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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下午，记者在新郑市旅游文
物局局长赵舒琪的陪同下，来到郑韩故城
的东北角。举目四望，远处是钢筋混凝土
建筑群，那是新郑市。

“如今新郑正在建设郑韩故城遗址公
园，公园分为城墙遗址公园、宫城遗址公
园、大吴楼手工业遗址公园、后端湾贵族
墓遗址公园 4 个部分。先期建设的是处
在郑韩故城东北角的城墙遗址公园，其占
地 33 万平方米、景观面积 22.8 万平方米，
总投资预算为 9800 余万元，通过建设郑
韩两国历史、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景观小
品，着重打造集遗产保护、文物展示、文化
交流、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精品工程。”赵舒
琪告诉记者。

据赵舒琪介绍，近年来新郑市旅游文
物部门不断加大对郑韩故城的保护，先后
聘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
了《郑韩故城遗址保护规划》和《郑韩故城

城墙遗址公园启动阶段城墙遗址保护及
景观工程实施性方案》。2014 年 12 月 4
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批准了《郑州市郑韩故城遗址保
护条例》，2015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正
式将郑韩故城遗址纳入法律保护。

为加大郑韩故城遗址的保护力度，新
郑市旅游文物局还积极争取国家专项资
金 180 万元，对郑韩故城城墙遗址公园启
动段（自东城墙郑风苑景区开始、向西顺
延至北城墙李唐庄东段）城墙内外两侧安
装了防护栏、建设了监控机房等，使郑韩
故城得以有效保护。

今后，郑韩故城遗址保护工程将通过
建设郑韩故城遗址公园，不仅实现对文化
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还要为人民群众创造
良好的生活环境，为公众提供一个品鉴历
史、文化休闲的主题公园，最大限度地使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

在新郑市双洎河（古洧
水）与黄水河（古溱水）汇
流处（新郑市区），横亘着
一座连绵起伏、巍巍壮观
的古城城垣，这就是国务
院1961年公布的全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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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郑韩故城。尽管战争的
烽火和自然的力量夺取
了它自然的光彩，岁月的
流失逐渐抹去了它在人
们心头的记忆，但是在这
座有着光辉历史的故城
下，仍然随处可见不朽的
历史遗迹，它已成为中国
古文明的历史见证。走
在2700多年前古人夯筑
的土城墙下，我们不禁感
受到古朴、厚重和沧桑，
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侵
袭，依然巍峨耸立，绵延
45里的古城墙诉说着郑
韩故城的传奇与变迁。
新郑播报 巴明星 文/图

郑韩建都539年
土城“世界同时期保
存最完好”

45里古城墙：
诉说郑韩故城的传奇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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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踞轩辕之丘、溱洧之滨 2700
余年，绵延 45 里的郑韩故国都城，
是 我 国 现 存 比 较 完 整 的 东 周 城
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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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高救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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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源于郑
韩故国，子孙后裔血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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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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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60 米，顶宽 3 米~5 米，高
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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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郑县委党史办
主任、郑韩故城传说新郑市级传
承人郑中智说。

早在 28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位于郑州市南郊的新郑还是郑国的国
都。公元前 375 年，韩国军队把新郑团团
包围，新郑城下，旌旗招展，号角齐鸣，在
韩国大军的强大攻势下，郑国很快就灭亡
了。之后，过了140多年，到了公元前230
年，韩国又被强大的秦国消灭，昔日繁华
的郑韩故城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1923 年，石破天惊，世人的目光被偶
然发生的事件吸引到了新郑市李家楼。
这一年的 8 月，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乡绅
李锐家的菜园里，由于干旱蔬菜都打了
蔫，李锐决定在菜园里打一口井。但这

位绅士怎么也没想到，菜园的下面就是
当年郑国的大墓，大墓里安睡的就是郑
国国君。随后，李家楼大墓共出土青铜
器 100 多件，其中最为珍贵的当数一对青
铜莲鹤方壶。如今，一只被保存在故宫
博物院，另一只保存在河南博物院。而
在新郑市博物馆的院子里，矗立着一件
巨大的莲鹤方壶塑像，如今它已经成为
新郑市博物馆的标志。

近年来，考古人员在郑国的国都——
郑韩故城相继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郑国青
铜器，制陶遗址、车马坑等重大考古发现，
把人们的目光一次次吸引过来。

李家楼大墓惊世人 近代郑韩文化帷幕拉开

自 1923 年新郑市李家楼发现郑公大
墓以来，新郑市一直被认为是郑韩故城的
所在地。这里除发现有保存较完整的郑
韩时期的古城垣，还发现了郑韩时期的宫
殿、宗庙、社稷、陵墓、铸铜、制陶等遗址。

2008 年 9 月 22 日~24 日，“郑韩故城
与溱洧水研讨会”在新郑举行。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古都学会、
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的 20 多位专家、学
者就郑韩故城的位置展开研讨。与会专

家先后考察了郑韩故城、新郑市博物馆、
郑公大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胡庄韩王陵
发掘工地和黄水河与双洎河的交汇处，以
及新密古城寨和交流寨的遗址，用文献、
考古发现和“城水互证”的方法，最终证实
郑韩故城遗址就在新郑。

“以前新郑人称郑韩故城为故城，‘文
革’期间还有‘郑韩儿女、郑韩大地’等口
号。现在经过专家证实后，有关郑韩故城的
争议也画上了圆满句号。”郑中智说。

建设郑韩故城遗址公园 让市民在此品鉴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