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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乡县历史沿革及县城变迁 

张东升 
 

 

今天的房山区，最早的县级建置为战国时期燕国设的中都县。一般认为，实行郡县制始于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其实在秦以前，即战国时期即已开始。最在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兼并争霸，互相混战，几个

诸侯大国首先在新兼并的边地实行县的建置。县的设置多种多样。在春秋后期，县的建置在几个诸侯大

国推广实行，成为普遍实行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据有关史料记载，晋国率先在新辟的地区创设“郡”

这一行政制度。形成了以郡统县的二级行政建置制度。 

中都县具体建于什么时候，已难考证。取名“中都”，概与燕灭蓟迁都蓟后，定蓟为上都，原燕都

为中都，另在今易县地设下都一段历史有关。琉璃河燕都遗址，就是周初召公封燕之都城古城址，后改

称中都。到秦汉之际，中都县改称良乡县。《太平寰宇记》谓良乡在燕为中都。《辽史·地理志》云，良

乡燕为中都县，汉改良乡。《北京历史地图集》将战国及秦汉之际报置县，均作为秦县处理。《房山区志·建

置沿革》章，即以此为据，故行文中，涉及秦代建置，已称良乡县。 

良乡县城在什么地方，过去一直不清楚。1959 年文物普查时，于窦店镇西侧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城

垣因年代久远，遭风雨侵蚀，破坏严重。但其轮廓依稀可辩：内城墙东西长约 1100 米，南北宽约 860

米；外郭东西长约 1200 米，南北宽约 960 米。根据城墙夯土中含有战国至西汉早期篦纹和绳纹灰陶片

等物初步断定，该城始建年代为战国到西汉初。 

《水经注疏》载：“……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又东过其县城南，……又东与

挟（侠）括河合，……又东迳良乡城南。”由此断析，良乡县城当位于古圣水（大石河）与挟括河汇流

点西北，而窦店土城恰在此区域内，故该土城即为良乡县故城是可信的，秦代的良乡县，境域相当大，

境内有大防岭和独鹿山，大防岭即今天的白带山。另外，县西南有著名湖泊鸣泽，是秦始皇下令每岁要

祭祷的“小山川”之一。鸣泽在什么地方？《括地志》记载：“鸣泽在范阳县西十五里。”由此推断，秦

良乡县西南境约在今天涿州城西一带或更南些。鸣泽有多大？《水经注疏》载：“水（洛水）上承鸣泽

者，渚方 15 里。” 

汉代，今房山区地设有四县（国）。即良乡、西乡、广阳、利乡。汉朝立国后，曾封刘姓子孙为国，

其属地称“国”，国大小区别很大，良乡（梁乡）、西乡、利乡、都是侯国，都设侯，只有广阳是县。根

据《汉书·王孙侯表》，可断续地知道一些封侯的名字。“利乡侯婴，城阳共王子。元朔四年（公元前 125

年）三月封，五年。元狩三年（公元前 120 年）有罪免。”即利乡侯刘婴，是城阳共王之子，在位仅五

年。“利乡侯安，中山顷王子，甘露元年（公元前 53 年）三月壬辰封。”“西乡侯容，广阳顷王子，元帝

初元五年（公元前 44 年）六月封”，“梁乡侯交，赵共王子，绶和元年（公元前 8 年）六月丙寅封，十

六年免。” 

汉代良乡县，境域较秦代当然狭小得多，县城仍是今窦店西土城。尔后，历三国（魏）、晋，及十

六国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几朝，今房山区地始终良乡、广阳两县并设，至北朝时，北魏、东魏两朝，

仍设两县。北齐时，良乡、广阳二县省，并入蓟。后来，广阳县再未复置，良乡县在北齐武平年间恢复

建置。今窦店西土城作为良乡县城何时弃用，县治迁移，迁于何处，其说不一。一说北魏时期迁治大石

河西岸。民国《河北通志》即持此说，云“曾徒汉治（汉良乡县治）北。”该书前列附图《北魏（二）》，

标明，良乡县治在今房山城东，大石河西岸。1985 年 12 月，《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定付梓。在确定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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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良乡县县城位置时，编写组内部亦就此纷纭争论。虽然《北京历史地图集》仍认定北魏时良乡县治

未易，即仍治窦店土城，但不少专家学者仍持有异议，即仍坚持北魏是徙治大石河西岸之说。尹钧科所

著《北京历代建置沿革》云：“自北魏至隋唐，良乡县治在房山城东、大石河西岸。五代赵德钧镇幽州

时，于县境筑闫沟城，徙良乡县来治，即今良乡镇处。” 

综合各方面史料，良乡县治北魏时徙迁于大石河西岸，至五代后唐再徙治闫沟一说值提商榷。 

《水经注疏》载：“圣水……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圣水发源于百花山麓，谷中流泻呈西东走向，

出山后转为北南走向，至琉璃河又转为西东流向。古圣水今琉璃河段属北南流向之南段，窦店古城恰位

于琉璃河段东侧，与《水经注疏》所载相吻合。此其一。 

窦店古城究竟延用至何时？1979 年复查时，于土城遗址中发现许多唐代砖瓦残片。据此确定，此城

使用下限至少到唐代。此其二。 

北魏时良乡县未徙治说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为 1972 年 4 月崇各庄公社焦庄大队出土之《唐焦西鸾

夫人郑氏墓志》。该墓志载郑氏于唐贞元二年（公元 768 年）“十一月壬寅窆于良乡县之北原。”焦庄在

唐代属良乡县，其位置正在窦店古城北部和古城呈正南正北位置。而依北魏徙治说，按《河北通志稿北

魏（二）》图上所标位置，与焦庄村呈西东位置，焦庄在东，移治在西且略偏北，与墓志所载大相径庭。

故北魏时良乡县徙治于大石河西岸之说可基本否定。窦店古城从战国末至西汉始建，一直沿用至五代后

唐，即赵德钧筑盐（闫）沟城后，方徙治闫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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