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尚书》云：汤既
黜夏命，复归于亳。
《史记》载“汤始居亳，
从先王居”。经考证，
“亳都”正是中国第二
个朝代商的开国之
都，位于当今郑州中
心城区管城。

几十年来，伴随
着商文化研究的不断
深入，“商都”成为郑
州这座城市最醒目的
文化标识，也是郑州
丰厚文化底蕴最具典
型性的代表。

当前，郑州市加
快实施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打响“天地之
中，华夏之源，功夫郑
州”城市文旅品牌，树
立郑州国际知名文化
旅游目的地和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
中的全国重地整体形
象。时值年终岁尾、
辞旧迎新之际，为进
一步凸显郑州本地文
化特色，重点打造“商
文化”品牌，本报特别
推出“玄鸟生商 郑有
管城”系列报道，深入
挖掘管城历史文化资
源、展现当代管城焕
新登场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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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墙上描摹商都轮廓
来郑州，总要去趟管城！去管

城，肯定得转转老城墙。“7公里长
的商代古城墙，一根能挑起郑州历
史的扁担。”此言不虚——整个城
墙共有约 87万立方米的夯土量，
最下层为生土，质地纯净，商人就
地取材夯筑城墙，道道缝隙是版筑
法留下的痕迹。商代之后，战国、
汉、唐、明、清等都有修补沿用，成
就了郑州版“城摞城”奇观。

商代王城遗址是目前世界范
围内现存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
遗址，作为大型珍贵文物遗存的稀
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其立起郑
州历史文化主干的特殊使命。

以商都文化探源为主的东线
商都文化体验游径，刚好从老城墙
开始。游客可以漫步城墙，读史、
研学、赏景，亲身感受历史遗迹的
沧桑与厚度。郑州商城宫殿区考
古中心、郑州商城东城垣遗址博物
馆、郑州城隍庙、郑州文庙、郑州商
都遗址博物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考古博物馆、郑州商都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郑州商城内城垣遗
址、郑州商都文化中心、郑州商都
考古探索中心、郑州北大清真寺等
用历史文物串联起的景点，可以深
度满足“历史控”的好奇心与严谨
欲。累了，还可以城墙根下走一
走，周边常态化开展各种动静结
合、文武兼备的文体活动。

郑州为何别名“商都”？拥
有 3600多年历史的郑州商城，
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

《尚书》有云：汤既黜夏命，
复归于亳。“亳都”正是中国第
二个朝代商的开国之都，位于
郑州中心城区管城。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
曾高度评价郑州商城：“商朝的
历史从郑州商城的确认到殷墟
才完整。”它的存在不仅是中华
文明探源、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
重要一环，是中华文明史上浓墨
重彩的精彩篇章，更是世界文明
史中人类智慧的杰出代表。

“郑州商城遗址近似长方
形，面积有 25平方公里。城垣
高大，北城墙长约1690米，西墙
长约 1870米，南墙和东墙长度
均为 1700米，周长近 7000米。
城墙底宽 20米左右，顶宽 5米

多，其高度复原后约 10米。”郑
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表示，如果以全部的城墙长、
宽、高计算，郑州商城约用夯土
量为 87万立方米，夯前挖土量
约174万立方米，在当时建造这
样规模的城墙、如此宏大的都
城，绝非易事。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基本
陈列“巍巍亳都王都典范——
郑州商代都城文明展”上，代表
早商文明发展高度的青铜器、
玉器、骨器、陶器等文物1000余
件，向世人展示出亳都作为当
时最大、最繁荣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的辉煌盛景，郑州商城
的城郭布局、青铜文化、祭祀占
卜、文字书写、手工业和商业文
化对周边文化、晚商殷墟文化
和周文化以及之后的中国，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触摸层层夯土，解开商城→管城→郑州的生长密码

人流如织、车水马龙，置身郑州街头，这座城市刚刚用前三季
度经济总量破万亿元的综合实力，交出了改革开放45周年“跑出
加速度，确保高质量”的精彩答卷；而在欣欣向荣、飞速发展的城市
地表之下，规模宏大、布局严整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跨越3600
年时光，一直陪伴着这座城市的点滴进程，人脉不息、文脉不断、城
址不移。历史与现代共荣共生、交相辉映，书写了世界城市发展史
中的奇迹。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郑州管城区城东路与东里路交叉口，
一段保存完好的郑州商代城墙纵剖面，层层夯土犹如城市年轮，
清晰展示着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蝶变”为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各个时期。一层层夯土，记录着商城、管城、郑州的
生长密码。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卢士海 左丽慧

记者在郑州商都博物院展
厅看到，战国时期鎏金铜带钩、
板瓦、铜璜，汉代绿釉博山炉、
彩绘耳杯，唐宋时期三彩兽、文
吏俑、白地黑花诗文瓮……郑
州商城内外出土的历代文物呈
现着城市文脉的传承赓续。

“到了东汉以后，‘管邑’
之名逐渐为‘管城’代替。郑
州商代都城遗址的内城区是

这一时期人们生产生活的区
域。”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的
董力维介绍，唐宋时期，伴随
洛阳、开封相继为都，郑州作
为沟通两京之间的节点，行政
地位大幅提升，再次成为区域
政治文化的中心。唐宋时期郑
州“地标性建筑”夕阳楼堪比现
在的“大玉米”，“明清时期的郑
州城也就是现在的郑州老城，

城内为四门‘丁’字形大街的
格局并一直延续至今。”

再次回望繁华街头的巍
巍商城墙，它从 3600年前历
史深处走来，连接起过去与
现代、散发出中华文明的夺目
光彩。人脉不息、文脉不断、
城址不移——这生生不息的
力量，必将继续点亮蓬勃的当
下、照见更加美好的未来！

提到融入郑州血脉的文
化基因，“商城遗址”无疑是其
重中之重。早在 1961年就被
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20
世纪中国 100 项考古大发
现”，2021年又入选“全国百年
百大考古发现”。“‘商都’是郑
州最醒目的文化标识”“商城
遗址是郑州丰厚文化最有说
服力的典型代表”等标签，已
成为业界专家和越来越多普
罗大众的共识。

今年 6月，郑州商城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郑
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
于郑州市中心城区，由地上城
墙遗址、地下考古遗址、遗址
上的公园绿地，以及郑州商代
都城遗址博物院等文化遗址
空间共同组成，总体定位是以
商代都城遗址保护展示为核
心，集文化体验、教育休闲为
一体的“园中城·城中园”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实现了城垣遗
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
中心城区城市生活和谐交融。

郑州市文物局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 4月召开
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
作会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
至 2022年，累计 1.46亿人次
“打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正式揭牌，将继续壮大这一
数字。

如今，郑州商城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正在成为市民享受
考古成果，丰富精神生活，体
验文化空间的高品质城市生
活的“会客厅”，为城市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郑州商城”解读何以“商都”

“国家公园”与管城和谐共生

“生生不息”书写文明奇迹

探源商都文化
带你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老郑州

你可以通过MR眼镜，穿越到
3600年前，利用虚拟现实新场景、
互动体验新玩法走进商人生活；也可
以拿起VR手柄，远距离俯瞰整个商
代都城，近距离鉴赏精湛的城墙铸造
技艺，沉浸式体验商代手工技艺的发
达——自今年9月26日，郑州商都
文化中心开馆以来，这里便成为青少
年考古探索和城市达人、网络主播
打卡的绝佳去处之一。

管城区作为商代都城遗址所
在地，3600年城址不移、文脉不
断、烟火不息，巍然屹立的商代古
城垣，是郑州入选全国八大古都的
重要佐证，是郑州根之所系、魂之
所属。“豫见管城 美好商都”推出
的东线西线两条精品游径，融合商
都文化和市井烟火，动静相宜，为
走进管城了解郑州提供了最佳打
开方式，吸引着更多人到管城沉浸
式体验“原汁原味”的老郑州。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苏瑜
王思俊 李居正

300年树龄的枣树枝杈上，悬
挂着 100多个不同字体的“福”字
牌，引得众人纷纷拍照打卡——12
月 22日，室外寒风凛冽，室内温暖
如春，国香茶城四楼的“祈福园”
内，一场颇具特色的“冬至祈福仪
式”正在有序展开。作为“中原茶
文化消费中心”，国香茶城在 9~12
月，开放了100个公益茶空间，深受
广大市民和宾朋的喜爱。

聚焦打造中华文化的体验之
地，管城深挖商都文化地标集聚优
势，擦亮“商都文化节”“中原茶文
化节”等文化品牌。

据管城区城市更新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
留城市记忆，延续历史文脉，他们
努力植入新经济、新业态、新场景，
打造“新烟火”生活美学引力场、叙
事性文化场景体验街区。

相信随着 2024年城垣文化设
施展示、商都城市文明轴线、南城
垣展示馆等 8个公建项目全面完
工，阜民里、北庆里、西南城郭等片
区陆续建成开街，南学街等 3条街
道完成步行街改造提升，商都古城
轮廓和城市肌理将更全面更清晰
地呈现在广大市民群众面前。

行走管城，除了可以体验商都
文化、古迹建筑，还能在各式各样
的老街中，找到新潮与古朴、奔波
与休闲的平衡。

西线休闲市井烟火游径，以特
色美食为主，非遗文化为辅，包括
北顺城街、平等街、管城街、阜民
里、北庆里等地点。游客可以穿越
街巷，探访、打卡，细细体味市井烟
火的特色与魅力，触摸城市肌理。

从郑州商城游园向南过天桥，
便来到了著名老街——北顺城街，南
北走向的街道全场410米，却拥有郑
州市街道中少见的“老式牌坊”。

“顺城街，因位于郑州老西城
墙处，故取名为顺城街”。据悉，民
国时期冯玉祥在郑州做督军时，就
沿着商代古城墙修建了这条街道，
对照老郑州《四关图》及民国时期
《郑埠设计图》，北顺城街基本延续
了民国时期的城坊格局，牌坊、街
巷、民居、园林、美食等历史风貌都
能在这里找到。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郑州城市
建设，顺城街两旁的建筑物也不断
翻新。从大型的购物中心和生活
广场，到古色古香的街面店铺，如
今的北顺城街现代与古朴交相辉
映，来往的市民既可以享受现代化
郑州的便捷购物，也可以品尝五顺
斋烤鸭、老八烧鸡、西兰轩菜馆等
独具管城特色的美食。

像“北顺城街”这样的特色老
街，管城区还有很多。据记者了
解，近年来管城区紧盯“古都新生”
的目标，全面贯彻全域旅游发展理
念，在商代王城遗址 2.99平方公里
规划范围内，高品质打造顺城街和
代书胡同片区、管城街和衙署片
区、平等街和平等街片区、北大街
和清真寺片区、塔湾街和硝滩片
区、城南路和阜民里片区共六大风
貌协同区。一街一品、一区一特
色，“六街六片区”各自特点鲜明，
为展示郑州悠久的城建历史和灿
烂文化各自发力，形成特色品牌。

穿街越巷触摸城市肌理

打造“新烟火”生活美学引力场

商都遗址博物院的展览再现古时场景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图

北顺城街的“老式牌坊”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图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正观新闻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马健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