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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房山城镇建设的历史，不能不说窦店的土城遗址，因为这座古城不但有遗迹可寻，

还可见于史书记载。 

窦店土城就在窦店镇西边。这处遗址 1955 年就引起考古学家的重视了，1979 年被列

为北京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土城建筑在平原地带，比周围地面略高。行走在马路边上，

老远就可以看见高高的黄土城墙。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介绍，这个城是长方形，城墙的

南面、西面保存较好，可以在上面行走。1982 年时，北城墙还残存 6 米高，因为老百姓取

土，致使土墙越来越窄。在取土过程中，离地表面 3 米处，曾发现砖砌的拱形门，高约 2

米，宽约 1.3 米，可惜门和灰砖在后来挖土时又被破坏了。当时，土城东面还存有一部分不

高的土坡。西北角因为大石河（古称圣水）频繁改道，不知何时被水冲毁了。经测量，土城

的内城东西长度约为 1100 米，南北的宽度约为 860 米，外郭东西长约 1200 米，南北宽约

960 米。西南角的城墙高约 8 米，顶部宽约 2.5 米，底部宽约 17 米。从城墙的断面来看，

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城墙上的夯土层为 12 至 17 厘米，夯窝是圆形的，直径有 5 至 6 厘

米。夯土层中发现当时筑城时铺草的痕迹，还有板瓦和陶片等杂物。 

城内西部偏北处，还发现一

个长方形的小城，西墙借用大城

的围墙，其余三面只有南面和东

北角尚有遗迹可寻。这个小城东

西长约 400 米，南北宽约 300

米，小城的地表稍微高于大城的

地表，因为烧砖取土，才使得地

表有所降低。从地表和城墙夯土

层中出土的绳纹灰陶片和篦纹

陶片来看，具有明显的战国到西

汉的器物特征。这个小城是什么

人修建，什么时候建的，现在还

一无所知。 

查阅历史资料，秦朝已经设立良乡县，西汉时为侯国，属于涿郡，王莽新朝时更名为广

阳。吴幼潜《封泥汇编》收录一方“良乡”，古朴大方，为汉代封简遗物。由此可以推测，处

于交通咽喉的良乡城虽然建制规模不大，但是商业活动一定比较发达。我们知道，春秋中叶

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窦店土城 



以后，由于商业活动的加剧，经济因素对城市规划布局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城不仅是军事堡

垒，而且也是兼有经济职能的“城市”。这说明了城市工商业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如果时光倒流两千多年，我们穿行在良乡这座小城，看着袅袅升起的炊烟，街上店铺前

走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对面的牛车碾压在车辙上发出有节奏的“卡啦卡啦”的响声，偶尔，一

匹快马飞过，背着八百里公文的“邮传”，一路呐喊疾驰而过，耳边留下一路马蹄声，就会感

觉到良乡这座小城浓厚的生活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