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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争之多者莫如郑，战国战争之多者
莫如韩，古人如是说。

历史上最早的郑国在陕西棫林（今陕西华
县一带），开国君主是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姬
友。犬戎之乱中，郑桓公死于国难，郑武公等
人辅佐周平王东迁洛邑。后来郑武公用计相
继灭掉了郐、东虢、胡等国，于公元前 769年前
后，在溱水和洧水之间（今新郑市）建立新都，
国号仍称为郑。为区别西周王都镐京附近的
旧郑，这里称做新郑，一直沿袭至今，这就是新
郑的来历。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将国都
从阳翟（今河南禹州）迁到新郑，直到公元前
230年秦始皇灭韩，两国在此立都达 539年之
久，因此得名“郑韩故城”。

郑国揭开了春秋诸侯争霸的帷幕，韩国傲
立于战国七雄之列，两国地处中原咽喉之地，
四周强国环立，诸侯交相攻伐，有时甚至是 13
个国家的联军兵临城下。由于战乱频仍，郑韩
两国历代君主都很注重城墙的修建，故此郑韩
故城规模宏大，巍巍壮观，在春秋战国时期仅

有楚国郢都和秦都咸阳可与之比肩。
现存的郑韩故城面积约16平方公里，周长

20多公里，墙基宽 40∽60米，顶宽 3∽5米，高
6∽19米，平面呈牛角状，俗称45里牛角城。它
是世界上同时期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土城，是我
国唯一的现存地面并且保存完整的东周城
垣。自1960年被发掘，先后荣获第一批“国保”
单位和“中国 20世纪 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的桂冠。

郑韩故城能够存在到今天，与它有超强的
实用价值密不可分。首先就它的选址而言，夹
河而筑，环水而就，现存高度一般在 6∽19米，
直上直下，再加上河水的深度，自成天险，易守
难攻。时至今日，郑韩故城的防御功能依然能
够显现，若是把守住南关大桥、西关大桥、北城
口、人民路大桥、黄水河大桥，你的人车休想逃
出城去。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前人们在选址
上的超常眼力，后人有诗单咏新郑地势曰：

南对一山夸虎峙，西来三水羡龙环。
郑韩分茅控此间，龙争虎霸五百年！

“根在黄帝故里故都”
系列报道之八 郑韩故城 千年沧桑

茫茫神州，悠悠故国，怎能
追寻中原大地两千多年前的漠
漠风尘如酒春色……

白云苍狗，慷慨悲歌，怎能
诉尽郑州方圆多少年来的滚滚
狼烟悲欢离合……

列国诸侯，争霸称雄，一座
土城怎能承载这金戈铁马千种
传奇万般风情……

雄踞轩辕之丘、溱洧之滨
2700余年、绵延四十五里的郑
韩故国都城，是我国现存比较
完整的东周城垣，1961年被国
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01 年被评为

“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
之一”。城内，郑公陵墓群、韩
王陵墓群、望母台、武公台、梳
妆台、宣圣台等古迹星罗棋布；
郑国宫殿、韩国宗庙、铸铁、铸
铜、制骨、制玉、制陶等遗址规
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多行
不义必自毙”、“背后一箭”、“东
道主”、“朝秦暮楚”、“宽猛相
济”等成语，常现古今文中；掘
地见母、周郑交质、舌退秦师、
弦高救郑这些历史故事，至今
妇孺皆知；春秋初霸郑庄公、一
代名相子产、舌退秦师烛之武、
爱国商人弦高、律师鼻祖邓析、
法家代表韩非、汉初三杰张良
等先人轶事，皆载于典籍史册
之中；郑、郭、段、京、经、侯、尉、
冯、游、韩、何、荥、索等姓氏名
族，皆源于郑韩故国，子孙后裔
血脉相连。

这就是郑韩故国留给后人
的深厚历史积淀。

新密古城寨与新郑郑韩故城之争由来
已久，在清代就开始了。

清顺治十六年和康熙三十二年《新郑
县志》均记载：郑韩故城垣即今新郑县城周
围的土城墙。而乾隆四十一年（公元 1776
年）本《新郑县志》却依据郑州张龙甲的《古
郑城考》记载郑城“在新郑县西北二十五
里，与密县接界”。张龙甲认为郑韩故城已
经不存在，其原因是“盖郑为韩灭，遂迁此
为韩国”。武断认为“今考六国旧都俱堕为
平原，何独疑于韩乎？故不得古郑城所在，
而妄援春秋古迹于今县者，多见其刺谬而
不合也”。这就造成了郑韩故城是在新郑
县城还是在新密古城寨的争论，秦始皇统
一六国之后，毁掉关东诸侯旧城郭，究竟郑
韩故城是否存在就成了争论的焦点，一直
难以确定。1960年 4月初，郑州市委指示
编写《郑州市文物志》时，这个问题再一次
被提出来。当时刚刚借调到县文化馆的薛
文灿决心要为土城验明正身。

现已年过七旬的新郑市原博物馆馆长
薛文灿，创造了许多科班出身的文史专家
也难以企及的考古业绩：他证明的郑韩故
城和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均是“国保”，
并跻身“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行
列。

为此，薛文灿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反
复推敲对比论证，发现《左传》、《国语》、
《竹书纪年》、《史记》、《括地志》等文献均
记载郑国在溱、洧二水之间。由此认定，
新郑就是郑韩故城所在地。东汉桑钦著
《水经》“溱水”条说：“溱水出郑县西北平
地，东过其县北，又东南过其县东，又南入
於洧水。”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一面注
说：“洧水又东迳新郑故城中……水南有郑
庄公望母台……”一面却又注说：“诗所谓
溱与洧者也，世亦谓之为郐水也……郑城
东入洧者，黄崖水也……”把新密境内的

“郐水”误注为“溱水”，把“溱水”误注为“黄
水”，导致清朝学者张龙甲误证郑韩故城即
新密的古城寨。

仅仅查阅历史文献资料是不够的，薛
文灿又开始实地调查访问，经过考察对比，
他发现新郑城周围的土城周长22.5公里，面
积 16平方公里，而新密的古城寨周长只有
1.8公里，面积不足半平方公里。新郑县城
土城内有宫城遗址、铸铁遗址、铸铜遗址、制
骨遗址、制玉遗址；有郑姬梳妆台、郑庄公望
母台、郑武公授印台、孔子适郑宣圣台等遗

迹；新郑县城南
街李家楼发掘
出郑君子婴大
墓 ，出 土 文 物
800 多件，青铜
器90余件，其中
一对莲鹤青铜
方壶属于国之
瑰宝；1930年在
县城向阳街刘
拐挖防空洞时

出土春秋青铜器 50余件，其中有一套完整
的青铜编钟。位于竹园北边的土城遗址里
有春秋时期的夯土层和陶片，文化堆积很
厚，而新密古城寨既无一件东周时期的青
铜器，也无春秋时期的文化堆积。

1960年6月初，薛文灿的《郑韩故城调
查报告》在《郑州市文物志》编委会上宣读
后，得到很多文物专家的赞同。随着调查
的进一步深入，新密古城寨即郑韩故城一
说自动放弃。就这样，经过查阅历史文献，
实地调查访问，进行学术讨论，终于确认在
溱、洧二水之间新郑县城周围的土城墙就
是历史上的郑韩故城。

1960年 7月，郑韩故城材料逐级上报
至中央。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郑韩
故城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
韩故城终于拨开了千年迷雾，恢复其作为
我国唯一现存地表而且比较完整的东周城
垣的应有历史地位。

风雨沧桑中，郑韩故城多了几分凝重和浑
厚。这座雄伟壮观的古城，其中有两次几乎是
遭到了灭顶之灾。

一次是因为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
后，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东山再起，于秦始
皇三十二年（公元前 215 年）毁城郭，决通堤
防。《史记·正义注》说：“毁拆关东诸侯旧城
郭”。郑韩故城的部分城门、城阙和城垣，可
能就是这时候被破坏了。另一次是因为日
寇入侵。

尽管遭临一次次劫难，然郑韩故城依然坚

强地耸立，笑看 2700年风云变幻，溱洧之水从
它身边滚滚流过……

上世纪90年代，通往郑州的郑新路要扩路
了，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发生了矛盾，要在以往
这一段城墙将不可避免地被拆掉。这一次，新
郑市没有鲁莽行事，而是请示上报到国务院，国
家文物局不同意拆除，于是路的另一侧就从
1958年修筑新密铁路时留下的缺口修了，中间
的这段城墙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修上亭子，竖上
郑韩故城的牌子，一段即将被拆掉的城墙却成
为了一座城市的标志。

历经风雨溱洧之畔古城换新颜

2700年风云变幻再话郑韩故城

揭开郑韩故城神
秘面纱的第一人

几座古城池，本是同根生，令郑韩故城没有
想到的是，世谓位于新郑溱洧之滨、历经 2700
年风雨的它，却要为本已成定论的争论犯愁。

如今，与郑国稍有点关系的古城池，哪怕是
郑国的某个君主或许曾经在那里停留过几天，
都在力争能够戴上郑国都城的桂冠，最不济也
希望鱼目混珠，把水搅浑。

揭开历史的迷雾，真正与郑国国都能沾上
边的，只有以下几座城池：陕西棫林（今陕西华
县一带），是开国君主郑桓公的始封之地，这个
没有异议；郑韩故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且有出土文物与文献佐证，这个争议也不大；现
在，关键是郑武公东迁之后，至何时在新郑定都
为止，中间的落脚点在何处，争议颇大。实际
上，稍有历史常识就会明白，一个国君暂时落脚
的地方如果都能算得上是国都的话，谈定都还
有什么意义？而且郑国是提前在虢、郐之地借
城十座，先安置了一部分部族。来到中原地区
后，很快就灭掉东虢、郐、胡等国，在溱洧水之间
立都，称为新郑，史有记载，确凿无疑。即使郑武
公东迁在新郑定都之前，有落脚之处，也应该在
京襄城。京城城址位于今荥阳市东南约10公里
的京襄城村四周。《括地志》载：“京县城在郑州荥
阳县东南二十里，郑之京邑也。”周襄王十六年（公
元前636年），周有“叔带之乱”，郑文公迎周襄王
居于京，故亦称京为“襄城”，后世又合称为“京襄
城”。1986年11月2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其
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郑庄公曾封其弟共叔
段于此，称“京城太叔”，这也是公认的。

《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庄公在灭掉许

国时说：“吾先君新邑于此。”指的
就是今日郑韩故城。城内有武公
台，又称授印台，位于新郑市东关
郑韩饭店院内，高约5米，底边周长
约30米，以黏土夯筑而成。明代孙
元贞有诗咏武公台：

武公昔筑台，拜授天王恩。
东迁树勋业，殊锡延后昆。
国祚逐运化，遗迹今犹存。
悠悠百世下，不忘周室尊。
新郑市内今存梳妆台，相传是

郑武公嫁女于胡时，郑姬出嫁时筑台梳洗打
扮之处。位于城北郊阁老坟村西南，现存台
高 5 米，南北长 135 米，东西宽 80 米，地表建
筑已荡然无存。建国后，经文物部门调查发
掘，发现台上有水井和地下排水管道，四周有
围墙基址。

近来，又有人提出“文公徙郑”一说，其目的
还是拉长郑国东迁后至定都新郑的时空。其实，
此说与新密的古城寨没有关系，而倒是与栎邑
有关，栎邑在今河南省禹州市一带，是郑厉公在
争位失败后的暂时落脚之地。在此他与郑君子
婴对峙了 17年，杀死郑君子婴后，与栎邑的联
系依然还十分紧密，相当于陪都的地位。而郑
文公是郑厉公的儿子，他对栎邑的感情当然没有
郑厉公深，他从栎邑迁到新郑，倒也合乎情理。

另外，在犬戎之乱中，一部分郑国臣民南
逃，到了褒国附近，安定下来，也就是今天陕西
省西南部汉江上游的南郑县。

细考历史，郑国都城的所在即明矣！

位于新郑市区东边的郑韩故城东城墙位于新郑市区东边的郑韩故城东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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