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关村史话（上） 

栗景鸿 

佛子庄乡黑龙关村，地处大石河东岸，南与佛子庄村接壤，东北与班各庄

村为邻，西隔大石河与西坡烟筒尖相望，东倚后岭。该村海拔 156 米，聚落呈

现带状。全村 265 户，642 人。该村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民情醇朴，物产资源

丰富。自古以关险、水秀、景丽著称，境内多有令世人瞩目之处，在房山有着

独特的历史地位。今略以此文为引，以见龙乡丰韵之一斑。 

大石河，古称“圣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北拒马河支流，黑龙关村为其

必经之地。该河纵穿房山全境，其芦村以下河段称琉璃河。源出两支：一为霞

云岭堂上村西北，一为史家营西北部山区。流经长操、红煤厂、佛子庄、黑龙

关、班各庄、陈家台、河北、磁家务诸村，于坨里辛开口村出山，至琉璃河祖

村出房山境，入河北省涿洲。境内河长 108 公里，其中山区河长 85 公里;流域

面积 1243.4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流域面积 567.5 平方公里。 

黑龙关村南于唐未曾建有关卡，为房山境内古代一处重要军事关口。据《畿

辅通志》记，黑龙关口又名“乌龙潭口”，“在房山县西北七十里”;《紫荆关志》言该

关“西至紫荆关二百八十里，为涿县里口，稍缓”;明万历《保定府志》载：“（黑龙

关）外通大龙门口一百八十里，内连房山县地方”，均可见黑龙关地形之险要。 

村制沿革 

黑龙关村，定名约于唐末，成村始自金代，此二说在区内文史界已基本形

成共识。而有关该村村制沿革方面的其它资料目前还没有人关注，更未有人做

过专门整理。现根据笔者的一点积累，做一些尝试性探讨，以求日后方家一鸣。 

汉朝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又称十三州），黑龙关村所在地当属十

三州之一的幽州所辖，至于此地其时是否有无人居住，目前尚无据可查。 

从北朝至五代的五百余年间，由于战乱不息，北方行政区属更迭频繁，幽

州的名称也累经变更，先后称为燕都、燕郡、幽州、涿郡、范阳郡、广阳郡，

也曾以官府命名为总管府、大都督府等，但都是治所或首府。居民多是从塞外

迁来的少数民族，其中有奚人、契丹人、室韦人、高丽人、突厥人等。他们几

乎家家从戎为业，妇女儿童也娴习弓矢，常驻兵丁过十万，加上家属，总人口

不下二三十万。可见，该城是有雄厚军事力量的重镇。 

其中北魏年间“徙民”与“流民”之事，似乎与黑龙关地何时有人居住关系密切，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太兴二年（432），随着幽州地区民族融合步伐加快，自东



北诸郡徙民三万户于幽州。又因当时中原混乱，四方流民亦纷纷来幽蓟汇聚。

自此时起，黑龙关地当为人居生息之开始。 

隋朝（581～618）初年，燕郡改称幽州，隋炀帝时改为涿郡，治所仍在蓟城。 

涿郡的名称，随着隋朝的灭亡而消失。唐朝，将这里复更名为幽州，蓟城

是其治所。唐时幽州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及所辖通县、房山、大兴和天津武清、

河北永清、安次等地。《旧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九载：“（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改为幽州总管府。管幽、易、平、檀、燕、北燕、营、辽等八州。……六年，

改总管为大总管，管三十九州。七年，改为大都督府，……九年，改大都督为

都督，管幽、易、景、瀛、东盐、沧、蒲、蠡、北义、燕、营、辽、平、檀、

玄、北燕等十七州。……（贞观）八年（634），……都督幽、易、燕、北燕、

平、檀六州。……开元十三年（725），升为大都督府”。这段记载，记述了唐代

幽州辖区的变化，黑龙关村自然随之而变。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深州乐寿（今河北献县）人刘仁恭（?一 914）初

任幽州节度使。翌年，任检校司空、幽州卢龙节度使。光化元年（898）三月，

刘仁恭进占沧、景、德三州，以图扩张地区。天佑四年（907）几次出征，屡占

屡败，遂于地属太行山余脉、历来为军事重地的大安山建筑别宫，更大安山之

名为大恩山。并于今黑龙关村南筑建关墙，于黑龙关村西山（烟筒尖）筑建烽

火台。黑龙关村村名由此得之。 

唐乾宁三年（896），李克用兵征幽州卢龙军节使刘仁恭，被刘所败。刘仁

恭撤矾山县、幽都县置玉河县，黑龙关村当属玉河县所辖（见赵其昌《辽代玉

河县考》）。 

关于设立玉河县的原因，《辽史•地理志四》说的很清楚：“玉河县，本泉山之

地。刘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

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户一千。” 

辽代，北京地区为南京析津府，领十一县，玉河县仍为其一。根据赵其昌

《辽代玉河县考》的考证文章及其所作辽代玉河县县境图，均可确定自唐末置

玉河县至辽，黑龙关村属玉河县所辖。 

五代初，契丹势力进入华北。天福三年（938），后晋高祖石敬塘割燕、云

等 16 州归契丹，玉河县属契丹。开泰元年（1012），辽改幽都县为宛平县，宛

平县名始于此。宋、金结盟攻辽，辽败，玉河县先属宋，后归金。金天眷元年

（1138），玉河县废（改玉河乡），区境归属宛平县。黑龙关村是否亦随之归属

宛平县，目前无考。 

金贞元三年（1155），海陵王在大房山营造山陵，并于当年迁始祖以下十帝

梓宫礼葬;大定年间（1169—1189），为奉山陵，析良乡、范阳、宛平三县边地

置万宁县：明昌年间（1190—1196），万宁改称奉先。“奉先”县即后来房山县，

此时的黑龙关村是否属“奉先”县所辖，暂无考。 

元至元年向（1264—1294），“奉先”始更名“房山”。 

元至正十年（1350），京师大旱。朝廷遣留守司都事萨理弥实至黑龙关村北



之黑龙潭“奉香币行”，祷雨则“辄应”，后遂建黑龙潭庙。 

元至正十二年（1352），翰林学士欧阳玄撰《大都房山县大安山创建黑龙潭

庙记》。据碑额及文中有“房山有黑龙潭”句，应可推知：“奉先”始更名“房山”之后，

黑龙关村已开始与“房山”发生联系，此时的黑龙关村当归属房山县管辖。 

元朝末年，准河南北各自为王，连年兴乱，互相抗争。最后朱元璋统一南

北，建立明朝。为了保卫北方边防，继续征讨元军残余，充实北京人口，解决

粮食问题，故大臣上奏朝廷提出了“移民、屯田、开垦荒地”以恢复生产的措施。

永乐年后，冀、鲁、豫等省连年灾荒，黄河、淮河又数次决口，中原一带“赤地

千里，荒无人烟”，而当时山西由于兵乱较少，环境安定，所以经济繁荣，人口

众多。为此，朱元璋下令从山西向外地移民。从洪武三年（1370 年）至永乐十

四年（1416 年），明朝廷曾先后八次将移民在洪洞汉代槐树下集中，给移民办

理迁移手续，发给凭照川资，然后将他们迁往异乡。 

据《明实录》、《明史》等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洪武二十八年

（1395）正月、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永乐二年（1402）九月、永乐三年

（1403）九月、永乐四年（1404）正月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均有山西移民

迁往北京地区。黑龙关村中彼时即有部分移民迁来定居，村制规模已具成型。 

入清后，据康熙三年《房山县志》所录其时房山县凡 179 村，黑龙关村未

在其列。 

至清光绪年间，黑龙关村时为顺天府宛平县辖，《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一”

之“疆域”卷有着明确记载。 

之后，始纂于民国二十年（1931）的《河北通志稿》所载有当时河北省《行

政区划整理各县插花区域》，该文有关于黑龙关村曾为宛平县插花之地的文字记

载。由于黑龙关村涉及到“插花地制度”，这里将《行政区划整理各县插花区域》

一文照录如下，作为参考： 

插花地制度，肇自明季驻军屯垦，后屯垦虽废，而习惯相沿，逐成为今日

之插花飞地一种畸形状态。此类插花区域之弊害因某区域明为甲县土地，而归

乙县管辖。甲县既无权过问，乙县又视同瓯脱。人民形同化分，非特对于一切

行政设施均阳奉阴违，甚且作奸犯科。凡窝藏盗匪、庇护赌娼、贩卖毒物等罪

恶亦悍然为之，而无所顾及。本省整理此类插花区域始于十九年（指民国纪年，

时当公元 1920 年——笔者注，下同）间，最初在第一次内政会议提出《提议勘

划各省县插花地以清疆界而一政权案》，经会议通过后送内政部，依提议决案，

拟订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呈准行政院公布施行。本省奉到前项整理办法

大纲后，于廿一年六月间，依照拟订河北省各县插花区域整理方案，嗣因原方

案施行颇多窒碍，复于廿四年九月另行指定河北省各县插花区域整理办法，公

布施行，截止廿五年终计实行整理插花区域如下表： 

本管县 划归县 村庄数目 村庄名称 备考 

宛平县 房山县 5 
车厂村、西庄、坟

上村、沙峪村、黑
 



龙关村 

以上表明，黑龙关村与今房山区车厂村、西庄、坟上村、沙峪村当时统属

宛平县在房山县的“插花区域”，是五村划归河北省房山县管辖的时间在“廿五年”，

即 1936 年（《北京市房山区志》记为 1935 年，存疑）。 

根据上述文字，约略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黑龙关村自“明季驻军屯垦”

之后至 1936 年止，此间当属“插花区域”，为宛平县所辖。此前，查明万历二十

一年（1593）沈榜《宛署杂记》卷五所录当时宛平县所辖村中并无黑龙关村，

可知至少在 1593 年以前，黑龙关村不为宛平县所辖（当宋代玉河县废改玉河乡、

区境归属宛平县时，黑龙关村也许亦随之归属过宛平县，入元后，归属房山县，

“明季驻军屯垦”之后，复归宛平县，惜无确考）;1936 年后，该村始脱离宛平县

始归河北省房山县管辖。 

既然黑龙关村曾与宛平县有过密切联系，那么宛平地区的建制变化又如何

呢？宛平地区，作为县置的建立起于汉代，公元前 117 年，汉武帝立皇子刘旦

为燕王，都城在蓟。其领县为蓟、方城、广阳、阴乡、良乡、安次、元安 7 县。

其中阴乡县即在后来的宛平县内。唐天宝年间，析蓟，置广平县。唐建中年间，

废燕州衙属，置幽都县，与蓟县同为幽州属辖。五代时，刘仁恭将幽都县的一

部分分出，建玉河县，辽开泰元年（1012）改幽都县为宛平县，为辽南京析津

府管辖。北宋占据辽南京后，宛平县归属燕山府，同时撒掉玉河县。金代宛平

县隶属于中都大兴府，元代隶属于中都路，明初隶属于北平府，明永乐年间隶

属顺天府。清代依旧隶属于顺天府。1912—1928 年间，隶属于京兆地方。1928

年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宛平、大兴、房山等 22 县划归河北省。

1949 年后，一部分划入北京市。1952 年其建制撤销，属地并入京西矿区。 

民国五年（1916），河北省房山县设有 9 区，辖 256 村;时五区区址为北窖

（后迁南窖），辖陈家台、南北窖、佛子庄、大安山、葫芦棚、下寺共 19 村。

黑龙关村 1936 年划归房山县后，位在五区之列。 

1938 年 5 月 8 日，设立中共房良联合县，县址长操村;1939 年 3 月，设立

中共房良联合县五区区委，黑龙关村仍为五区所辖，属我平西根据地。 

1941 年 6 月，房良联合县与涞涿联合县合并，成立房涞涿联合县。此间，

随形势变化，我根据地缩小，黑龙关村为敌战区，不在房涞涿联合县之列。 

1944 年 10 月，房涞涿联合县与昌宛房联合县合并，分设房山县、涿县、

宛平县，黑龙关村仍为敌战区（或巩固区），属房山县所辖。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房山县下辖 8 区，黑龙关村为七区所辖，

区址佛子庄。 

1947 年 2 月，平西地委决定将房山县七区划归良乡县，为五区;黑龙关村随

之为良乡县五区所辖，区址佛子庄。 

1949 年 4 月，良乡县三区、五区划回房山县，分别改为八区、九区（时房

山县辖 10 区）;黑龙关村随之划归房山县九区所辖，并为该区区址。10 月，房

山县隶属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时黑龙关村仍为房山县九区所辖，并为该区区



址（1950 年 5 月区址由黑龙关村迁至河北村）。 

1952 年 9 月 1 日，经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北

京市人民政府宣布：“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本市门头沟地区及其以西河北省

属的矿区必须统一管理。将河北省宛平县全县及房山、良乡两县部分村划归市

辖，同本市原 16 区合并组成京西矿区”。黑龙关村在调整之列，遂从属京西矿区

所辖。京西矿区委员会隶属中共北京市领导，驻西辛房村（1953 年 8 月迁至大

峪村）。 

1958 年 2 月，京西矿区中现属房山区的 12 个乡，黑龙关村从属佛子庄乡。

4 月，河北省房山县与良乡县合并，划归北京市，更名为周口店区。5 月 21 日，

京西矿区中现属房山区的 12 个乡，划归北京市周口店区，黑龙关村从属佛子庄

乡归北京市周口店区管辖。9 月，周口店区撒消乡（镇）建制，建立人民公社 8

个（不久为 7 个），黑龙关村属河北公社辖。11 月，河北公社与百花山公社合

并，名百花山公社（1959 年改称河北公社），黑龙关村从之。 

1960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消北京市周口店区，设置北京市房山县，

下辖人民公社 7 个，黑龙关村属北京市房山县河北公社辖。 

1961 年 6 月，黑龙关村属东班各庄公社辖。 

1966 年 5 月，房山县辖公社 35 个，黑龙关村属东班各庄公社辖（1961 年

6 月—1962 年 5 月，东班各庄公社改称佛子庄公社）。 

1968 年 2 月 13 日，成立房山县革命委员会，辖公社 31 个，黑龙关村属班

各庄公社辖。 

1971 年 1 月，班各庄公社改称东班各庄公社，黑龙关村属东班各庄公社辖。 

1981 年 1 月 1 日，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成立。该区辖门头沟区北岭、色树坟

2 公社和房山县河北、东班各庄、南窖、大安山、黄山店 5 公社及史家营公社金

鸡台村、周口店公社良各庄等 5 村，面积 421.2 平方公里，属北京矿务局管辖，

黑龙关村从东班各庄公社改由北京矿务局所辖。[笔者按：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属

非正式行政区划，所属房山县（区）河北、东班各庄、南窖、大安山、黄山店

公社（乡）等地，位于房山辖境之内，既划归工农区而又未完全脱离房山。而

在具体行业和部门隶属关系上，又分属于两个行政单位：凡属农、工、商等经

济部门，归工农区管;属人大、政法、交通、邮电等部门，又归房山县（区）区

管理] 

1983 年 3 月至 6 月，撤消自 1958 年以来实行的人民公社、大队建制，实

行乡、村建制。时房山县计设 29 乡 3 镇，黑龙关村从属于班各庄乡（后又为“东

班各庄乡”）。 

1993 年 11 月，原属北京矿务局所辖的河北、东班各庄、南窖等地区归属

房山区;本年，东班各庄乡与长操乡合并，成立佛子庄乡，乡址东班各庄村，后

迁至黑龙关村村北。黑龙关村从属于佛子庄乡复归北京市房山区管辖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