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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郑州的名字，首先我们得
知道城是怎么来的。”长期研究郑州
历史的历史学者、郑州市文物局原局
长阎铁成说，中国的城市便是从郑州
筑起，郑州历史上的城具有开创性与
奠基性，这在当今中国城市群中绝无
仅有，即使在世界城市群中，郑州也
是年龄最长的城市之一。

“她不是城市的父辈与祖辈，而
是达到了远祖的辈分。”据阎铁成介
绍，历史上，有三个城具备了里程碑
的意义，一个是5300年前在郑州诞生
的西山古城，一个是4300年的古城寨
古城，再就是3600年前商汤立国在今
日郑州城区建立的都城亳都。

据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构筑城
池的国家之一，西山古城是中国目前
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板筑夯城。

西山古城位于郑州城区西北 20
余公里的邙岭临河岗坡之上，由大型
环壕和城墙组成，环壕为人工所挖，
城墙用板筑法夯打而成，是中国目前
发现的最早板筑城墙，是当时中国建
筑技术最先进、北方地区时代最早的
城址，其建筑方法、形制结构，特别是
功能布局及所具有的双重防御设施，
显示了巨大的进步和创造力，不仅揭
开了郑州城市发展史的序幕，也开启
了中国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

自那时起到秦汉，郑州先后出现
40 余座古城，是这一时期全国古城
数量最多的地区。而古城寨古城在
今日郑州西南40公里的新密古城寨
洧水河畔，体现出很高的筑墙技术，
城中发现了大型廊庑式宫殿基址，为
中国廊庑式建筑的最早实例。古城寨
城池是中国 4000 年以前古城群中保
存最为完好的城池，它所具有的中央
廊庑式宫殿布局成为中国延续数千

年 连 绵 不 断 城 池 建 筑 布 局 的“ 母
体”，在我国筑城史上起着承上启下
的作用。

但这个时候，“郑州”这一地区还
没有名字，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前行
走，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出现了，它就
是3600年前商汤立国在今日郑州城
区建立的都城亳都。在商城发现了
外、中、内三重相套城墙，那庞大的
地下宫殿，那些得以面世的青铜鼎、
用以交换商品的贝币，以及商城出
土的带有“亳”字的陶片等久远的历
史遗存，为我们传递着远古的文明
信息。

郑州人代代承袭沿用，历周、秦、
汉、唐、宋、元、明、清3600余载，城址
不移、人脉不息，至今仍为繁华都市，
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孤例，堪称
中国城市文明发展的滥觞。

在如今的郑州中心城区的地层
下，埋藏着自殷商以来3600年中国历
史的层层文明，这在当今中国城市群
中绝无仅有。

每天，在绿树环绕的紫荆山公
园、商城遗址公园，都活动着前来休
闲娱乐的市民，他们已与这块土地、
这其中的历史融为一体。郑州市作
协副主席、郑州古都学会理事赵富海
先生是一个“老郑州”，与身边来来
往往的行人不同，每次路过紫荆山
路与城南路的商城遗址时他都会驻
足看看这儿的古城墙，在郑州市紫
荆山路两旁，市文物部门正在对城
垣两侧断面遗址进行保护性建设，
从商代直至明清，每个朝代的建筑
痕迹都在上面清晰地展现。对商城
遗址的前世今生，他都稔熟在心。
他的脑海里，存储着古都郑州的风
云际会、人文故事。

这里是郑州，是河南，亦是中国。
这里是天地之中，文明之源。

3000多年前，周公在这里测定天地之
中，“中国”一词也源自这片土地的历史
文献……

这里是交通要道，东西相贯，南北
通达，公路、铁路、高铁、飞机，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

这里是商城肇始、产业之城，古商
城遗址横亘市区，新商战烽火点亮神
州，现代产业五湖勃兴……

这里是生态之都、幸福之城，古之
大象出没，现代地绿水清，文化文明滋
润，百姓安居乐业……

这里，就是我们生活工作学习的城
市——郑州。作为一名郑州人，你是否
认真阅读过郑州，是否认识郑州、了解
郑州？认识、了解和关注，是热爱的开
始。热爱之后，需要理解、参与和支持。

郑州报业集团旗下的《郑州日报》
《郑州晚报》、中原网及“两微一端”新媒
体矩阵重磅推出“郑之中——讲述郑
州”大型系列深度报道。报道分《地之
中》《郑之名》《商之源》《交之通》《业之
兴》《国之重》《绿之行》《民之利》《礼之
成》《梦之圆》十期，为您讲述古老郑州
的历史文化、文明传承、产业勃兴和沧
桑巨变，讲述未来郑州的似锦前程和
百姓梦想。

从这里，我们读懂先辈，读懂父母，
读懂自己；

从这里，我们讲述郑州，读懂郑州；
从这里，我们读懂河南，读懂中

国……
郑旗

时光不停流逝，街道依旧喧嚣。郑州，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恍惚间，已经3600多岁了。
3600多年来，她辉煌过，也败落过；她似漂泊无定，大起大落，但她一直荣辱不惊，淡定从容，任时光

雕刻出她与众不同的非凡个性。
作为郑州人，我们知道，她是八大古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她的名字如

何得来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嬗变？知道的人似乎很少。
其实，一座城市的名字，有时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更多的是一个城市性格的体现、气质的传

达，甚至还是一座城市历史的见证人、时光的雕刻者。
您瞧，“郑州”一名，就如这座城市一样，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时沉时浮。从她身上不仅能看到远古

的锈迹斑斑，也能窥到现代的霓虹闪烁。 郑州报业全媒体记者 尚新娇 赵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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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城区的商代王都城池郑州城区的商代王都城池

沧海桑田，时代更迭，一座城市的繁
华不是永恒的，在时间面前，也会显得渺
小无力。

自商以后，郑州开始归属多变，“寄人
篱下”。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姬发灭殷
后，建立起周朝，郑州这块地方称管国，因
此郑州史称“管城”。

“之后，郑州‘每况愈下’，归属春秋郑、战
国韩两国长达500余年，那时候，郑州够不上

‘县团级’。”郑州市作协副主席赵富海说。
虽然“郑州”这个名字，不是在郑国时

出现的，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一名字的
来源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处在郑国的区
域内而得名。

随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荥
州为郑州，郑州这个名字，才真正出现在历
史中。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
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
悠。”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登郑州
夕阳楼》。

落寞惆怅的李商隐少了崔颢题写黄鹤
楼的开阔与放达，站在落日的余晕里，李商
隐触景生情，诗作浸染在个人身世的浓重
阴影里。

其实，隋朝的时候，郑州的地标不是二
七塔，不是商场，而是夕阳楼。

黄鹤楼、鹳雀楼、岳阳楼等是全国有名
的古建，郑州人没想到，郑州的夕阳楼在当

时与之齐名。据史载，夕阳楼始建于北魏，
成名于唐宋，为中国唐宋八大名楼之一。

那么，夕阳楼今安在哉？赵富海说：
“夕阳楼的位置就在现今的西大街附近，可
惜明代时毁掉了。不然的话，它起码也是
郑州的一大胜景。”

随后，自隋至民国二年即1913年改州
为县，在长达1320年的时间，郑州曾在隋、
唐、五代、宋、元、金、明、清八次为州，升格
为“地专级”。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郑州筑城，
城围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城东西门相
对，南北两门之南门偏西，北门居中。州治
背北向南，正对南门，即现在的管城回族区
政府所在地，面对南大街。自公元621年至
1887年的1266年间，郑州城的空间秩序未
变。”赵富海说。

随后，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公元
627年），废管州，以原管州的管城、阳武、新
郑的四县属治武牢的郑州。唐玄宗天宝元
年，改郑州为荥阳郡，荥阳郡治所在郑州。

再到宋代，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
恢复郑州称，仍隶属开封。第二年即1086
年夏，荥阳、荥泽为县。郑州实领管城、荥
阳、荥泽、原武、新郑五县。元顺帝至正十
八年（1358年）郑州改称管城。五代、金时
期，郑州仍是州。

明代，管城入郑州；清代，郑州升为直
隶州，重修郑州城。

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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