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德恒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

因镇域内的周口店“北京人”

遗址而享誉世界。考古研究

表明，这里是人类最早繁衍

生息的地方之一。沧海桑田，

70 万年之后，“北京人”的故

乡正以崭新的姿态，昂首迈

入世界文化旅游名镇的行

列。 

一、周口店地质和地理的基本情况 

周口店是“北京人”的故乡，是人类文明之脉源，是北京最早的皇家陵寝的埋藏地。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距市区 46 公里，东邻城关镇，北接燕化，南连韩村河，西与十

渡、霞云岭相连。全镇总面积 126 平方公里，辖 24 个行政村，总人口 4.2 万人。到 2004

年末，全镇工业总产值实现 14.7 亿元；农村经济营业收入完成 31 亿元；财政收入完成 2505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7609 元。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全面发展。 

周口店正好处在山区和平原衔接的地方。它的东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西面和

北面，是山峦重叠的北京西山——太行山山脉的一部分。周口店一带的地层出露状况很好，

特别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积物保存得相当齐全，一向是地质学家所向往的地方。所以，周

口店建有地质考察实验基地。整体的地理特征是包括龙骨山在内，是北京西山的外围，山势

比较低矮。周口店以西，龙骨山以东，中间隔着一条小河，原名叫坝儿河，现称周口店河，

是从镇北面的山口流出来的。它的河谷最宽处超过 1 公里，沿着周口店西侧蜿蜒南流，到

10 余公里外与琉璃河汇合。坝儿河在夏季多雨的时候常常暴涨，汹涌的激流可以把巨砾冲

得很远，曾经发生过将载重汽车从桥上冲进河里的事故。然而，到了秋冬时节，坝儿河一反

夏季的常态，河水由于补给不足而慢慢地断流，结果在干涸的河床上只剩下几个小小的水潭。

站在龙骨山山顶洞山顶鸟瞰，村庄小镇的面貌已经消失，一座现代化的城镇赫然呈现在眼前。

周口店的东南面，地势豁然开朗，这就是微微向东南倾斜的著名的华北大平原。 

周口店附近山上，有距今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纪石灰岩；有距今两亿多年前的石炭一二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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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煤层；在它北面不远的地方，还有大理石和花岗岩。烧石灰和采煤以及开采建筑材料曾经

是周口店镇和附近居民的主要行业。这里的耕地本来就不多，居民务农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

很小的一部分。 

这里的石灰岩很厚。石灰岩容易被带酸性的水溶解，特别是褶曲发育、断裂很多的地方，

更容易被地下水穿通，因而形成了许多洞穴和裂隙。洞穴和裂隙一旦形成，常常会成为埋藏“龙

骨”的“仓库”。根据碑刻记载，辽代在这里开始采石烧灰和开采煤炭，那时人们就已经发现“龙

骨”了。据贾兰坡到周口店参加发掘时记载，老一辈的人说过，至迟在宋代（公元 960—1279）

即有人在此开设石灰窑。贾老这里是听的传说，因为宋代的统治根本没有达到周口店，所以，

还是以辽碑记载为准。所以，在废弃的石碴中，曾发现过那时的大铁锲当是辽代的产物，和

宋朝无关。当时还没有炸药用来炸开岩石，而是在岩面上铺上木柴，点火烧；烧热后泼上冷

水使岩面炸开裂缝；沿裂缝再打进铁锲，开下石块。 

周口店开采石灰岩时经常从裂隙中发现“龙骨”，有的人将采集到的龙骨售卖给药贩子。

药贩子再将龙骨售卖到河北省安国县（古称祁州）。周口店当地的家家户户都收藏了一些龙

骨。那并不是为了卖钱，而是当作一种外伤药以备自用。 

周口店出土的化石基本上在一种深红色砂质黏土里。这种黏土是石灰岩裂隙生成以后才

充填进来的。 

二、周口店建制的历史考察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周口店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除了“北京人”遗址之外，还有北

京最早最大的皇家陵寝——金陵，埋葬着完颜阿骨达等 17 位帝王及嫔妃。以“推敲”而独步

中国文坛的苦吟诗人贾岛的故居就在周口店。这里还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景教遗址十字寺。这里还有避暑胜地红螺三峻及庄公院、宝金山、棋盘山、云峰寺等众多名

胜古迹，总共达 22 处。众多的奇山丽水、莽川秀林，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文明交相辉

映。在这里，不仅可以抚今追昔，还可以饱览大自然造化之神奇，领略山光水色的无限情趣。 

周口店地理位置导致它历来是商旅聚集之地。所以，管理建制的发生也是比较早的。 

先商时代，这里是燕部族的聚集地之一。殷商时期，以今天的大石河平原段为中心，出

现了一个和商同时形成的部族或方国——郾（燕），其存在时间大致从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

元前 11 世纪。到了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起兵灭商，将燕地其封给功勋卓著的召公奭，

建立了周初的诸侯国——燕。到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已经成了和齐、楚、秦、赵、魏、韩齐

名的“七雄之一”。 

战国时期，燕设上谷郡，郡治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南大古城村，郡下设县，中都县为其一。

今窦店西土城，即中都县古城遗址。 

秦汉之际，中都县改称良乡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今房山地区分置四县（国），

即良乡、广阳、西乡和利乡。考良乡县县界，秦代，境内有大防岭和独鹿山。大防岭即今天

的大房山，独鹿山即今天的白带山。故在秦代，今周口店地区属良乡县。到了汉代，今长沟

土城一带设西乡县，良乡县境缩小，今周口店一带属西乡县抑或良乡县，已不可考。或部分

村庄属西乡，部分村庄属良乡。 



对周口店一带，县以下行政建制有准确记载始见于唐代史料。 

唐代，县下实行乡里（村）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幽州良乡县设 12 乡，其中房山

石经题记记载的有 6 乡，为观音乡、昌乐乡、金山乡、尚义乡、复革乡和复叶乡。内中金

山乡两次出现，一次是唐贞元年间碑记，一次是成通十二年（871 年）碑记。前一记载云金

山乡辖有中继村，后一处记载云金山乡辖有五口村。另据《北京市房山区志》记载：“（大韩

继）唐代成村，疑金山乡中继村即其前身。”此处记载虽有存疑成分，但是言之有据，北京一

些有关专家就认定中继村是大韩继和南韩继的前身。到了辽代，中继村改称大韩吉，后称韩

嫱寨、大韩继，又作韩吉村。清康熙年间志书，载有北韩其和南韩其两村，今天的大韩继即

由北韩其演化而来，南韩继即志书中记载的南韩其。在今天的周口店地区，同属唐代成村的

还有瓦井村。由此可见，在唐代，今天的周口店地区属良乡县金山乡，但金山乡范围更大些，

还包括今天的五侯（五口）一带。 

五代时，刘仁恭占据大安山，以道士王若讷为师，并专置玉河县。据有关专家考证，玉

河县境垮今天的门头沟区和房山区，包括门头沟、城子和大安山、石窝，几乎占据了原良乡

县的大部。一直到辽代，玉河县仍存在，为辽南京析津府属县之一。 

金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 年），在大房山麓营造金陵。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为奉

山陵。   

大房山麓的金陵，现归属于周口店的车厂村。大房山属于太行山支脉，处于“中华北龙”

的主龙脉之上。大房山的连山顶是金陵主陵区的所在地，北亘西接，连山叠嶂，形成西北—

东南向的半环形地势。在这半环形地势之中，矗立着苍翠欲滴的九龙山。九龙山又称云峰山，

因其有九条山脊如九龙奔腾而得名，因峰顶形如长矛之尖，直指碧空，当地百姓称为“皇陵

尖”。其海拔在 1300 米以上，峰峦秀出，林木隐映，分九脉而下，形成了开阔的缓坡台地。 

如今，周口店将多有重名的九龙山改称“金祖山”，也有部分专家认为从形制上看，称呼“帝

王谷”更加适宜，并有报章报道。 

不过，称为金祖山，和风水有关，也是有知名度的。此山北接连山顶，根据堪舆学理论，

有明显的“行龙”痕迹。九龙山低于连山顶，符合堪舆学所谓“玄武垂首”说。九龙山东为绵延

迤俪的山岗，是明显的皇陵“护砂”，符合堪舆学所谓“青龙入海”的“左辅”之说。九龙山西为几

个突起的山包，亦是明显的皇陵“护砂”，符合堪舆学所谓“虎踞山林”的“右弼”之说。九龙山西

北侧山谷中有泉水涌出，向东南流淌，千年不断，亦是明显的皇陵“水砂”，符合堪舆学的“朱

雀起舞”之说。九龙山对面的石壁山，是金陵的“影壁山”，又称“朝山”“彼岸山”。石壁山中央有

凹陷，堪舆学将其附会成皇帝批阅公文时休息搁笔之处，故又称“案山”。金陵即以云峰山下

的龙门口为中心，背依九龙山，向两翼扩展。陵墓主要分布在石门峪、九龙山、凤凰山、连

泉顶东峪、三盆山鹿门峪等地。帝王陵墓要建在所谓的“万年吉地”上，金陵的地理形势也是

如此。金陵坐落在那里，符合古代的堪舆学理论：既有青龙入海、朱雀起舞，又有虎踞山林、

玄武为靠。 

完颜亮自 1155 年迁来太祖睿陵和太宗陵后。后来葬在金陵的有：始祖光陵、德帝熙陵、

安帝建陵、献祖辉陵、昭祖安陵、景祖定陵、世祖永陵、肃宗泰陵、穆宗献陵、康宗乔陵；

太祖阿骨打睿陵、太宗吴乞买恭陵、世宗完颜雍兴陵、章宗完颜景道陵；海陵王和卫绍王两

位皇帝死后被削去帝号，因而陵墓无号，但也葬在那里；追封的海陵王之父德宗葬顺陵、世



宗父睿宗葬景陵、章宗父显宗葬裕陵；其宗室诸王陵寝有梁王完颜宗弼（金兀术）、荣王完

颜爽、宿王矧思阿补等；另外，还有后妃 23 位……经过五世 60 年的营建，形成了面积约

60 平方公里的大型皇家陵寝。 

金卫绍王大安二年

（1210 年），最终勘定了大

房山金陵的疆域四界：东界

为万安寺西小岭（今房山街

道羊头岗村北岭），南界为

黄山峪水心（今黄山店沟），

西界为龙泉河（今大石河），

北界在万安寺西小岭、南郊

涧口、上冶村一线。从它疆

域四界所在的位置可见其

范围之大。大定年间陵界为

78 公里，大安年间为 64

公里。陵域周遭设有封堠，

就是每隔一段距离建有土堡。这里有名号的帝陵就有 17 个，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陵区内的壮

观景象。这么多的帝王、后妃葬在金陵，可以看出金代的女真人把自己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

的大家庭，把北京当作发祥地。 

陵区以神道为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有石桥、神道、石踏道、台址（鹊台、乳台）、

东西大殿、陵墙、陵寝等。在主陵区发现了陵阙、地宫、排水沟口、雕龙柱、残碑、琉璃鸱

吻、石栏板、石斗拱、柱础、座龙、陶佣、瓦当、壁画、宝城遗迹、棺椁、祭祀坑、梓楸木

祝版、银镏金面具等一大批文物，2002 年挖开地宫，出土了四具棺椁，出土的文物也极具

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  

如此大的范围，如何管理，行政设置如何，目前尚没有系统的资料。在零星的史料中可

以考见，当时海陵王在此设置了一个“猛安”、十个“谋克”。谋克是一种军民合一的组织。金初

一个谋克为三百户，十谋克为一猛安。后来，谋克户数不断增加。估计，总数量应该在三千

户以上。陵区的周围至少应该有五个谋克，将近两千户。这时的行政设置称呼应该是“祖陵

谋克”。谋克之长后来为千户；猛安之长自然是万户。 

海陵南侵，兵败身亡。金世宗即位，析良乡、范阳、宛平三县边地置万宁县。到金明昌

二年（1191 年），改“万宁”为“奉先”。到元至元二十七年（1292 年），奉先县改称房山县。 

考金元时期县界：良乡和房山两县，基本上以大石河为界。良乡县界线，东至永定河与

宛平交界，西至大石河与房山县交界，今天的大兴黄村一带曾属良乡。房山县夹在两河之间：

东边是大石河，西边到拒马河。由此可以看出今天的周口店地区，金元时期曾分别属于万宁

县、奉先县和房山县。 

元代，县以下实行乡、里、甲（村）制。房山县原置 4 乡 16 里，到了明中叶，归并甘

池、芦村、王佐、乐平、大安山 5 里，存 11 里。康熙年间志书中，有 11 里的准确记载，

周口里为其中之一。据《房山区志》，周口村成村于元以前，明代称周口里。可见，今天的

金陵遗址 



周口店地区属房山县周口里。康熙三年（1664 年）《房山县志》，载有韩其新庄、周口村、

北韩其、南韩其、瓦井村、周口店、柴厂村、山口村、黄山店、木岩寺等村，似应都属周口

里。 

民国初，房山县下分 5 个区，为中区、东南区、西北区、东北区和西南区。民国五年

（1916 年）又改为 9 个区，其中一区驻县城，二区驻缸窑，辖周口店、石楼、顾册、坚冰

湾等 25 村。五区驻北窖（后驻南窖），辖北窖、南窖、大安山及葫芦棚、下寺等 19 村。六

区驻赵各庄，辖大韩其、瓦井、黄山店、岳各庄等 34 村。可见，今天的周口店镇所辖村庄，

民国前期曾分属几个区。日寇侵占后，实行保甲制。日本投降后，又承袭日占时保甲衣钵，

保甲之上编成大乡。房山县设 9 乡，其中一乡为周口店乡。 

1918 年发现了龙骨。龙骨山本来也是周口店一带许许多多的采石场之一，地产权属鸿

丰煤厂。1927 年开始发掘前，地质研究所派人出面和煤厂的老板谈判，花了 90 元的代价

租用了一年。第二年，老板敲竹杠，索取的租金高出一倍。于是，1929 年由裴文中出面和

鸿丰煤厂几经交涉，最后由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出 4900 元的高价获得了永租权。永租

权的范围包括整个龙骨山和西小山头的一半。从此才免除每年交涉一次租金的麻烦。这种产

权关系至今仍然有效，原龙骨山北京猿人遗址的产权仍然属于国家“永租”，直接主管为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三、1949 年之后的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县以下实行区、村制。房山县设 10 个区，其中第五区治所

驻大韩继。后来，曾试行“撤区建乡”。 

1952 年，经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将河北省宛平县全县及房山、

良乡两县部分村庄（包括房山县河北、周口店等 50 村，良乡县北车营等 3 村）划归北京市

管辖，与北京原 16 区合并，建北京市京西矿区。 

1958 年 4 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加上原划归京西矿区的河北、周口店等 50 村，

建北京市周口店区。 

1958 年 9 月，县以下实行人民公社制，周口店区计划分 8 个（城关、长沟、花果山、

河北等）公社，11 月又改为 7 个。周口店地区属城关公社周口店工作站。 

1961 年，因公社规模过大，7 个大公社调整为 31 个规模较小的公社。1966 年 4 月，

增设城关、良乡、周口店等 5 镇。镇和公社并存。1968 年，城关、良乡、周口店等镇又撤

镇，仅保留公社建制。至年底，周口店公社又分为周口店和黄山店两个公社。 

1981 年，建北京市工农区，将黄山店公社及周口店公社良各庄等 5 村划归工农区，另

设办事处，称长沟峪办事处。但工农区属非正式行政区划。 

1983 年，废除公社建制，县以下改行乡（镇）、村制，周口店公社改为周口店乡，黄山

店公社改为黄山店乡。1990 年，周口店乡又改称周口店地区办事处。 

1993 年，撤销北京市工农区，黄山店乡和长沟峪办事处划归房山区周口店地区办事处。   

2000 年，周口店地区办事处改为周口店镇。 



四、中心区开发 

中心区是周口店镇打造集旅游、休闲、商业、居住于一体的新型文化旅游名镇的基础，

2017 年，中心区各项工作均取得突破性进展。周口店镇首个商品房项目“天恒摩墅”顺利推进，

一期建设的 11 栋（216 套）商品房及（433 套）限价房，五证已办理齐全，正在进行园林和

小市政建设；二期幼儿园、小学项目已结构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砌筑。02-0001 等地块土地一

级开发项目破冰，该地块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正式挂牌上市, 2017 年 7 月 18 日被北京万科

企业有限公司和深圳安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以最高拐点成交价 17.2 亿元竞得，提前完

成全年供地任务，实现政府增值收益最高限约 12.4 亿元，周口店镇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呈现良

好的延续性。周口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艰难推进，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 51.19 公顷，拆迁量

大、遗址保护区限高等局限问题严重，面对重重考验，镇政府积极协助意向投资企业，完成

了项目普测、地类、实施方案编制等工作，正在申报区建委审核。特色小镇城市基础逐步完

善，周口店镇污水处理厂进入试运营阶段，镇中心区 02-0040 地块供热工程项目已取得规划、

立项等手续，正在进行拨地定桩，项目建成后将为中心区百姓送去温暖。 

 

 

 

 

 

 

 

 

 

 

 

 

 

周口店镇全貌 

五、打造世界文化旅游名镇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因镇域内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而享誉世界。近几年来，特别是

确立“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以来，首都发展思路和发展定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北京进入了

全面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新阶段。适应北京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周口店镇提出

了申办 2018 年第 42 届世界遗产大会，全面实施“一城三带”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世界文化旅

游名镇建设步伐的总体目标，为周口店的快速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申办 2018 年第 42 届世界遗产大会，这对房山乃至北京市来说意义重大。举办世界遗产

大会有利于向世界集中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提升周口店在



世界上的影响力，提升对国际高端要素的聚集和吸附能力。目前，已成立了房山区申办世界

遗产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同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文物总局、

故宫博物院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了沟通和联系，并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发展文化旅游，对周口店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弘扬具有重大意义，也是优化周口店

的产业结构，实现传统资源型产业退出后科学转型的必由之路。同时，通过发展文化旅游，

对周口店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与梳理，可以使旅游者从深层次去观赏和领略周口店悠久灿

烂的历史，品味其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促进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的繁荣，从而进一步提

升周口店的品牌价值和国际影响。为此，站在北京建设“四个中心”和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的高度，周口店依托镇域特色资源，抢抓机遇、主动作为，积极探索生态资源与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努力把周口店的文化品牌打造成发展的新引擎，使周口店经济社会

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发展文化旅游，周口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口店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旅

游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为发展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周口店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其中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金陵和十字寺 3 处文

物古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周口店深厚文化底蕴的代表和象征。此外，周口店境内

还有贾岛故居、永寿禅寺、庄公院、香光寺、玉虚宫等 22 处历史名胜古迹，是房山历史文

化旅游集聚区的核心区。 

未来的周口店镇，将以申办世界遗产大会为契机，借助“全国低碳国土实验区”这个平台，

推行“一城三带”发展战略，推动周口店建设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把周口店建设成为具

有国际影响力、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名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