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乡古镇史话 

赵润东 

良乡古镇，历经千年，历史文化十分悠久，古迹逸闻也非常之多，不但是

京西南第一座古县城，而且为京郊最古老的名镇之一。 

良乡位于北京西南 20公里，自古以来是北京西南郊的重要交通枢纽。京周、

京保、良黄公路和京广铁路、京石高速公路贯穿全境，加上十几条区、镇级公

路与之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交通网络。现在的良乡，已成为房山

区政府所在地，是建设和发展中的精品卫星城。 

追溯良乡古镇历史沿革，无不令人为之赞叹。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

良乡在春秋时期属“燕中都地，辽燕为中都县。”“汉置广阳县，即今之良乡。”据有

关资料记载，中都改为良乡，应在秦汉之际。《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良乡，汉

县，属涿郡。后汉仍曰良乡。”“晋属范阳国，元魏属燕郡，北齐天保七年，省入蓟

县，武平六年复置。”在隋朝时期，良乡隶属涿郡。“唐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

改固节县，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复为良乡。唐以不从安史之叛，改名固节。”

沿至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幽州设县“移至于此”。“良乡县乃唐庄宗时赵德

均所镇也。幽州岁苦辽兵侵抄转响，辽兵既强，侵抄诸州皆遍。幽州城门之外，

甲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辄伏兵于阎沟掠取之。及赵德均为节度使，

城阎沟而戍之，为良乡县。”到了“晋天福中，入于辽，属燕京析津府，金属大兴

府，元属大都路。”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隶北平府，永乐元年（公元 1403

年），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良乡隶属之。 

那么，良乡城又建于什么时候呢?据史书记载，明景泰元年（公元 1450 年）

十二月，筑良乡城。明弘治六年（公元 1494 年）二月，兵部主事欧钲曾上书道：

“良乡涿州在京师肘腋，只有土城而无石郭。正统末年，额森深入，如蹈无人之

境。方今无事，宜豫为之计。上命所司知之。”又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良

乡土城旧高二丈二尺，隆庆中知县事贵安上达增筑之，高三丈二尺，东南有公

城，而西门独缺。垂二十年，济阳王道定来知县事遂完之。”修补后的良乡土城增

宽后周长只不过一千三百丈，总计有六里三分而已。城的四门，东曰迎曦，西

曰宝城，南曰就日，北曰拱辰。就是全县辖域也为数不多。“东至宛平县界十二里，

西至房山县界二十二里，南至涿州界五十里，北至房山县界十五里。”论地盘“其

富不及大县一里。”然而，就在这块狭窄的土地上，当年也是车水马龙，市井繁华，

最负盛名的良乡板栗及大枣、核桃等土特产品充满市场，并因经销海外而蜚声

遐迩。 

说起良乡，自然要说行宫。黄辛庄行宫，位于京石高速公路良乡段东侧、



良乡拱辰北大街西侧，这是北京西南郊第一座清代行宫。这座行宫建于清朝乾

隆十三年，坐北朝南，四进院落，整体建筑占地面积四十余亩。规模宏大，豪

华壮观。正殿与配殿，主次分明。执房与膳房，错落有致。四面建有回廊，连

接各宫。后面有花园，砌有山石，周围植有奇花异木，整座行宫庄严肃穆。据

《良乡县志•古迹》记载：“行宫在县治北黄辛庄西南，距城二里许，乾隆十三年

建，为（皇帝）谒陵驻跸之地。”当年，皇帝与王公大臣每岁出宫赴西陵谒陵，都

要经过此地并驻足歇息。乾隆十八年（公元 1754 年），乾隆皇帝曾作《良乡行

宫晚坐》，诗曰：“又驻行时跸，萧齐可意清。去来时屡易，今昔念交萦。习武遵

前迹，均劳验众情。春云傍晚重，希泽为新耕。”行宫毁于建国初期，现在仅存后

花园中的一株古松。 

郊劳台是良乡的又一古迹，位于良乡大南关村外。这座郊劳台又称接将台，

是清代乾隆皇帝郊迎犒赏出征凯旋将士举行盛典之所。据《良乡县志•古迹》记

载：郊劳台建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公元 1760 年）

二月，将军兆惠、富德等平定准葛尔回部叛乱凯旋，清高宗携文武百官、王公

大臣等，从京城出发到郊外迎接将士。劳师之前，高宗及文武大臣驻跸于黄辛

庄行宫。同时，在郊劳台北侧设置黄幄及青幕，供君臣礼拜之用。郊劳台坐北

朝南，原为琉璃瓦顶，汉白玉梁柱，呈八角亭状，高 2.26 米，每面宽 2.26 米，

总面积约 500 平方米。可惜的是，昔日富丽堂皇、庄严壮观的郊劳台，于咸丰

十年（公元 1860 年）被英法联军所毁。残存下来的御碑亭内，立着乾隆二十五

年御制郊劳出征将军兆惠及诸将士礼成记事碑。1995 年 10 月 20 日公布为北京

市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良乡城东燎石岗上的昊天塔是古良乡城的重要标志，为古良乡八景之

一。（良乡八景：燎岗古塔、城脚鸡鸣、盐沟雪浪、广阳遗城、燕谷长桥、梁公

芳沼、望诸君墓、贺云夕照。）昊天塔又称多宝佛塔，创建于隋，现存者为辽塔，

辽金时期用于军事了望和观察敌情。据《良乡县志》记载：“多宝佛塔，隋建，在

燎石岗上，五级玲珑，高十五丈，围十五丈，四面门二十座……唐蔚迟公敬德

重修。”昊天塔为五级楼阁式仿木结构空心砖塔，高 36 米，平面呈八角型。塔基

为八角仰莲座式，基座高 6.3 米，雕有花卉、走兽、人物等;浮雕图案均为单个

纹饰组成，上下两层，共计 64 幅。塔身五层，每层都有须弥座和层檐，四个正

面设有券门，其余四面为方形仿木结构的实心直棂窗，内有砖砌阶梯，可盘旋

而上，直至塔顶。塔身四面设有佛龛，龛内雕有佛像。据《良乡县志》记载：“阶

级环上，北望都城，南眺涿鹿，举在目前。”辽宋对峙时期，战事频繁，昊天塔曾

起到过燕京门户军事了望的重要作用。邑人陈番作《燎岗古塔》诗道：“云霞片片

出燎岗，铃铎声闻十里扬。插破青宵通日午，冲开碧落促风狂。几层瞻仰寻龙

窟，数级登临礼梵王。果是真身藏舍利，浮屠古貌不寻常。”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昊天塔被八国联军捣毁。1983 年进行维修，1979 年公布为北京市

文物保护单位。 

良乡地处京畿，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并且有着特殊的历史环境。自古



以来，良乡始终是京城与南北连接的交通要冲。上至帝王皇亲，下至官宦庶民，

或觐见皇帝，或岁贡朝廷，或犒劳出征将帅，或西行谒陵驻足，这里都是必经之

路。境内遗存下来的历代古迹除清代行宫、郊劳台、昊天塔外，还有乐毅墓、城

隍庙、孔庙、良乡驿站以及良乡板栗等风物特产，均己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

物遗存，这些都给良乡这块沃土增添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浓厚的色彩。 

古时的良乡，地域较为宽阔。据清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良乡县志》

记载，旧时的良乡县，置 12 乡，“初编里二十有五，继为二十二里者，犹百年前

旧志也。”康熙四十年《良乡县志》载：巨富屯并入燕谷里，普安屯并入厚俗里。

至康熙年间，仅存二十里。同治二年（公元 1863 年）始，京畿实行保甲制。光

绪十五年（公元 1889 年）《良乡县志》载，顺天府良乡县凡 23 里屯 187 甲，

良乡城东关、西关、南关各设一甲。所辖 117 村，东关辖塔湾、梅家庄等 5 村，

西关辖苏家庄、西太平庄、西杨家庄 3 村，南关辖纸房村、东杨家庄等 6 村，

治东及东南 28 村，治西及东南 28 村，治西及西南 30 村，治南 30 村，治北兼

东北西北 29 村。占有土地“四百八十七顷九十一亩，全县二千九百一户，一万

四千八百六丁口”。 

良乡通达四方，且有众生云集，或闲游、或贸易，表面看起来繁华富庶，

而实际上百姓多苦于天灾水患及繁重的税差，人们背井离乡，四处逃荒，疲于

奔命，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有魏大中作《良乡县诗》道：“彰义门西

路，桑乾古渡分。长羁乘传马，不断出关军。沙白连荒戍，城黄压暮云。车牛

征到骨，募派底纷纷。”视闻良乡之地，人们害怕在此久留，就是登科皇榜，也不

愿赴此就任。据史书记载，明时县令樊巍曾在《良乡行》一诗中叹道：“官钱私债

贫年借，前官后宦总凄凉。”而且，“寄语四方游宦客，选官切莫选良乡。”由此可见，

古时候的良乡县是多么的穷困。 

到了民国时期，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良乡为 20 个辖县之一。1917 年，

曹锟部西路“讨逆军”，以征伐北京拥戴清室复辟的张勋，很快进驻涿县和良乡。

1920 年，直奉两系军阀与皖系于高碑店、涿州、良乡、琉璃河一带激战，结果

皖系败退。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8 月 1 日，日军南侵，良乡城失陷。8 月 5

日，国民革命军收复良乡。15 日，日本侵略军又复占良乡。此后，良乡地区成

为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的重要军事基地。为抗击日寇的侵略，良乡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顽强不屈，浴血奋战，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最终取得

了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调整区划，良乡县设 7 个区，即城厢区、魏各庄、小十三

里、六股道、琉璃河、窑上、稻田。总辖村 187 个。1950 年 2 月，调整为 5

个区。1951 年，城厢区与第二区合并，区数减为 4 个。1954 年，河北省在房

山县进行“撤区建乡”试点。是年 6 月完成。1956 年 8 月，合并为 30 个乡，良

乡县区一级设置于同年 9 月废除，全县划为 21 个乡。1958 年县以下始实行人

民公社建置，良乡改称良乡公社。1983 年县以下行乡（镇）村制，良乡改为

镇。1990 年房山区区以下实行行政区划，良乡改为地区办事处，辖行政村 28



个，街道里巷 25 个，自然村 33 个。 

一座古镇，几易变迁，而作为政治、经济、商贸和文化的中心始终未变。

良乡沿袭先人之名，直至今日。1998 年 11 月 18 日，房山区政府东移良乡，良

乡更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房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强劲的经济发展实力

进入北京市强乡镇之列，并于 1999 年 3 月 10 日成为市政府新增 8 个小城镇建

设试点单位之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共房山区委于 2002 年 1 月做出关于撤乡并镇机

构改革的决定，撤消原良乡镇与官道镇，组成了新的良乡镇，从而使全地区的

变化日新月异，令人瞩目。新组建的良乡镇地域面积扩大，东至长阳镇，西到

闫村镇、北邻青龙湖镇和丰台区，南至窦店镇。属地辖村 46 个，27 居委会。

181 家镇村及集体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个体企业 1200 余家。还有中央、市、

区属企业及驻军 120 余个单位。人才济济，技术力量雄厚。全镇总人口 12 万人，

拥有耕地 2.1 万亩，万头猪厂、万只蛋鸡厂、千亩果园、蔬菜大棚、养鱼等已形

成一定规模，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村镇建设各项事业达到一定水平。良

乡作为精品卫星城，重点建设的高科技园区、高教园区、绿色生态居住区、旅

游休闲度假区和仓储物流区，将给良乡的经济带来更大的发展，现代化的新良

乡正在展示着特有的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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