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商代遗存遗址

2004年，郑州列入中国大古都，与上
世纪20年代、3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列
入大古都的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
京、杭州、安阳统称为八大古都。

3600 年的郑州商城入道晚、年龄
大，可谓是“少年老成”。郑州是中华上
下 5000 年历史的重要一环，郑州地区是
华夏传统文化汇集交融的中心地区，而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屡屡削弱了它
的客观存在。

当我们对屹立在闹市区的大商城墙
发生兴趣时，岁月的年轮驶进了 20 世纪
的50年代、70年代、90年代，那些为古都
作出贡献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政
府官员们，无疑是开创和守护伟大文明
的一支中坚，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智慧
和力量使得 3600 年前的世界东方古城
呈现出它的高贵与雄伟。

20世纪50年代初，商代遗存遗址被
独具慧眼的韩维周与安金槐发现。1950
年秋天，小学教师韩维周在一处工地上
捡拾到商代陶片和牛胛骨，1956年，专业
考古工作者安金槐，在白庄地下发现了
商代夯土墙，夯土层的一端由白庄西侧
向南延伸，与地上老城东桥内的夯土连
在一起，整个商城墙周长 25 公里，经历
了 3000 多年的风雨洗礼，仍有 7 公里的
城垣与断断续续约 3 公里的外城墙。这
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载入了中国乃至世
界考古史，这一切为 1961 年国务院公布
郑州为商代遗址且是首批国家文物保护
单位作了学术解读。韩维周靠安金槐提
携进入了专业考古队，1959年，他在随安
金槐挖掘那段地下商墙时，被土方砸折
了腰，从此再没站起来，他的智慧与血肉
永远深埋在大商城墙里。

学界与民间的两股力量

1950 年韩维周拾商代文明碎片，
1956 年安金槐“复原”郑州商城为隞都，
1978年邹衡提出商汤郑亳说。安金槐的

隞都说与邹衡的郑亳说的学术之争，长
达 28 年，历史给了这样的定论：安金槐
领导主持了商城的发掘和研究，邹衡提
出了商都正是郑亳，把学术引向深入。
没有商城的确认，一切都失去了基础，
没有郑亳的确认，郑州商城就失去了应
有的价值。

回顾郑州列入中国八大古都，可以
看到，学界与民间的两股力量的智慧。

1993 年和 2003 年学界进行两次呼
吁、倡议郑州列入八大古都。1993 年是
以郑大教授陈旭、李明联手胡厚宣、田昌
五、邹衡、安金槐、蒋若是、许顺湛等学者
考古学家致书郑州市委、市政府和国家
文物局。1993 年 8 月 19 日，许顺湛起草
建议把郑州列入中国八大古都的倡议，
殷商学会会长胡厚宣，副会长邹衡、田昌
五、李民等 32 位学者签了名。5 年之
后的 1998 年，许顺湛又在中国古都会
上呼吁，将郑州列入八大古都。2003
年，郑州大学的陈旭、李明教授，看到
了中原文化正在遭遇巨变，再次致书
新到任的郑州市委书记李克，呼吁政
府，郑州应有实至名归的身份，一定要
列入八大古都。而民间的活动，文联、
画院组织作家、画家写商城、画商城，
著名画家 王 乙 丙 ，终 生 以 画 商 城 为
荣，在为数不多的风景画中，郑州的
街树法桐有多幅。市政府政策研究
室阎铁成处长 1992 年 5 月写出了关
于争取把郑州列为中国文化古都的
建议，发在郑州市委内刊《政策研究》
上。阎铁成与管城区史志办的戴洛
民先生几次自费到西安中国古都学
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呼吁郑州应
列入中国八大古都。郑州市旅游局
范强局长率省影协主席于德水、作家
赵富海于 2000 年 12 月 6 日造访考古
学家安金槐，有意在民间搞一次郑州
3600 年建城仪式，得到安老的支持。
他说：“大好事，我用考古实证支持你
们，现在弄清了古商城有十一个城门，
但哪个是正门，尚待进一步考证。”

郑州在中国古都历史上的地位

过往岁月，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政
府作为。政府是强大的推手，2003 年郑
州市委书记李克找来了刚上任郑州市文
化局局长的齐岸青，听取了关于郑州商
城 3600 年历史和加入八大古都的意
义。齐岸青围绕郑州商城定位和保护，认
为郑州必须加入中国八大古都，这已经不
是一个城市的问题，3600年的商城是商代
开国之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有了
这一环，就会把中国上下 5000 年连接起
来。听后李克书记指示：郑州市文化局做
好郑州加入八大古都的工作，市委、市政
府将从政治、组织到经济上给予全力支
持。特别强调：宣传郑州不仅是文化局的
工作，宣传部门研究部门也要发挥自己的
优势。齐岸青与副局长刘河明、任伟扎扎
实实地做好了三项开创性的工作：首先是
筑一个平台，与民政局协调成立了“郑州
古都学会”。其次副局长刘河明、任伟专
事与河南省社科院，郑州大学联系，筹备

“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其三，
出版了《郑州商都 3600 年学术论文集》、
学会会刊《古都郑州》。《东方家庭报》专
门采访中国考古学院中国考古界顶级专
家，对郑州商城进行了历史性的评价。
根据李克书记指示精神，市委宣传部编
写了《古都郑州》一书，《郑州晚报》拟题

《郑州商城知识问答》，郑州市民踊跃参
与。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1 月，郑州
市政府先后在北京郑州两地主持召开了
两次有关郑州商都的学术研讨会。2003
年 11 月 30 日，由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
委书记李克率队赴京，主持了“郑州商都
3600年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市
委书记李克、市长王文超、宣传部部长
杨丽萍、副市长孙新雷等作了重要发
言。邹衡、李伯谦、刘庆柱、孙淼、宋豫秦
等考古、历史学家从考古学、历史学、人
类学、社会学的价值对 3600 年郑州商都
进行了历史文化的深刻阐述。中国古都
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专程组织专家到郑

州考察，专家们认为：郑州作为古都的地
位是当之无愧的，取得了与会专家的共
识。会议结束，邹衡又打电话给齐岸青，
明确提出了郑州就是商汤郑亳，他从亳
都的位置在早商文化范围内，亳都年代
与早商文化遗址年代吻合，亳都的规模
与早商文化遗址大小相称，亳都就是早
商文化中最大的遗址，亳都有同时期重
要文化遗址，如宫殿基址，亳都有具备王
室规格的文化遗物，如大型礼器等，从
理论上简要阐述了郑州是商汤开国之
都。邹衡希望齐岸青认真做好郑州加
入八大古都的工作，不要犹豫。邹衡作
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顶级专家，针对大商
都城建筑风格，指出：商城“左祖右社”，
成为我国古代历朝国都建筑的规范性布
局，它突出了古代国都的政治堡垒性质，
这种规模性的建筑布局，在郑州商城之
前，还未曾出现过。

不同时期的古代都城，反映了我国
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最高成
就。我们认为，郑州以丰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堪与已列入古都的西安、洛阳、
北京、开封、南京，杭州，安阳交相辉
映。因此我们倡议：将郑州列入八大
古都，确立郑州在中国古都历史上的
重要历史地位；切实贯彻文物保护法，
继续加强郑州商城遗址的文物保护和
科学研究，以积极推进郑州经济、社会的
全面发展。

2004 年 11 月 5 日，中央电视台播发
了郑州为中国八大古都的消息，全中国全
世界都知道了。总面积25平方公里的古
商都，让人充满了敬意。这片黄土不仅承
载着叱咤风云的脚步，供养过善良的灵
魂，现在源源不断地为我们传递着远古的
信息。古商都，现代商贸城，圆了一把郑
州人的商都之梦。郑州列入八大古都，是
这个城市的宝贵财富，它显示郑州的个性
与品位。有它，就能说明这个城市的历
史，以史兴市，使城市光鲜起来。有
它，还可以带动经济、旅游事业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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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百年人与事”征文，是这个城市的宏大叙
事。征文启事发出后，短短的几个月里，编辑
部收到了数以百计的来稿，犹如雨夜里的一道
闪电，这个征文点亮了郑州的整个天空。
时光雕刻郑州，也雕刻出郑州人平凡而伟大的
群像。岁月冲走了许多东西，唯有真情留了下
来。光阴荏苒，百年郑州人与事深深地植入永
恒的岁月中。在深深的岁月里，最为耀眼的就
是郑州被列入中国八大古都。本报现刊登郑
州市作协副主席赵富海先生的《光阴的雕像》
一文，权当“郑州百年人与事”征文的一个总结。

光阴的雕像
□赵富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