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沙岗,一个和北伐烈士陵园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建国后，这里又逐渐变成郑州西区市民休闲购物的场所。改革开放后，历经30年
的风雨变幻，随着商业连锁企业纷纷布点，加上西区原有商业项目本身的不断调整，碧沙岗商圈愈来愈沸腾。虽然郑州新商圈不断涌
出，但东二七，西碧沙，仍是省会最亮的聚焦点。 晚报记者 来从严/文 王银廷/图

渊源
1928年兴建的北伐烈士陵园

8月29日早晨，碧沙岗公园内。微风清凉，
晨练的老人们有的舞剑，有的唱歌，京胡、板胡
拉得韵味悠长，别有一派安逸的氛围。

提起碧沙岗，郑州人首先想到的是公园，虽
然不少人知道碧沙岗的前身是一座陵园。在郑
州生活了一辈子的王宝军老人，则对碧沙岗的
演变如数家珍。

去过碧沙岗公园的市民都会注意到，在公
园正中间处，建有一座亭子。亭中央立着一块
汉白玉石碑，正面刻着“碧血丹心”4 个大字。
这也正是碧沙岗公园的由来。

“现在的碧沙岗公园，前身是北伐阵亡将士
墓地，是当时冯玉祥将军一手建设的。这‘碧血
丹心’4个大字还是冯玉祥的手笔呢。”公园内，
满头银发的王宝军老人一边悠闲地打着太极
拳，一边述说碧沙岗的来历。

史料记载，1928年春，冯玉祥拨款13万元，
随后追加 7万元，责成当时的交通司令许骧云
在郑州选择地方建造北伐战争阵亡烈士陵园。
后来选中了郑州以西8里、一个叫做“白沙岗”的
地方。这里原来是一个黄土岗，由于长期风沙弥
漫，形成了高低起伏的沙丘。陵园选址既定，一次
购买400亩，于1928年3月动工，同年8月竣工。

关于当时碧沙岗的原貌形态，著名作家张
恨水曾经写过一个《碧沙岗游》，进行了描述：

“进门是一条很宽的人行路，穿过一架如船篷
式的葡萄架，长约十尺，这点很有意思。南行，有一
道池子，池上架有石桥，迎面一架东西，挡住了眼
帘，便是纪念塔了。塔前三角式，建有三个亭子，用
花木陪衬着。若是在中国文人脑筋里，必定题上大
招、千秋等等名字。冯将军脑筋里，如何会放进这
一套，所以这三个亭子的名字，是民族、民权、民
生。三民亭后，有一个纪念堂。穿过这个堂，后面
就是阵亡将士的灵堂了，里面供了无数牌位。”

尽管那时郑州不像现在这么车水马龙、人口众
多，加之那时碧沙岗距离市区4公里，参观的人寥寥
无几，但碧沙岗陵园当时被称为“郑州第一建筑”。

变身
1957年辟为市民公园

“碧沙岗从陵园变成公园是在上世纪50年
代。1956年，郑州市政府决定将碧沙岗辟为公
园。1957年，碧沙岗公园正式向游人开放。”王
宝军老人回忆说。

记者采访获知，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国家领
导人也是念念不忘长眠在碧沙岗的将士，杨成
武、杨得志、方毅等 30多位将领和领导人先后
为碧沙岗陵园题词。

“文化大革命”时，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郑
州市的金水区、二七区、中原区要各有一个公
园。当时嵩山路以西是中原区，没有公园，就把
碧沙岗划了过去，改名为“劳动公园”。可惜汉
白玉碑上冯玉祥题写的“碧血丹心”4个字被磨
掉，民族、民权、民生3块石碑被砸。

1986 年，碧沙岗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987 年 4 月，国务院拨款 15 万元对墓地、
烈士祠进行了修缮。此后，市政府多次拨款进
行修葺和改造。1994年，在“抗日烈士纪念碑”
原址上建起了“北伐战争纪念碑”。纪念碑碑身
高近 18米，正面是聂荣臻元帅题写的“北伐阵
亡将士永垂不朽”10个金色大字。纵跨碑体的
浮雕，由北伐军将士群像组成。今天，从北大门
进碧沙岗公园，这座纪念碑是最醒目的建筑。

“历史真的是说不清楚，谁能想到现在的情
形呢？”王宝军老人说，1928年修建碧沙岗陵园
时，负责筹建的许骧云就曾说过：“你们不要看
碧沙岗现在远离郑州城区，但再过几十年之后，
郑州的人口可能发展到一二百万，那时候这碧
沙岗就成为城市中心了。”

“果不其然，80年后的今天，这个预言变为
真实，你看现在的碧沙岗公园及其周边地区早
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闹市了。”说到这里，王宝
军老人爽朗地笑了。

“碧沙岗公园带给郑州人、特别是西郊人最
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露天小剧场和动物园了。”
郑州国棉三厂退休工人张国源告诉记者。

“露天剧场能容纳3000多人，当时规模在
全郑州都数得着。最初剧场不分座号，都是
一排一排的石板，谁先来谁坐好位置。当时
票价最贵的是5毛钱，最便宜的才5分钱。”回
忆当初的情景，张国源记忆犹新。

当时，常香玉、申凤梅、毛爱莲等名家都
在这儿唱过戏。最火爆的还数常香玉演的
《李双双》，当时票已经卖完了，等在剧场外的
群众还是黑压压的一片。上世纪 90 年代以

后，郑州市的室内影剧院多了起来，而且设施
也比较先进。碧沙岗的露天剧场由于生意不
好，最后只好拆掉了。

张国源还告诉记者说，现在公园东部的
林荫广场，在 1985 年以前全是动物的领地。
从南端向北，依次是猴山、鹿园、狮园和虎
园。碧沙岗动物园的前身是解放前的一家私
人动物园——祥生动物园。解放后，公私合
营，这家动物园里的200多只动物被划归市文
化局。1957年，碧沙岗公园开放时，这些动物
又被移交给碧沙岗公园。

曾有报道称，当时碧沙岗的猴子全是从

广西引进的恒河猴。东北的动物园买猴子就
不能从广西进，因为从南方一下子到东北，温
差太大，猴子受不了。广西的猴子在郑州生
活一段时间，对北方寒冷的气候有所适应后，
才可以到东北去。所以东北的动物园通常是
从碧沙岗公园买猴子。

1985年，郑州市动物园建成以后，市内 3
家公园中的动物园连人带动物全部转移了过
去。搬家时最难办的不是狮子老虎，而是猴
子，它们好像不愿搬家，在猴山上东躲西藏，
和抓它们的饲养员“斗智斗勇”。直到最后，
也没能把猴子全部逮完。

这里的

30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30年年

1 2001年3月29日，郑州市召开农村税费改革会议。要求有关方面迅速行动起来，把这项事关农业发展全局
和农村工作成败的大事做好。

2. 2001年3月30日，《郑州市建设项目审计条例》经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批准通过，于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3. 2001年3月31日，以推行全员聘用制为主要内容的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即日起全面展开，由此拉开了
全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帷幕。

郑州晚报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办

记忆 令人怀念的露天小剧场和动物园

郑州商业大厦、华联商厦、郑州百货大
楼、商城大厦、亚细亚商场、紫荆山百货大楼
曾被并称为郑州商战的六朵金花。如今，提
起碧沙岗商业的变迁，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
碧沙岗商圈曾经的辉煌。

张国源告诉记者，碧沙岗从上世纪50年代
起就已有商业积淀，在商业大厦之前的时候，碧
沙岗这个地方有郑州市百货公司的碧沙岗商
店，后来有郑州市五交化商店，还有郑州市日杂
商店、日化店等。“当年的碧沙岗百货公司，那可
是当时整个郑州市数得着的大公司，其在老市

民心中的地位，不亚于现在金博大、丹尼斯在年
轻人心中的分量。”张国源说。

郑州碧沙岗商圈的发展历史曾经创造了郑
州市无数个第一。比如说最早的地下商场，也
就是在现在碧沙岗公园的西角，是非常有名
的。河南省最大的百货店也在碧沙商圈诞生，
就是郑州商业大厦。其还在中央电视台做过广
告，叫“全国一流，郑州最大”，当时它的建筑面
积是4800多平方米，有2700多名员工。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碧沙
岗周围的几大纺织厂的工人收入在当时是属于

“高薪阶层”。由此也直接拉动了碧沙岗商圈的
发展。“那时候，工厂在发完工资的第二天，郑州
商业大厦的营业额会猛增30%以上。”

碧沙岗曾经作为郑州的一个重要商业区见
证了郑州的历史，也见证了郑州经济发展的趋势
和走向。商业大厦曾经红极一时，营业额当时列
为全国百强。记者在资料中看到这样一个记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商业大厦搞了一个活动——
全部商品以进价出售，当时每天的营业额都超
过300万元，5天的营业额就超过了1000万元，
由此也足见碧沙岗商圈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地位。

商战 碧沙岗商圈曾经红极一时

如今的碧沙岗公园，春有桃李，夏有牡
丹，秋有桂菊，冬有水仙。红梅、铁树、昙花等
名贵花木，点缀其间，已经成为郑州市民日常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同时，这里又有很深的
文化底蕴。

2000年，郑州市政府将碧沙岗旧城区定
为重点改造工程。2002年，碧沙岗商业步行

街开街，2003 年，4.8 万平方米的中原商贸城
开始兴建。如今，以中原商贸城为核心，总
建筑面积 20 多万平方米的碧沙岗商业建
筑综合体已经成为郑州西区大型百货零
售业的航母，而碧沙岗商圈也成为“郑州
城市新名片”。

目前的碧沙岗地区，已经是一块黄金宝

地，占地400亩的碧沙岗公园和绿城广场是西
区人们休闲的场所，周边高校林立，靠近建设
路、嵩山路、中原路等城市主干道，公交线路
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各种市政配套设施齐
全。近几年，随着商业连锁企业纷纷布点郑
州西区，加上西区原有商业项目本身的不断
调整，碧沙岗商圈愈来愈沸腾。

复兴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西部商圈愈来愈沸腾

碧沙岗公园碧沙岗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