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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至于古城原名，据笔者考察，史料记载不

一，归纳之说法有二：其一，该古城为邲城。《郑县
志》记载：“古邲城在州东，左传宣公十二年晋荀
林父帅师与楚子战于邲。”《郑州市志》也有邲城
位于郑州东7公里古城村的记载，2007年当地出
土的清乾隆年间周姓名人周天章墓铭也有葬于
邲城边的记载。但《中华大字典》和我国最早的
字典《说文解字》均将邲城注译为“晋邑也”，按此
解译，邲城就不在郑州东，古城村非邲城。其二：
古城村为“依”（殷城），据考证，“依”即是周封殷
后之依“殷”国。周武王灭殷后，封武庚禄父于
邶，封管叔于管，以监武庚禄父，而管叔鲜实令
武庚禄父于管城东郊之依“殷”城，以监视之。

“依”古时就是“殷”的同义词，“依城”即今天的
古城村。“依城”世人也曾呼为“太子城”或“庚王
城”。这个说法与当地百姓传说相符，相传庚王
墓就在古城，当地有“东八步、西八步、离城还有
十八步、葬有庚王墓，谁能找到庚王墓，富顶河
南一国度”。这也许是民间编撰的传说故事，但
此传说能与“武庚禄父”联系起来，说明这个古
城有可能就是与武庚禄父有关。依城也好、邲
城也好，无论哪种说法，从城内到处可见的绳文
板瓦、生素面瓦当、短舌耸肩绳文筒瓦古陶片
看，它应是先秦时期的东周古城。推算起来，少
说也有2800多年历史了。

（二）
关于古城城郭的范围，早年有关部门作过

勘测，《郑州市志》是这样描述的：“古城城基下
多沙，城墙四周较直，唯南城墙自西南城角向东
450米又向南扩 130米，呈‘刀把’形，西城墙长

395米，南城墙长975米，北城墙长860米，周长
2791米。”其实北城墙很早以前被黄河水冲毁，
听老辈人讲，现在遗留的北城墙是1855年后为
防“太平军”重修的，故古城有“半拉城”之说。

至于古城遗迹，十几年前还有多处可辨，如
城西南有“望向台”、“点将台”；南城墙和西城
墙都有城门可辨；西南角下还有一条南北走向
的大沟，宽 200多米，沟底宽阔平坦，传说是赛
马、练兵和养马之地；城南有“大将坟”；东城
墙内侧有一高岗，传说是监仓，即监禁犯人所
用；东城外 300米处，有一并列双峰夯土岗，叫

“门仓岗”，高 5米左右，是城门外的监护设施；
城北有“跑马埂”；城西北角有“寺坡顶”；城北
还有“莲花池”。古城南是古墓群，传说那里
有很多“圈堂墓”；古城南多黄沙，10多年前群
众拉沙时发现有多个被黄沙埋住的高大土泥
柱，土泥柱用特大土坯砌成，泥柱粗细不一，

排列也不规则，都有数米高。古人垒这些泥柱
干什么？现有无研究价值？无人知道，结果一
个个被毁。后来发现泥柱是空心的，有的还有
人骨和青铜剑，就有人猜测是“立葬”，这仅是
猜测，还有待专家研究。

（三）
而今，古城遗迹只有东城墙保存基本完好，

其他已被现代建筑所覆盖。放眼望去，公路
纵横，宽阔笔直，楼房排排，别墅栋栋，昔日
的古城村民都已搬进了这新建的“五洲小
区”，居住环境完全城市化了。村民虽对世
世代代居住过的古城老村有不舍之情，可也
都切身感受到了现在居住环境的美好，特别
是想到郑东新区宏伟的发展前景，将会给百
姓带来更多的实惠和更美好的希望，都掩盖
不住内心的喜悦。 周常学

长尾巴的灯泡
圆圆的、光光的普通照明灯泡上，竟然

长出长约1厘米的尾巴，这似乎有点天方夜
谭，让人不可思议。然而，这种长了尾巴的
电灯泡的的确确出现在40年前许多郑州人
的家中，还美其名曰：再生灯泡。

在当时，买这种再生灯泡一般不称买，
都说是换，因为必须拿旧灯泡才能成交。说
是换，其实还是要交费的，大约是0.15元，比
0.39元的新灯泡便宜许多，市内多个大点的
五金商店都开展了这项业务。

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末期。灯泡，这种
老百姓离不了的东西也时有脱销，不得已
时，一些人家会重新点上油灯，好在那年月
郑州尚未普及用电，街巷的杂货店里大多还
有被老郑州人称之为“洋油”的煤油出售。
真是穷则思变，此间不知何方高人发明了废
旧灯泡复用的技术。具体做法大致是：在废
旧灯泡下方中心偏一点的位置，用专用工具
熔出一筷子头粗细的小孔，然后用特制的器
械伸入灯泡内将旧灯丝清除，然后将新灯丝
缠绕在支柱上，两端接牢线柱，其操作方式
如同当今医学上的微创腹腔手术，只凭器械
进入腹内操作即可。随后是抽气封口，因其
工艺所限，封口时总会留下一长约1厘米的
玻璃小尾巴，其形状与热水瓶胆的抽气口尾
巴极其相似。

有些人家的大人忙，常会让他们上学的
半大孩子去换，这时营业员叔叔阿姨常会叮
嘱这些冒失鬼儿：拿好，别跑，尾巴掉了，灯
泡就废了……

再生灯泡的面世，缓和了供应紧张的局
面，但市民们并不十分喜欢它，因为受技术
所限，这种灯泡不怎么经用，寿命短。以至
于自上世纪70年代初，一种上海产的8瓦小
日光灯逐步上市，这种怪模怪样的再生灯泡
很快就销声匿迹。从有到无，前后不过两三
年光景，似昙花一现，但这种长了尾巴的灯
泡还是给老郑州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孙建周

“古城村”记忆“古城村”记忆

郑州东南7公里处，有座古城遗址，由
于年代久远，当地百姓也不知该城郭何时
所建，名为何城，就一直叫古城村，地图
上也称其为古城村。该村原属管城区圃
田乡东周村委会管辖，现在是“五洲汇富
社区”，是“水磨五周”之一，南靠陇海铁
路、北面距老郑汴公路很近，乘14路公交
车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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