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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地探文明 厚重文物说历史

在经济社会高
速发展的今天，鳞
次栉比的高楼大
厦、车水马龙的街
道使得城市的面貌
千篇一律，文化越
来越成为一座城市
独一无二的灵魂。
漫步郑州，这里正
是中国第二个王朝
商 的 开 国 之 都

“亳”。人们走进遗
址公园、来到博物
院，一件件珍贵的
文物诉说着古老厚
重的历史，古老遗
存与现代城市交
融，文化自信油然
而生——这其中，
一步步厘清城市历
史、探寻城市独有
历史文化的考古工
作者的辛勤付出功
不可没。

郑州市的考古
工作有着 怎 样 的
面 貌 ？ 连 日 来 ，
记 者 走 访 了 相关
人员。

今年3月，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
选结果在京揭晓。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成功入
选。至此，郑州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总数
达到 16个，位居全国前列。不断涌现的重大考
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将中原大地上早期人类起
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娓
娓道来，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彰显出
郑州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地位。

而在此前，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郑州，一度
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在外地人甚至郑州本
地人的印象里，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小“郑县”。

郑州是“华夏文明重要起源地”地位的不断
确立，在于郑州考古人多年躬耕田野的不断探
索、追寻，久远的历史被不断发掘，一项项考古大
发现接连“横空出世”，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关注目光——在织机洞遗址，考古人发现了10万
年前人类生活的痕迹；老奶奶庙遗址的新发现显
示，早在距今3万~5万年的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
旧石器文化及复杂的栖居形态，不但是探讨中华
文明之源的重要资料，更为研究现代人类及其行
为在东亚地区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视
角；在“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三重环壕、一门三
道、牙雕蚕等遗迹显示这里是精心选择、科学规划
的都邑行聚落遗址……由此，郑州不仅成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更被认可为
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郑州，在考古人的努力
下，被世人认可为“一座考古发现的文明古都”。

“考古成果发现的背后，是考古工作者数十年
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说到一项项闪耀着历史光
辉的考古成果，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
部主任刘彦峰感触良多，主要承担郑州市基本建
设中的考古发掘和主动性科研发掘及研究工作
的考古发掘部，多年来喜讯不断，“目前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取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
目有 16项，是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多的
城市。”

考古为郑州“定位”

不久前结束的五一假期，郑州
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考古工地
公众开放日”活动，吸引众多省内
外观众走进巩义双槐树遗址、荥
阳青台遗址和大河村遗址，参观
考古现场、亲手触摸文物，“在郑
州考古工地以最潮的方式过五
一”“考古工地一不小心潮成度假
胜地”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考
古与度假形成奇妙的 CP，吸引上
万人走进考古工地……

为什么要让考古走近公众、带
公众享受考古成果？答案显而易
见。“考古成果可以实证中华民族
和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中
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坚定
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表示，郑
州作为一座被考古发现证实的古
都，让社会公众走进考古工地认识
考古、了解郑州考古工作，是增进
市民对郑州历史文化的认知、增强
文化自豪感的有益探索。

在考古工地，人们惊讶而喜悦
地看到，数千年来，郑州地区的文
明传承有序、生生不息；在人类步
入文明的历程中，郑州从未缺席；
更让人意识到，研究中国文明的起
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郑州不
能缺席。

今天的郑州，一处处遗址、一
座座博物馆、一件件文物令络绎不
绝的观众驻足流连，考古人带来的
古今碰撞，赋予观众对中华文明新
的感悟与体验。下转

公众共享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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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在挖掘现场

考古人员正在挖掘

之文化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