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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这座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的城市。8000年前
先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
创造了震惊中外的裴李岗
文化；5000年前中华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出
生、创业、建都在此，肇造
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在新郑市郭店镇华阳寨
村，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故
城——华阳故城，它是战
国时期韩国的北部门户和
军事重镇。1986 年 11
月，华阳故城被公布为河
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
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今天，记
者带您一起，探寻这一历
史长河中的中华古文明的
“见证者”。
新郑播报 巴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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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索全星介绍，2010 年，途
经华阳寨的郑州—新郑快速通
道开始建设。当年 4 月至 6 月，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华阳
故城过往路线进行考古调查和
发掘，新发现战国时期护城河、
防御墙、城壕、防卫坑等大型城
防设施遗迹，对研究中国古代建
筑史和古代军事战争史具有重
要学术价值。

此次考古发现证明，华阳城
的修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
城防设施比较简陋单薄，由城墙、
城壕组成；后期是在华阳之战后
将城壕填平重新规划，营建了由
城墙、马面、防卫坑、防御墙、护城
河组成的当时最先进的城防体系。

索全星称，此次发现的防御
墙是东周城址考古的首次发现。
在中原地区，东周古城一般利用城
墙转折收缩进行防御，仅韩国都城
使用了马面（城墙附属防御设
施）。华阳故城虽然仍有东周城址
转折收缩的遗风，但在四面城墙及
城角加筑了马面，数量达10个之
多，是目前所知最早全方位配置马
面的一座古城，也是当时城防体系
最完备的中原战城。

“在秦王朝统一中国的战争
中，城高池深、强弓劲弩的韩国
于公元前230年第一个被吞并而
成为秦国的郡县，华阳城从此成
为久远的历史记忆。”索全星说。

此次考古还对华阳故城及
周围环境进行了全面考查，发现
了丰富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存，
以及大量商代二里岗时期和西
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不仅填补
了华阳故城遗址以往无新石器
文化及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空
白，对研究商周时期华族华国历
史及古代战争史也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今年 83 岁的沙永安是土生土长的华
阳寨村人，他向记者讲起了自己小时候就
在村子里流传的传说：古时候的一年春天，
从南边有一女子来到华阳，这里正百花齐
放、艳阳高照，她在华阳四周赏花问景。当
该女子走到东南不远处一静地时，天空霞
光照顶，似龙盘绕。此刻，在此觅食的羊群
都向该女子护拥而来。女子见此奇异天
象，十分吃惊，望着羊群，高呼“停下来”！
说也奇怪，此时奔向她的羊群果然不再向
前，瞬间遍地羔羊变为形态各异的石羊立
在那里。此后不久，女子在华阳产下一男
童，面相奇特，长大后成了神农，为百姓造
福谋利。后来升了天，说是天上的火星神
君下凡……

记者查证，距华阳故城东南近两公里处
有一村，今村名为石羊寨。走访问石羊村
人，说百年前村内外有石羊，是古时羊变
的。由于历史变迁，石羊多被丢失破坏，即
使后代复制充数，地面石羊已不多见，只见
有二尊残缺石羊被抛弃在村西沟中。

关于“华阳”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
“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姜姓也，
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
神龙首，感生炎帝。”少典为有熊国君，而河

南新郑古为有熊国，炎帝为少典之子，新郑
的这个“华阳”为第八代炎帝榆罔的出生地，
应该说是合情合理。著名考古学家唐兰也
在他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微》中说：

“华、地名……在河南省密县，西为嵩山，是
夏族旧居，所以华即夏，中华民族起于此。”
华阳汉属密县，今属新郑。

历史上关于华阳故城的记载，除上述
外，还有秦简《编年记》载：“三十四年攻华
阳。”《史记·韩世家》载：韩僖王“二十三年赵
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八月而至，败
赵魏于华阳之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秦“昭王三十四年，白攻魏，拔华阳，走芒卯，
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史记·赵世家》：
赵惠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74年）“与魏共击
秦。秦将白起破我华阳，得一将军。”《方舆
纪要》：“县北四十五里，亦曰华阴亭。古华
国，史伯谓桓公华君之土也。”《括地志》：“故
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四十里”（华阳曾旧
属郑州管城）。

据悉，清代咸丰年间，为躲避世乱人们
在华阳故城西南角内凹部分建造了一道闭
合的寨墙，南寨门上嵌上“古华邑”石碣。现
在，这块“古华邑”石碣镶嵌在华阳寨清真寺
的大门额上。

华阳故城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华阳故城位于新郑市区北 20 公里
处，为西周华国都城。其平面呈南北方
形，周长 3 公里，现存城墙高 4~8 米、基宽
15~30米、顶宽1~3米，城墙四周和四边中
部均筑向外突出的马面高台，用于守城
和瞭望，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守作用。

华阳城又叫卸花城，五代后周周世宗柴
荣死后，葬在华阳故城西（今陵上村）。相
传柴荣的女儿柴郡主每年前来祭奠父亲，
都在此城稍停，卸下佩饰和凤冠，换上孝
服，前往祭吊。因此，当地人又叫“卸花城”。

“华阳故城的城南、城东是一条古河
道，宽20~70米、深4~8米，《水经注》《新郑

县志（乾隆版）》记载‘为七虎溪，亦谓之为
华水也，华阳因此得名。华阳城南沟两侧
为龙山、商代文化的遗存，城东沟西侧是
西周时期遗存，华阳故城就坐落在古华
水北面较高的岗地，距其源头郭店村仅
1.5 公里。”郑州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索全星说。

据介绍，华阳故城最早的文献记载在
公元前773年，郑桓公见西周衰败，诸侯多
叛，问太史伯，郑国何处可以立国。《国语》
说：“史伯对桓公，虢、郐十邑，华其一也。”
这就是说，公元前773年以前（西周时期），
这个“华邑”即华阳城，已经存在。

华阳曾为炎帝出生地

发现战国时期完整
城防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