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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战国
《竹书纪年》记载的“有熊”，就是今天的新郑市。

1983 年，时任新郑县城关乡经联社主任
的赵国鼎，外出考察时，常以黄帝故里感到自
豪。在他的邀请下，海南省崖城县（今三亚市）
县政府的河南老乡黄豫根秘书，带着河南村的9
位乡亲来新郑寻根拜祖。当赵国鼎带着他们来
到黄帝故里时，不由吓了一跳：由于年久失修，残
垣断壁，遍地瓦砾，杂草丛生，黄帝故里四合院是
仅存的残骸。正厢房大殿，已被县兽医医院当
做药品仓库，西厢房南房成了鸡舍，四合院耳
房顶上的五脊六兽也没了踪影……

黄豫根说，他所在的村就叫河南村，人们
对于黄帝特别崇敬，祖先们从河南刚迁到海南
时，村里什么姓都有，为了表达作为炎黄子孙
的感情，村里的人都改姓成了黄，村子也被命
名为河南村。村里人的愿望就是能到黄帝故
里去祭拜祭拜，没想到这里竟是这个样子。

寻根人带着遗憾走了，这让赵国鼎心里久
久不能平静。

如何提高黄帝故里的知名度？如何打造
一个上规模的寻根拜祖圣地？当时，新郑市另
一位热衷发扬黄帝文化的学者——刘文学也
正在思考这些问题。

两人查阅了大量书籍和新闻资料，发现孙
中山的出生地广东香山县改为中山市、陕西中
部县改为黄陵县、湖南酃县改为炎陵县，使这
些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了很多，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经济发展。于是，他们一致认为弘扬黄帝文
化的方法之一，就是将新郑改为与黄帝文化相
关的名字——“轩辕”“黄帝”或其他名字。

1994 年新郑撤县改市时，刘文学和赵国
鼎感觉机会来了，就找到时任新郑市领导，建
议将新郑县改名“轩辕市”。同时，新郑市一些
学者对郑韩文化非常热衷，向领导建议把新郑
改为“郑韩市”。

新郑改名不改名？改成什么名字？改名
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当时，新郑很多官员
对这几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
各有说辞。

民间呼吁新郑改名“轩辕”再起争议
4月28日，郑州日报《新郑改名“轩辕”建议的调查》的报道再次引发公众

关注。追溯新郑改名这一话题，最早在1994年时就有人提出，从此之后，针对
新郑市改名轩辕市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在新郑市改名之争过程中，张家界、
九寨沟、香格里拉、普洱市纷纷改名成功，带来更多的是知名度和经济收益。

在一浪一浪的改名潮中，新郑改名一次次地成为热门话题。新郑改名究
竟能为新郑带来什么，有没有负面作用，如果要改名需要突破哪些瓶颈……这
些问题仍停留在激烈争论阶段。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记者 王军方 文/图

新郑市是古代郑国和古代韩国的故城。
史料记载，公元前 771年，西周镐京发生犬戎
战乱，第二年，周平王将国都迁至洛阳。郑国
也将国都从咸林迁到今新郑溱洧之间，395年
间一直称郑。公元前 375年，韩哀侯灭郑，将
国都从阳翟迁到郑城，以后在这里设立郑县。
《韩非子》等多本古代文献上的“郑人买鳖”等
寓言，给后人留下了“新郑”的历史考证依据。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区别陕
西郑县，将韩国的郑县改为新郑县。

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新郑市
史志办公室副编审刘文学认为，“新郑”的名称
虽然从战国时期至今沿用 2000 多年，但当时
的郑国、韩国属于弱国，历史上的地位并不重
要。而黄帝定天文、创文字、造舟车、养蚕丝、

建宫室、播五谷，肇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
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文化品位高、内
涵丰富，且在海内外华人中的知名度也颇高，
更能显示新郑市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特色。

2002年 1月，新郑市领导带领 8名工作人
员外出考察时发现，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宝鸡
市的炎帝陵和河南灵宝市的黄帝铸鼎塬等景区
都在投巨资发展旅游，大打旅游文化牌。他们回
来后，就决定发展黄帝故里旅游。刘文学趁机再
次提出将“新郑市”改为“轩辕市”，并建议用黄帝
和他的臣子的姓名来命名街道的名称。

“撤县改市的时候，是改名的最好时机，部
分时任市领导也非常感兴趣。”刘文学说，由
于一些部门提出成本过高、社会影响不好预计
等，最终导致改名搁浅。

改名再次引发关注，是之后几年来网友一
种自发的推动。

一位网友说：“无论是张家界、九寨沟，还
是黄山，改名后都发生了巨变，带来了很多经
济效益，知名度也大大地提高。可见一个地方
名字的好坏，也影响着该地未来的发展！新郑
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地，新郑应该改一
个和黄帝有关的名字。”

随即相关新郑改名的帖子被热炒。
随着网络力量对此事的炒作升级，新郑市

民政局专门在新郑政府网站回应：“新郑”已有
2700 多年的历史，在国内外有相当高的知名
度，特别是近期联合国地名文化遗产研究委员
会中国分会对新郑进行了认定，以后将制作成
电视文化系列片在国际上40多个会员国家播
放。“新郑”作为地名，实际上已形成了特定的
域名文化，更名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
成本，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更改“新郑”名
字不太合适，因为叫什么名字，对地方的发展
起不了多大的决定作用，最终还是要靠人们共

同努力去发展。
近日，新郑改名一事被网络重新提起，引

起了又一轮的热议。
“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我认为应该改！若说

新郑，作为河南人可能知道的也不是太多，若
说轩辕，可能全世界华人都知道，虽然（更名产
生的）费用有点高，（但）为以后发展经济吸引
外商投资肯定利大于弊，作为河南人我赞成改
名！”一网友认为，经过连续几届拜祖大典的成
功举办，黄帝故里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拜祖
的圣地，但是，不少外地人还是很难将黄帝故
里和新郑市联系在一起。如果将新郑市改为

“黄帝市”或“轩辕市”，对旅游可起到画龙点睛
的作用。有的网友认为“轩辕比新郑好听多
了”，还有的甚至发帖“强烈要求改为轩辕市”。

“改名固然好，但新郑是轩辕的代名词，而
轩辕不是新郑的代名词，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会
花时间和钱在上面，与其这样，不如用新郑。”“新
郑的名声已经出去了，就别改了，还是给百姓做
点实事好。”一些网友则发出了相反的声音。

网友“花神”称，民间倡议新郑市改名轩辕
市已经有多年，最近再次成为热点，主要是看
到了中国一些地方改名后带来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如果说起湖南大庸县，恐怕没有几个人听
说过，但一提张家界，几乎妇孺皆知。1994
年，湖南省大庸县戴上了享誉海内外的“张家
界”名号，几乎一夜之间，张家界市就成了中国
最有名的旅游城市之一。

张家界的改名不仅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
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湖南的一网络论
坛上，一名张家界的网民说：“改名带来的经济效
应，我们深有体会。”1994年前，大庸县还是大山
里贫穷落后的小县城，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
有，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很低，改名后，张家界一年
一个样，不但城区面积扩大了几倍，还修建了机
场、火车站，另外也修通了到长沙的高速公路。

据了解，近年来张家界市经济一直保持高

速增长势头，2008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51.34亿元。

曾去过张家界多次的郑州市民张先生说，
张家界的高速发展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改名，
但城市的知名度为该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张家界市一位姓王的官员也印证了这
一点，王先生说，在张家界吸引的外资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投资于非旅游产业的，这与它的知
名度提高密不可分。

进入上世纪 90年代后的 10余年间，一大
批城市特别是旅游城市，纷纷加入了改名的行
列，附近有名的山川名胜取代沿用了多年的城
市名称———安徽屯溪市改名为黄山市、四川
灌县更名为都江堰、福建崇安更名为武夷山
市、海南通什更名为五指山市、四川南坪更名
为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

这些城市改名后，知名度都得到了不同程
度的提高，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经济效益。

“郑韩”和“轩辕”的激辩

中国大批旅游城市改名的先例

为发展黄帝文化上书更名

黄帝文化引起了各方人士对新郑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