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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原房、良两县历史悠久，古属幽州。两县建置始于公元前 2OO 年西汉高祖六年 (今之房山县，系 1958

年房、良两县由河北省划入北京市后合并而成)。位于河北中部，两县四至：东界大兴，南界涿县，西界涞

水，北界宛平。据民国十二至十六年的史料统计，房、良两县东西广二百二十七里，南北袤八十里。全境

系半山半平原地区，西北高东南洼，有村庄四百零五个，耕地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亩，总人口为二十三

万三千五百一十一人。境内有永定、拒马、大石、小青四条大河，横贯东西纵流南北。琉璃河设有码头，

通商船舶往来于白洋淀和天津。多数十条小河蜿蜒分布境内浇灌粮田。凫览全境，峰峦层叠，沃野坦荡，

景色壮观秀丽，天然地形成依山面水、矿植物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不仅有石灰、煤炭、石料、石板、

银粉、磁土、青炭、铁矿石、玻璃石等主要矿藏，还盛产核桃、栗子、杏、花椒、柿子、红果、梨等干鲜

果品。其中以栗子驰名中外，始称“良乡板栗”，唐时列为土贡。此外还有丰富的药材、荆条、檀木等土特

产。古志亦曾记载：“资源之盛甲京西”、“房山任土详于禹贡宝藏、记于中庸。” 

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虽地处物产丰富，也不过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借以生

活而已。工商经济十分落后，其地位无足轻重。例如，唐制规定，“士族称为清流，做官称清资官，不许兼营

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士”。如此重本抑末的封建制度，束缚了工商经济的发展。再加之房、良两县是

京都通往西南各省的门户，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字记载，由宋至金，一直是你争我夺、战马奔驰的

疆场，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经济落后。在民间和市场见到的大多是肩挑叫卖或摆摊经营的小商小贩，以及

一些小手工业者。自元、明、清定鼎于燕，房山之煤灰、石料供给京师，工商业才初露头角。其发展期是在

清末民初，国内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扩大，国民党四大家族垄断本的形成，使得我国封建的自然经济遭

到了破坏和肢解，初步形成一个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商品经济。 

鉴于房山自然资源的丰富，自清末民初国内受商战之影响，路政之改革，平汉铁路经良乡、窦店、琉

璃河贯通南北，以及琉璃河至周口店、良乡至坨里两条平汉支线于房山境内的筑成，不仅改变了房山交通

运输的落后状态，相应促进了工矿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故山西、四川、江苏、浙江、湖南以及天津、青

岛等省、市大工商资本家，云集房山兴建煤矿，大办商业。后本地地主豪绅视农不如工商，也纷纷开煤矿、

办铺店与之竞争，此时乃房山工商业发展达盛时期。据《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版)记载，民国九年(1920

年)，大矿年产煤约十二万吨，小矿可达五万吨左右，全县合计(一些小煤窑未计在内)，年产近七十万吨。

到民国十七年(1928 年)，登记在册的煤矿有三、四十个，南北窖到前山、北车营一带山系有小煤窑八十余

座。周口店、坨里火车站及琉璃河码头共建煤厂有八十七个，直接运往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在“兴宝

公司”煤业联合会的控制下，垄断了房山煤炭的购销。同时德国和日本人也来到房山，在坨里、周口店两

地，争修高空运煤线路。 

由于剥削阶级制度所决定，封建的“重本轻末”制度被打破，又出现“随本勤末”、人竞商利的局面。

伴随着工矿业的兴盛，商业跟踵而起，促进房山商业经济形式一变再变。全境生产基地、交通要道、出山

之口随之先后建立集镇、商市十九处，各定集日，远近交错，衔接不暇。据民国十六年房、良两县志记载：

“全县有座商五百零四家，行业门类达四十种，其中行业最多者为粮行九十一家，杂货商八十九家，煤商

八十七家。”商业的空前发展波及集镇、商市以及农村小的贫苦农民，出现了大量的小商小贩，追集赶市，

串村叫卖。抗日战争爆发前，房、良两地商业已自然的形成了以集镇为中心，担担推车的小商小贩为脉络

的商业网。 

当时，房山和外地有资本者，都热衷于开业易、见利快的商业上，相互竞争，很少有人注意本国和本

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恰如民国十六年《房山县志》对当时商业的论述，“吾房小商耳，操奇计赢，仅与本

县争蝇头利，鸟足志。虽然吾县商会成立已十数年矣，安知此中，无阜国裕民之豪杰，提之倡之，日求进



步，以与东西洋经各国相颉颃哉”。 

 

集镇商业的形成 
 

一、城关镇 

城关镇位于县境中部，县城所在地。随县建置而形成一镇，其商业发达始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 1764

年）。城西十里长沟峪、车厂开设两座较大煤窑，煤质好，产量高，四方煤商云集，销路甚广。琉周铁路未

修之前，运往京师之煤多经房山北关，驼队络绎不绝，且多在北关打店。同时有煤商在西关外开设了几个

大煤厂，专供东乡和邻县农民烧煤，买煤之车日数百辆，皆带粮米销于当地，因之商业大兴。据民国十六

年的统计，城内有商号一百零九家，分二十九个行业，交易以粮为大宗，故粮行多达二十家。城关镇每旬

四个集，逢一北街，逢四西街，逢七东街，逢九南街。 

二、石梯镇 

石梯镇居县城北十四公里，为当时河套沟入京孔道，南窖煤运京必经之路。清同光前运煤驼队、马帮

在此歇脚食宿，川流不息，随之商业繁盛形成一镇，有粮、布、席、盐、杂货七家座商。自坨里铁路筑成，

煤上火车，驼户大减，坨里站商日盛。虽每旬为集日，互市者大减，粮行、杂货歇业，维盐店尚存，至民

国二十六年集市亦无。 

三、大灰厂镇 

大灰厂镇(今属丰台区)，居房山偏东北二十四公里，地处半山区，土薄石多，农民素以上山采石烧灰

为主要生活来源。清同光前京师建筑取灰于此，有灰窑二十六座，故商业亦繁。但窑、商两业多为外地资

本经营，多数劳动人民家无三日粮，因此形成每月单日为集，隔一天一个集，旧历正月初三就开市。集市

以杂粮为最多，镇上有粮行七家，药铺一家，首饰两家。自周口店、坨里两站通运，大灰厂之灰窑歇业，

其他商亦因俱倒。 

四、石窝镇 

石窝镇居县城西南二十七点五公里，系偏僻近山丘陵地区。因地产汉白玉石，明、清两代凡宫殿陵寝

有建筑者皆取石于此，采石工匠运输车马与日俱增，因之逐成集镇。每月三、五、八、十为集日，有座商

十九户。民国以后京城无大建筑，所售仅碑石、阶条和农家所用之小型石产品，集期尚称繁盛，平时与乡

村无异。 

五、良乡镇 

良乡镇居房山县城十五公里，早期为京都西南最繁华之县，是西南十三省有事京师、文件邮递、方物入

贡、饷车转运必经之交通站，故此商业也为之兴盛，有座商六十四家，每旬一、六、三、八为集日，以粮为

大宗。 

六、张坊镇 

张坊镇居县城西南四十公里，传说古时为防辽兵，屯兵于此，所住皆为帐房，后演变成张坊由此得名。

后经济不断发展，其地又处龙安、拒马、大峪三沟出山之口，因此构成商业经济输出入之集散中心。南通涞

易，北达三坡。其交易，输出以干鲜果品、木炭、香料、荆条、山木、药材为盛；输入以食粮、布匹、食盐

为大宗。其兴旺之贸，应属粮食、木炭、红果、柿子、石碾、水磨等为最，有座商十六家，每旬一、四、六、

九为集日。 

七、长沟镇 

长沟居县城偏西南二十公里，地势低洼，街心自西至东有道长沟，由此得名。甘池之水通此东南，经

胡良过张村汇于拒马，解放前期该镇由两县所辖，东属涿县，西属房山，故有东西长沟之称，是通商运输

必经之路。东至琉璃河去京，南至涿县县城通保定，西至张坊可达涞易，北至周口店灰煤区和房山县城，

自古为一重镇。商业贸易甚盛，有座商二十八家，粮行六家，杂货八家，药铺二家，饭铺三家，席绳行一

家，肉铺二家，布铺三家，酒家一家，烟铺一家，盐店一家。每旬二、四、七、九为集日，上市以粮菜为

大宗，粮以小麦、小米、玉米、大米为最，商业经营以粮布杂货居首。 

八、琉璃河镇 

琉璃河镇居县城东南十五公里，古称燕古店，因燕国国都设于董家林，当时燕国官员进都公干在此落



脚而得名燕古店，后据河名改称琉璃河，是京南交通要隘。当时其河可行船到保定、天津，商船载百货易

灰煤及土特产品于此，春秋季节帆樯鳞集，诚为繁荣房山经济贸易之水陆码头，是当时最为兴盛的一大商

镇。有座商八十七家，十八种行业，其中煤商即达十六家，还有过货栈四家，每旬二、四、七、九为集日，

自京汉铁路琉周支线筑成，琉璃河为京汉铁路之要站，交通更为便利，市面更加繁荣。琉璃河在民国十二、

三年间，商业最为兴旺，灰、煤厂，过货栈，设在镇东西两侧的牤牛河和西大河两岸。大桥东设有“接排

子房”，来船进街要交一枚钱。去西大河的船只要经过闸口，待来船过后放闸憋水，水长后开闸，重船则取

流而下。每天发船时因船只过多，由镇巡警局(十几个人)派巡警指挥行船，按次序开船。镇上“德顺”煤

厂最大，“祥茂斋”点心铺生意最好，夜间买点心的船家煤客不断，昼夜营业。房良的盐业总店设在琉璃河

码头，由水上从天津塘沽、汉沽运盐至此，店名先为“益照临”，民国十六年后改号为“永七”盐店。当时，

琉璃河镇设有“商会”和“煤商公会”两个团体组织，维护两会各自的权益。在民国十几年，两会共同由

各商号抽集壮年二、三十人，经过训练组建“商团”，由各号集资买枪支弹药武装“商团”，保护各商号的

安全。民国二十八年发大水，琉璃河码头河道被冲毁。时值日军统治时期，在敌经济封锁的严厉控制下，

民不聊生，商业日趋下坡，河道无人修复，水运从此终断。 

九、窦店镇 

窦店镇居县城东南十公里，隋末唐初，窦建德曾在此筑城，故取名窦店。古来即为一镇，有十四种行

业，四十一户座商，每旬五、十两个集。 

十、交道镇 

交道居县城东十三点五公里，小清河西岸，昔日是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由此得名。很早即为一镇，

有座商十多家，每旬一、四、六、九为集日。 

十一、坨里镇 

坨里居县城北偏东甘点五公里，河套沟出山之口。自周口店获铁路之利，坨里铁路因之而起，光绪二

十九年筑成。其商业由此繁盛稍次于周，逐形成一镇。有座商二十九家，每旬三、八为集日。 

十二、河北镇 

河北居县城西北二十公里，是河套的中心点，是通往霞云岭、大安山、南窖、史家营等深山区之交通

要道，群山环抱，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而秀丽。因座落在大石河谷北岸，故得名河北，自古是政治、军事

飞经济之必争之地，是沟通河套内外商品交换的主要枢纽。南窖的煤、班各庄一带的石板输出必经之地，

山货土特产集散中心。有座商九家，小食品摊，小吃摊、修鞋匝、白铁匝、小烘炉、小店等有三十来个。

再加商贩出入不暇，运输日夜往来不断，而形成一个无集日之分的长期商市。 

十三、周口店 

周口店居县城西偏南四公里，清末革新路政，光绪二十二年（公元 1896 年），初为筑京汉铁路运石料，

修筑琉璃河至周口店支路，后继而运灰煤，输出日多。在商业竞争的当时，资本家视周口店为必争之地。

全国数省厂商云集，逐使地方经济为之一变，志载云：“当日周口店商业甲全县，人皆视为乐土，昔为不耕

之石田也。”据民国十六年统计，有座商六十三家，其中煤厂商多达四十家。 

十四、南窖 

南窖居县西北四十五公里，位于群山环抱的窖形盆地中，因此而得名。其地除盛产核桃、栗子、花椒、

柿子、梨杏等干鲜果品外，素为产煤之区，早期煤之输出依赖牲畜驼运出山，销量远不及长沟峪，自高线

修成，销路大增。南北窖三安子一带，大小煤窑之多达百余座，其商业逐因之而日盛，有座商十七家，除

盐店外其它均为综合性店铺，生意兴隆，无集日淡旺之分。 

十五、民国十六年后，为了一地一村之便利，在位居要道和较大村庄先后设立起五个集市，当时有半

壁店、天开、赵各庄、吉羊、大韩继。 

 
商会的建立 

 

房、良商会的建立是随着民国政体之改革，商业之大昌，征商四起。在房、良两县以行业归类的商业

体系已形成的基础上，而产生以当地商号为会员的商业团体组织——“商会”，以维护商权和商业利益，由

会员中选举产生正副会长各一人主持工作。 



房山县商会于民国元年八月在县城北街成立。 

良乡县商会于民国元年在城内成立，琉璃河镇商会于民国二年成立，窦店镇商会于民国二年成立。 

 

特种行业 
 

一、盐业 

盐自古为国家之专卖，民间称之为官字号买卖，为资金雄厚的各大资本家或官僚资本所承包垄断经营，

依势专横，剥削无度。房山各集镇之盐店均为益照临一家所设，1925 年房山城内益照临盐店因长期以缺斤

短两向农民进行剥削，引起民愤，但无人敢上门去找帐。当时南关陈志(清举人)之子陈静初得知为之不平，

命其亲属去买盐，陈随其后。经验证分量确实不足，当场折断盐店的称为群众出了这口气。后盐店虽仗势

赴京上告但未逞。 

二、牙行 

牙行，是当时地方政府对集市交易进行征税的一种组织形式，依承包办法分别承包到各集市。牙行分斗、

脚、估衣、猪、草、牧畜、灰煤、油、花生等九种之多。其收税方法，凡集市成交均要经过牙行之手，如卖

粮过斗，卖草过称，买牲畜看口齿，买花生看货色。在买卖双方要价还价之间，还负责打元盘促其成交，以

成交额之大小收税。此外，为了扩大市场成交额，他们还主动为商号和商贩招揽买卖磋合生意，还以灵通的

市场信息掌握物价的涨落，以此刺激四方农民商人到此买卖，以达增加税收的目的。据县志记载，良乡县民

国十二年各牙行承包银为；县城斗牙行一名每年纳税银十三两，窦店十三两，琉璃河十两，县城估衣牙行一

名每年纳税银二两五钱；猪牙行一名每年纳税银三两六钱；油牙行一名每年纳税银六两，多者归已，亏者不

减。牙行除正式收税，在集市协助成交均用行话暗语，袖口里讨价还阶，吃一方，向一方，从中得利，有时

两方俱吃。 

三、当铺 

当铺是以物做抵押取得贷款的一种高利贷行业，经营对象多为生活贫困者，豪绅富户者也有，但其情

况各异。富者当当，一是因遇一时之难，为无损于富有者之体面，既不能卖地又不能求借，而以贵重之物

当之，以解燃眉之急；二是为珍贵而又不易保管的衣物皮毛货等，换季后免受霉烂变质之损，或是城外富

户为防不测，而送当铺得以妥善保管，随用随赎。贫困者当当其情况不一者有三：一是平时勤俭度日，如

遇天灾人祸暂借无门，不得已而当；二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破落富户，初为维持现状，后为温饱

生活而当；三是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懒汉，无钱则当，再无钱卖当票。常言道，奸出人命赌出贼，当时的

当铺为这些人开设了方便之门。当铺实质上就是变相的高利贷者，但利率高于一分利，另加保管费。以物

值的 50％—60％为当价的最高限额，限期赎当，过期作废，如赎不起者以物之微值进行找死，当铺对过期

或找死之物除珍宝外大部出售给估衣行和旧货商。 

房、良两地由清朝至 1937 年，先后开设当铺三家，房山城内两家，良乡城内一家。房山最早开设的一

家在清朝年间，名为“隆福当”，北门里路西，拥有资金白银六十万两，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到房山时，

“隆福当”铺被一抢而空，后欲继开受阻，改开“隆福局”粮店。该店善结官府，分号多而面广。房山城

内第二个当铺开设于 1931 年，名为“西天合”，在 1937 年“七七”事变期间，被三路土匪胡振海进城时抢

空。 

四、杠房 

杠房是向婚丧嫁娶之户租赁花轿、棺照、执事、鼓乐、搭棚、张灯、结彩、桌椅、茶炉等一切办事所用之

物。 

 

流动与固定的小商贩 
 

一、流动小商贩，是以农业不能维持生活者较多，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营品种是以农村生活日

用必须品为主。其经营特点是：有一定的经营路线和大体的时间，以货易物为主，如鸡蛋、粮食、油料等。

以货币交换者较少，以信誉争取主顾，满足顾客需求，这次无货下次定能为您带来，以方便主顾、和气生

财为本份。其流动方式大体有四种，1.固定几个村的范围内长期流动。2.在本地区范围内集日赶集，平日



串乡流动。3.长期由此至彼，追集赶市。4.随着季节进行不同农副产品的长途贩运，如粮食、干鲜果品、

蔬菜、仔猪、蛋禽之类等等。 

二、固定小商贩，一在农村，多为小杂货铺的形式。有的是合伙经营，有的是连家铺，经营一些农村

生活日用必需品，有的开设小饭铺带茶水，大多在路边道口，招待过路车辆来往行人。一在集镇，多为摊

贩，有经营纸烟、糖果、小食品的杂货摊，也有专营叶烟、鲜菜的长期摊，还有麻花、烧饼、炸豆腐、豆

腐脑、老豆腐的小吃摊和生熟猪、羊肉杠等。 

除上述者外，还有一些串乡修理笸箩、簸箕、洋铁壶、钉盆钉碗、锯钢锅、张箩拴屉、小烘炉等等流

动的小手工匠，大多为外乡人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做为副业出来营生。民间的小商贩在市场上、交通线上

常常见到的就是他们。在村街头巷尾，天天能听到他们熟悉的叫卖和不同声响的换头声，给当时农村千家

万户常来方便，深受大姑娘、少媳妇、老太太们的欢迎。但自古以来，民间的小商贩，总是在倍受压制的

情况下，艰难地从事自己的营生，开展着平凡而忙碌的商业活动，他们发展的路子是相当狭窄的。(在抗扫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困笼政策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情况相当严酷的情

况下，冒死沟通敌我之间商品流通的就是这些所谓跑单帮的小商贩)。 

 

经营方式及手段 
 

经营方式。清末民初房、良地区分门分类的商业体系形成，较大集镇商号分类细，且多巨贾老店，资

金雄厚货源充实。平、津、张、保南北货物品种齐全，批零兼营，杂货行多兼营酿造酱油、黄酱、高醋、

酱菜、糕点等加工作坊，前店后场自制自销。乡村集市店铺少则分类粗，大多百杂俱全，综合经营。逢集

遇节庙会时宜，备办货物设摊销售招待顾客。在集镇和农村尚有不少小本经营的“夫妻店”，集镇小饭铺较

多，农村则多为小杂货铺，他们前店后家，营业时间较长，经营方便灵活，夜间小门售货随叫随开。 

经营手段。在旧社会凡经营者，皆以谋一方一地之利而开设店铺，毫无为民之观念。但为扩大经营牟

取利润，也给与群众一些方便和良好的观念。他们揣摸顾客心理，积累了一套徕待主顾“以诚相待，以货

引人，薄利广销，信义为本”的生意经，表现于诸多殷实老店。相反，投机倒把商，为取暴利不择手段，

勾结官府，残酷剥削，表面热情，心怀叵测。商品以假代真，大秤进，小秤出，掺杂使假，衣帽取人，看

好货包次品，专捉老憨。春天放借贷，秋收吃高利，此类不择手段的剥削商为数众多，故旧社会商为世诟

者已久。 

一、以待客热情赢得主顾。远迎近接，主动问寒问暖，对富户迎进帐房烟茶招待，问清所需由学徒打

点，走时伙计牵驴搬车，掌柜出店恭揖送别，路远者甚至留客吃饭。对贫穷上门的主顾，也会使你欢喜而

来，满意而去。看生意以小集多，以主顾盈门而显示买卖兴隆，以此竞争，压倒同业，在店堂里悬挂“货

真价实，童叟无欺，称平满尺码足”的条牌，示意主顾买货放心。 

二、立折赊销，以此垄络买卖，拴着主顾扩大经营。立折对象为殷实富户，对比较富裕之户也给予短

期赊帐之便，结帐皆以端午中秋，年关三节为期。为保持与立折户关系长久。除在柜上殷勤招待，凡折户

大事小情一盖随应。年关帐未结，新折又送到。 

三、以信取信，扩大资金。商号货栈通过代存、预付的经营手段在与客户往来取得信任的基础上，一

些殷实富户在农村为防匪患之不测，往往把银钱存于立折关系商号尚能得到微息，而商号不但以客户的存

款扩大本店资金搞活经营，甚至向外放高利贷。定货予付，大多为山货商。每年春季，深入产地与货主订

货，按收获量大小付给部分订金。到收购季节，对产品少或急需用钱户采取随收随结帐，对产品数量大或

富裕户，采取收购后，分期付款或产品出手后一次付清的办法，借他人之本发己之财。 

四、货真价实，薄利广销，创出字号，吸引顾客，买一捎十，扩大经营。此多殷实老店，如“天吉号”

开设于清光绪元年（1875 年），是房山城内较早的一家衡水老店，专营烟具。前店后厂，以自产自销批零

兼营烟袋锅、烟袋嘴、水烟袋等铜制烟具而驰名于房山、良乡、涿州、易县、涞水等县。经营特点是：用

料纯正，工艺精细。该号制做的烟袋锅，久用不坐锅不掉锅，货真价实，创出了字号。再如以自产自销的

几种主要商品，采取看利薄、质量精而实惠的经营手段，招徕顾客盈门的山西老店“福源勇”，粮行兼营杂

货，前店后厂，自磨自售白面，干白纯净，不掺假，出售时老称加一，售价不高于同行。城内商号、衙门、

四街两关的群众，大多吃该号的白面，有时宁可排队多等也不愿到别号去买。还有杂货行，多在自产自销



的点心、酱油、高醋、酱菜等几种商品上下工夫，聘请名师，用料讲究，制做精细，美观味醇，用此吸引

顾客以达到买一捎十，多做生意的目的，也是与同行竞争的一种手段。 

五、出售礼券。礼券是代替礼物馈赠亲朋的有价证券，是扩大商号影响，活跃经营的手段之一。使用

礼券正常往来者，多系豪门富户，其次为工商企业结交官府，老百姓托人办事，打官司告状，为蔽人耳目

出入方便多使用礼券馈赠，大城市较为普遍。房山地区仅城内“吉顺成”杂货铺一家出售礼券，其手续及

使用方法按顾客交现之多少，在礼券正面填写金额，盖上商号和店主的印章，封入精致美观的礼券袋，不

署送受者的姓名。受礼者凭券到出售商号可随意选购所需商品，亦可凭券兑现，但商号要从中扣除一定的

手续费。 

六、使用河票。河票是商号用来代替现金的一种票证。清末民初期间，发起于琉璃河锦福隆粮行(山西

字)仅此一家发放使用。该号资金雄厚，在商界享有威望，当时该号因位居琉璃河，故简称河票。流通于当

地范围互通往来的商号与商号、商号与主顾之间。如琉璃河附近富户、张坊以里的山货富户为携带方便存

放安全，大多把银元在该号换成河票，用此可以买货亦可兑现。在房山城内的“德隆盛”杂货铺和周口店、

坨里的大成功煤栈三者与主顾之间使用流通着该号的河票。 

七、囤积居奇，春放秋收，牟取暴利。房山为缺粮地区，年不敷半，故粮行之多达九十一家，占商号

总数的 22.2％。集市交易以粮食为大宗，粮行则乘机在新粮上市压价收购，麦收时小米与小麦兑比为一比

一。秋收时一斗小米仅换小麦七升，囤积居夺。当农民青黄不接时抬价出售，同时并进行赊销，按时间长

短，赊一石还石三或石五，或春夏季节进行以粗换细，秋冬季节以细换粗，以此反复循环从中渔利。此乃

粮行牟暴利之贯伎，如遇灾荒之年剥削更甚。 

八、高利贷。是旧社会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之一，除地富向求借农民施以高利贷者外，

在商业中也有不少商号兼放高利贷。张坊的炭厂结合收购山货的业务，春季向货主大放高利贷，秋季以粮

货还贷，既得到了利又收购了货，而货主是钱货俱伤。高利贷利率高者月息二分至三分，低者八厘至一分。

还有一种蹦蹦利，借一还二，多系用钱急、时间短的特殊借钱户。 

九、商业兼营土地。非指地主兼营买卖而言，而是土地列入商号资产，而由商号管理经营者。如豆店

两个酱园，均经营田园，雇工种植酱园所需之粮菜；房山城内黄酒馆在城外设有庄园；张坊祥瑞粮食杂货

商，收帐户以地抵债的土地有二百多亩，出租给当地农民。 

十、赶庙会。庙会初乃寺庙僧侣为繁荣本寺庙的香火(佛、祖、英、烈等纪念日)，约集地方商人在香

火之期参加销售，方便香客，而后形成庙会。年年届期工农百作，四方商贩，不约云集而至，搭棚、设摊，

随着季节出售应时商品。小型农具、广货布匹、饮食摊贩、儿童玩具、江湖杂耍、民间花会、相面算卦、

说书唱戏等无所不有，就连赌徒恶棍亦皆涉足。比如，九月初一饶乐府的东岳庙，有些煤窑在秋收将了，

借庙会之机摇旗呐喊招人下井背煤，当时即可预支部份工钱。不少贫苦农民为一家老小生活所迫，明知是

祸也得去，不得不找保划押订下生死契约，下井时间由是年九月初一至翌年五月初一。 

 
庙会日期地点名称(旧历) 

 

日    期   地  点    名  称                特      点 

二月初一   黑龙关    龙王庙 

三月初一   顾  册    娘娘庙        经营杈把、扫帚小型农具为主 

四月初四   琉璃河    关地庙        经营杈把、扫帚小型农具为主 

四月十五   辛  庄                  经营杈把、扫帚小型农具为主 

四月屯一   房山城内  药王庙        经营署药 

五月初一   长  沟                  经营凉席、草帽、夏布等夏季商品 

五月十七   房山城内  城皇庙        经营凉席、草帽、夏布等夏季商品 

八月廿八   窦  店 

九月初一   饶乐府   东岳庙         山里红、大柿子、糖炒栗子等 

九月初九   石  窝 

九    月   良  乡 



四月廿一   石  村   药王庙 

三月初八   良  乡 

  



日蒋统治时期房、良的商业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假借芦沟桥打靶，一声炮响又挑起继“九一八”事变后的侵华战争。

国民党二十九军浴血奋战，杀得日军闻风丧胆，但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不抵抗政策，终因孤军无援节节败退。

从 8 月 15 日前后，日军踏入房、良地区，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国军寡不敌众，在大石河西岸与日军

对持二十余日，全线崩溃。至 9 月 17 日两县平原沦入敌手，县城及主要集镇和村庄，墙倒屋塌瓦砾成堆，

军民伤亡惨重，商店闭门，人员四逃。日军占领房、良县城后，县商会变成了维持会。在两县城外的散兵

游勇和无家百姓，借国军溃退弃下的枪支弹药，组织起各路土匪，一路占据长沟一带，二路占据张坊一带，

三路占据周口店一带，他们虽打着抗日旗号，但乌合之众缺乏战斗力，且多从自身利益出发，步日军践踏

之后尘，打家劫舍，烧杀淫掳，扰商害民，强行向各镇商号、各村百姓要钱要粮，绑架商号店主逼金要银。 

1937 年 11 月 1 日和 11 月 27 日，三路土匪胡振海先后两次攻进房山县城，进城后却不知安抚百姓，

不顾商号遇难之痛苦，反行抢掠，大吃大喝寻欢做乐。张坊经日军攻打烧杀淫掳，又遭二路土匪之劫，使

所有店铺商号无法开业，人员各自星散，—个繁盛的集镇顿时处于萧条混乱之中。 

1939 年秋，各路土匪被瓦解，经维持会的上下联络，沦陷地区的商业虽然得到恢复，但由于日本侵略

战争严重的摧毁了农村经济，人民涉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惶恐不可终日，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购买力明显

减少；且在战乱中的商业被洗劫空虚，元气大伤；再加之经济封锁，交通堵塞，四通八达的货源渠道被切

断，尚存的北平一条渠道，日伪军又盘查勒索甚严，资本稍厚的商户或转移或弃商避居，一般中小商户迫

于生计，不得不惨淡经营。 

1945 年 9 月，日军无条件投降后，集镇商业曾一度恢复，但因国民党又随即发动内战，农村经济再次

遭到摧残，民不聊生，经商运货，路站盘剥，重税勒索，各方留难，商业获利甚少。再加之国民党政府的

币值不稳，物价飞腾，货一出手所收货币如废纸，致使商业交易不得不以货易货，小商大多破产，较大商

号商品有价无货，囤积停售伺机而出，整个房、良集市交易呈现混乱、市井生意处于极端萧条的局面。 

（《房山文史资料》第 2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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