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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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京是几代王朝古都。历代王朝在郊外都建有为皇家服务的设施和基地。如坟墓、兵营、园田、粮

仓等，许多村落也因此得名。如大紫草坞乡的公主坟村，即因坟得名。“村东昔有塔……又有坟，名菩

萨坟，亦曰公主坟，辽圣宗第十女墓也”(《房山县志》)，以后成村，故名。又如原东班各庄乡黑龙关，

“山下涧绝临，山上有关城遗址，山下青龙潭……旧驻军防为沿河口……不但为政治之便，亦固疆矣。”

(《房山县志》)，建村后以此为名。再如房山地区办事处的定府新庄，即因明代在此设立庄园，后逐渐

成村而得名。 

 

五 

 

千百年来封建王朝四处建立寺、庙，做为宗教祭神活动场所。故此，许多村也依据庙宇名称而定名。

如：周口店地区办事处的云峰寺村，原为“云峰山金陵，本朝顺治初，特设守陵五十户”成村，定此名

(《钦定日下旧闻考》)。又如：崇各庄乡的常乐寺村，明代建寺，建寺时附近便有人居住(或为寺内僧

人服务)后成村便叫常乐寺，从寺名。类似以此做村名的房山区尚有十余个村。 

 

六 
 

根据当时当地特产，或在此集散某种产品而得名。这些村在形成前后已是集贸市场。如原东班各庄

乡的红煤厂，清初成村前即成红煤集散地。因“红煤力极大，凡熔铁者皆用之，产大安山。道路未修，

可驼运”至红煤厂，再往山外卖，(《房山县志》)该厂成村时，即叫红煤厂。又如：南尚乐乡的石窝村，

因盛产汉白玉，且开采历史悠久，早在金代建村时即以特产定村名(参见咸丰七年《房山史料》)。再如：

河北镇的檀木港村，因所处的大石河北侧沟沟港港檀木丛生连片，故此村起名檀木港。 

 

七 
 

依据地形命名村名的在我区就更多了。如地处永定河畔的窑上乡葫芦垡乡共有 21 个村，其中约有

一半村是根据地形起的村名。如明代成村的湾里，原因是永定河流经村西，甩了一段弯曲的河道，将村

围起，故村名为湾里，清乾隆年间改称谐音“万里”为村名。又如，窑上村清康熙年间修筑金门闸时，

在此地建砖窑，迁民供役，成村后便叫窑上。再如：南尚乐乡有 47 个村(含自然村)约有五分之三村名

是依据地形起的。比如：下滩、南河、前石门、后石门、三岔、水头等村，均因地势方位而确定的村名。 

 

八 
 

依据地上物命名村名，在我区几乎乡乡皆有，约计百余个。其中以树命名的村最多，如：双柳树、

独树、北柳子、前柳子、柳林水、杏园、梨村、梨园店、核桃窑、花树沟(霞云岭自然村)、柏树园(自

然村)、榆林港、梨树套、栗树旮旯(均为蒲洼乡的自然村)。有以房子的特征、间数命名村的也为数不

少。如：白房子(官道乡一自然村)陈家房、纸房、石板房、篱笆房、上房、下房(黄元井的自然村)六间

房、两间房、五间房、四间房、八间房、四五间房(北直河的自然村)。还有以其它地上建筑物名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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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的，如瓦井村“因村有古井，彷佛以瓮去其底，自井下蝉联而上，接至井口，村因此得名”(《房

山县志》)。 

 

九 
 

根据最早在这里居住过的人的姓或名而定村名，全区约百余个。如琉璃河地区办事处有李庄、白庄、

古庄等 8 个村，以姓氏定的村名。比如琉璃河村“金史作刘李河，原有刘李二姓居于此，故名。”(《良

乡县志》)。又如官道乡的刘丈村，明代成村前便有叫刘丈者，最早居此地，故村以此人名字为名。 

 

十 

 

此外还有以求祥瑞、昌盛、礼仪之意取村名的十余个。如交道乡的兴隆庄、普安屯；琉璃河地区办

事处的兴礼、福兴；长沟镇的太和庄；蒲洼乡的富合等村。 

总之，我区各村村名由来源远流长，是一辈辈前人经过数朝数代的历史长河留下的口碑名称。许多

文物、史料经过若干年的风风雨雨可能被毁灭，但村名同村人同在，并可永远地延续流传下来，象一幅

幅历史的画卷，展现在后人的面前。透过这个历史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历代芸芸众生的生活演变和一个

个田园风情。 

这里应指出的是：随意更改村名是很不明智的，而且不会被村人所认可。既便当时认可，随着时光

的流逝会很快被遗忘，古老的村名又很快叫响了。事实早已证明：“文革”时有些村更名仅几年、十几

年的光景，便被村人更正过来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 7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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