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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城，始建于金。当时为金主完颜氏修陵墓于大房山麓。墓东南，筑小城，以屯兵守陵，定名“奉

先”。至元代，改县制，乃更名“房山”。隶范阳郡。 

原房山城，号称“三山不露，四水不流”，所谓“三山”，据说城内地表下有三座山的山头，但未露出

地面。所谓“四水不流”，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地势都较高，夏季雨后，大量雨水不可能从四个城门洞流

到城外，只能汇集到四个城角的大坑里。传说这是房山的“风水”所在。后来，这“风水”被人有意破坏

了。三个山头有两个露出来了，四个城门，雨后也大量向城外流水了，所以，房山历史上从未出过“状元”。 

在房山城里东南角大坑的西北方，有一个庙宇群，按由西向东的排列顺序是：孔庙、文昌宫、忠烈祠、

贤孝祠、云峰书院和药王庙。其中云峰书院就是科举时代学宫(县学)之所在。 

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所修《房山县志》残本上有《云峰书院记》，言“在大街之东”。民国十六年

(1927 年)修《房山县志》卷四上，刻《畿辅通志》载：“房山有义学，在学宫旁，清雍正四年(1726 年)建，

后改做云峰书院”。据清嘉庆十一年(1806 年)，《云峰书院条例》规定：“设掌院，主讲席”，供“诸生请益，

朝夕攻磋”；“设斋长五人轮流执事”“经理一切”。在这里进修的都是．准备应“乡试”的“廪生”或“秀才”

们，这些人，平时在家读经或来院请益，习作“八股”，交掌院批阅。这时的书院规模很小，有“上房五间，

东西厢房六间，大门及照房共七间”。(引《房山县志》卷四，云峰书院条，不过是一个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 

清“光绪末年，倡言变法，改立学堂，而书院遂无存在之必要矣，三十一年(1905年)学董赵连城、陈智、赵宗

饬倡议开办学堂，招坐授课，因借书院，改组为房山县高等小学校”(引《房山县志》)后来，“以生徒众多，无法容

纳”。除又增建宿舍六间，教员室二间外，“复将西邻文昌宫一所圈入学堂”，“大门外隙地二亩余，亦筑墙圈入，作

为体操场用”。辛亥革命(1911年)后，房山县立高等小学校(县高)就在这块地方办下来了。后来文昌宫后的忠烈祠、

贤孝祠也改成了教室，又增建学生宿舍十二间，伙房三间。自此始至 1945年，校院的大小，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1944 年，日伪统治末期，当时是高鑫(品三)任校长。在“房山县立高级小学校”内，增设“农业职业

班”一个班，招生四十名。开设初中深程，兼习农事。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县政府任命纪绍文(道

周)为校长。这时，把农职班改为初中，算做初中二年级，又招收初一年级两个班(甲、乙两班)学校开始定

名为“房山县立初级中学校”。校内小学部、中学部两部，各设主任一人。至此，房山县内开始有了中等学

校，这就是房山中学的前身。 

这时，学校的规模是：中学部，初二一个班，初一两个班，共三个班，小学部，初小一至四年级，六

个班，高小五、六年级，六个班共十二个班。全校中小学共十五个班。由于班次增多，把文昌宫西邻的孔

庙中东庙、西庙和大成门，改建为教室。 

1946年，校长为黄毓珍(宝涵)中学部主任为绳以伟(纶如)小学部主任为孙震昌(东甫)小学部班数未变，

中学部增加一个—班，即原初一两个班合并为一个班，升入初二(至 1948 年每年如此)又招收初一两个班(甲、

乙)全校共十六个班。1947 年，校长改任为绳纶如，中学部主任为彭振蒙，小学部主任仍旧。中学和小学

的班数都没有变。这一年，初中三年级毕业三十二人。这是房山县历史上第一届初中毕业生。 

1948年，校长与小学部主任仍旧，小学部主任易为李凤。(194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这一年，除招

收初中一年级两个班外，又增招初级师范班一个班。至此，全校小学部五个班，小学部十二个班，共十七个班。

中学教师又增聘高风台、周彬二人，都是 194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和中文系毕业的。由于学校班次又增多了，

又把东邻的药王庙圈入学校，以充教室、宿舍之用。以上、学校的规模，就是 1948年底我党接管时的规模。 

随着国民党统治的朝不保夕，学校这个“摊子”也烂到没法的程度。学生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差，

吃饭是窝头、小米饭老咸菜和白菜汤，宿舍是用炉灰填起来的实心土炕，阴暗潮湿，臭虫、跳蚤大把抓，有

的学生身上还长了疥疮。1948年来校的师大毕业的三位老师，经常深入学生，关心学生生活，给学生介绍毛

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和解放区的情况，了解了一些情况，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后



来，因为校外风言风语，说他们有“共产党嫌疑”。其中，李风同志从从 1948 年十月中，回到北京，再也没

有回来。 

1948 年冬，随平津战役的迅猛展开，我华北人民解放军，解放涿州之次日，与解放良乡的同时，即 1948

年 12月 13 日夜，华野某部二十旅在刘秉彦同志的指挥下，解放了房山城。至此房山全境宣告全部解放。 

12 月 14 日凌晨，房山军管会马教导员来校，宣布接管，并命令：全体敦职员工，坚守岗位，从 12 月

14 日起，除“公民”课取消外，各班一律按原有课程表，照常上课。从此，“房山县立初级中学”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迈开了新生的第一步。 

1949 年，1 月，房山县人民政府，在顾册村召开新区教师学习会，房山中学全体中小学教师包括原来

的校长和主任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学习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这对于参加会议的全体中小学教师，是一次政治上的启蒙教育。大家茅塞顿开，情绪高涨，以饱满热情，

准备着迎接新生后第一个新学期的到来。 

1949 年，2 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察哈尔省平西专区谭惠民副专员(原房山县县长)来校视察，了解

情况，准备与安排正式接管学校。2 月 25 日专区从北岳区第三中学抽调十一名同志来房山中学。他们是校

长杨槐堂，教导主任孙俊卿、教导干事杜生聪、周元希、李柱臣，会计杨万明，管理员于存华和勤杂人员

石洪泰、徐德厚、孙泽安、韩怀玉。经过一周准备，在 1949年 3 月 3 日，由县长杜恩霖同志主持，召开全

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正式接管及有关干部任命。计：校长杨槐堂、教导主任孙俊卿，总务主任刘天德(当

时正主持新区知识分子训练班工作，于 3 月中旬到校任职)小学部定为中学附属小学，主任为冯侃。学校正

式定名为“平西区房山中学”。会后，原任校长绳纶如，根据上级安排，赴平西专区任职。是年夏，根据杨

槐堂校长倡议，定 3 月 3 日为房山中学校庆日，到现在整整四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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