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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
望京楼遗址位于新郑市市区北6公里的新村镇望

京楼水库东南。黄水河从遗址西侧流过折而向东，杜
家村位于遗址东北部，郑新公路从遗址中部南北穿过。

望京楼遗址发现于 20世纪 60年代。当地群众平
整土地时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和玉器，经过钻探调查，遗
址南北长300米，东西长400米，面积12万平方米。青
铜器有鼎、鬲、爵、斝、觚、钺、锛等，青铜器造型精美、铸
造精良，其中青铜钺器形硕大，刃部长达38厘米，是我
国目前出土的夏商时期最大的一件；玉器有戈、璋、钺、
瑗、琮等，均选料考究、精雕细琢，其中最大一件戈用淡
青色玉做成，通长53.5厘米，宽9.6厘米，厚0.5厘米；最
小的一件用白色冷青玉做成，通长 31.6厘米，宽 6.6厘
米，戈柄用青铜铸成，柄尾略向下勾，铜、玉衔接处有一
圆孔，似供固定用。发掘出土的石器有斧、铲、凿等，陶
器残片为鼎、鬲、豆、罐、缸等，纹饰为绳纹、篮纹、方格
纹等。还发现有墓葬，文化层内涵非常丰富。经考证
得知，这批铜器和玉器大多属于商代的二里岗文化遗
物，而其中的一件青铜爵则为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
物。这些出土器物都是属于祭祀所用的礼器，代表了
使用者较高的身份等级，如此高规格的出土物表明望
京楼遗址绝非一般的聚落遗址。

二次发掘
1996年 6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望京楼遗

址进行科研发掘，共挖5×5米探方10个，揭露面积250
平方米。这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器和石器，文化层
堆积较厚且内涵丰富，而且还发现有墓葬。经过这次
科学发掘，望京楼遗址被确定为夏商时期遗址。我国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密切关注望京楼遗址，
并认为其性质为夏商时期一座方国都邑，可能与夏商
时期的古地名“昆吾”有关。2006年，望京楼遗址被公
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次发掘
2010年 9月，为配合郑州南出口暨郑新快速通道

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郑州市
文物局组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对望京楼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开展至今，共揭露遗址面积
3000余平方米，发现了三重城墙及三重护城河、城门、
道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房基、墓葬等200余处，发现
了夏代和商代两座大型城址，并发现了外廓城，城址总
面积达 168万平方米。考古发掘的成果，使得古人在
建造城池时运用的聪明才智展现在世人面前：因为望
京楼城址自然环境优越，西边和南边临黄水河，东边是
黄沟水，当时的筑城者可能考虑到这些有利的自然条
件，在这里修筑城墙和护城河作为内城；而北边人工开
凿的壕沟把三面的水连起来，形成了望京楼夏商城址
的外郭城，成为天然的防御屏障。

在此次望京楼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件稀有
的商代原始瓷尊。据新郑望京楼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
吴倩介绍，这件原始瓷尊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属于商代，
是当时祭祀所用的礼器，只有王室才可以配得起用这样
重要的东西，非常稀有。不管是其烧成的温度还是所用
的原料已完全具备了瓷器的标准，不再是陶器了。

城套城
而在第三次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城套

城”的奇观，一座完整的商代城址牢牢地“钉”在一座规
模更大的夏代城址上。

其中望京楼商代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城址平面
近方形，东城墙长约590米、北城墙长约602米、南城墙

长约 630米、西城墙长约 560米，城墙宽度为 10米～20
米，整个城址面积约为37万平方米。城墙外侧为宽约
15米的护城河。在城址中南部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一处，为大型回廊式建筑，北部为主体建筑，西、南、东
为配房，中部为庭院，推测为当时的宫殿基址。商代城
址东墙偏南的部位发掘一座城门，整座城门占地 2000
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早期城址中规模最大、形制
最完备的城门。众多发现中，最引人遐思的要属该城
址的城门。它设计巧妙，宽4.5米，呈“凹”形，城门两侧
有立柱柱洞及附属建筑设施。为何要在城门上修建两
块特别突出的部分？有专家解释说，这样暗含玄机的

“凹”形城门设计，加之城门两侧有立柱柱洞及附属建
筑设施，从整个城门的结构来看，已具备了后期瓮城的
雏形。

瓮城是我国古代城市主要防御设施之一。在城门
外口加筑小城，高与大城相同，其形或圆或方。圆者似
瓮，故称瓮城；方者亦称方城。

一般来说，瓮城隋唐五代时期比较流行，发端于
战国时期。望京楼商城城门设施突出体现了浓厚的军
事防御色彩，这次发现将中国瓮城的出现向前推到了
商代前期。

发现的夏代城址，城址平面亦为方形，紧邻商代城
址，位于商城外护城河的外侧，而商城外护城河就是夏
代城墙的位置，两座城址几乎重叠。该城也呈方形，目
前已确定该城址的东城墙及东南、东北城墙转角，其中
东城墙长625米。城墙外也有一条宽约11米的护城河。

新郑望京楼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吴倩介绍说，在
距夏商城址城墙东北角约 300米处发现有夯土城墙，
城墙外为一条人工开凿的壕沟，为外廓城墙和护城
河。护城河长约1100米，宽6米～25米，深3米～4米，
经重点勘探，其东接黄沟水，西连黄水河。总体来看，
望京楼遗址西、南有黄水河，东有黄沟水，只有北边与
陆地相通，这样，外廓城墙、护城河与黄水河、黄沟水一
起形成一个封闭的城圈，望京楼遗址的夏、商二城均在
这个大城圈之内。

专家定论
望京楼夏商城址发现后，引起国内考古学界的关

注。
2011年1月5日，省文物局邀请国家文物局、北京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南
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的夏商考古专家在新郑召开

“河南新郑望京楼遗址专家论证会”。专家们指出，望
京楼夏代城址面积仅次于夏代都城偃师二里头，其面
积之大在夏代聚落中是极为罕见的，初步推测其性质
可能为夏之某一方国都邑；望京楼商代城址是继郑州
商城、偃师商城之后河南境内新发现的又一座商代前
期城址，其规模虽逊于都城，但远大于其他建于同时期
的城址，望京楼商城城门设施突出体现了浓厚的军事
防御色彩，应该是郑州商城南部拱卫都城的一个军事
重镇。望京楼夏商城址是中原地区继郑州商城、偃师
二里头、偃师商城等之后，在夏商大型城址方面的又一
大发现，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城市以及城市群的发展
演变和文明起源意义重大。望京楼夏代城址和商代城
址互相叠压位于同一地点，对于探讨夏商历史、夏商文
化更替及中国早期城池建设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是极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总之，望京楼夏商城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中原地
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和核心区域。

规划建设中的郑新快速通道正从望京楼遗址穿
越，如何保护这座古城址引人关注，相关部门已建议给
夏商代城址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更多地发掘它们
的考古价值。

中华传统价值观历久弥新
——访昆士兰大学副教授钟茂森

“黄帝文化不仅是我们的文化，而且得到了世界
的认同。”参加“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的昆士兰大学副教
授钟茂森一直钟情于研究黄帝文化。

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其
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即将结束时，曾说，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 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
孔子的智慧。”即使《论语》中也有，“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之言。孔子乃至圣先师，他却认为自己并未创造什
么，只是爱好古人的学问、转述古圣先贤的教诲。

我们的中华民族以黄帝为人文始祖，不是因为黄
帝创造了文化，而是他发现了宇宙和人生的真相，找回
自己曾经迷失过的自性，这种人我们说他是证悟的人，
就是圣人。

黄帝对人类最重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婚姻文明
的贡献。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打败蚩尤以后，人类开始
安静下来，我们的华夏大地上需要休养生息，黄帝教百
姓种五谷，兴文字，做干支，制乐器，创医学，中华文明
随着农耕兴起而开始，人类开始过着聚居的生活，形成
了家、形成了国，乃至形成了天下。社会以家庭为细
胞，这个细胞中最小的单元就是夫妇，所以治天下首正
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

古人有所谓“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这
个“伦”实际上就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自然与
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甚至是不同空间的种种
境界、生命。所以皇帝的文化、中华文化是一个以人为
本的文化，是建立在人伦教化基础上的文化，它是一种
手段、一种门径，是通往你证悟自己心性的。

中华民族有黄帝乃至黄帝以后的圣人留给后代
子孙无上的文化瑰宝，也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概
括起来就 12 个字——“孝悌忠信，仁义礼智，诚敬谦
和”。这些价值观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人们心性
本来如此，遵照这个去做，过得最幸福、最自在。“仁义
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中华传统的价值观，它是以道为体，以人为衣，以
孝为本，以圣为归。 本报记者 王吉吉高凯 整理

黄帝古枣园
本报记者 赵地高凯

新郑是红枣的故乡。裴李岗遗址出
土的碳化枣核证明新郑红枣已有 8000 年
的历史。新郑红枣以核小肉厚，香甜可口、
药补共济而誉满海内外。

黄帝古枣园位于新郑市孟庄镇栗元
史村西南方，面积约为680亩，相传为轩
辕黄帝带领群臣栽植枣树的地方。至今仍
有树龄在 500年以上的枣树 568棵，均系
明朝初年栽培。其中一株胸围 3.1米，树
龄600多年，且枝叶茂盛，硕果累累，被
国家林业局专家测定为目前全国最古老的
枣树，人称“枣树王”。关于这棵枣树还
有一个典故，据说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五
年，河南新郑发生了大旱，辅佐皇帝官拜
宰相的高拱（河南新郑人）恳请对新郑赈
灾免粮。世宗皇帝亲自到新郑察看灾情，
他们来到栗元史村的西南地（也就是今天
的古枣园），在这棵枣树下休息，世宗皇帝
看到此树脱口而出：“不错，这棵枣树比四
周的都粗大，可谓枣树王也！”。后人为了
感谢世宗皇帝赈灾免粮的恩德，一直把皇
上封的枣树称为“枣树王”。枣园中被列入
保护的还有“枣树二王”、“八仙树”、“将军
树”、“合欢树”、“公主伞”、“二仙亭”、“黄帝
观枣台”等景点。

每年七八月是大枣收获的季节。这
时来到枣乡，踏上那软绵绵的沙土地，看到
那绿遍原野的枣林，面对满树清翠欲滴的
颗颗鲜枣，身心在不知不觉中陶醉。在这
里，你可以帮枣乡人打大枣，拔花生，吃
农家饭，住农家院，享农家乐，亲身体验丰
收的乐趣。

吃粽子、赏美景，刚刚过去的
端午小长假，市民们着实放松了一
把。在品尝风味独特的粽子时，不
知会有多少人记起端午节的文化内
涵。

提起端午节，人们最先想到的
莫过于屈原了。每年这个时候，人
们都会祭祀忠诚爱国的屈原。在那
篇著名的《渔父》中，屈原的一句“举
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不但将自己的高尚品格载入史册流
芳后世，也成就了古代士大夫人格
风骨和人格理想的典型坐标。苏轼
诗云：“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
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
端午节的内容、意义不断得到丰富
和升华，深深烙上各个历史时期的
印迹。

2009年，中国端午节被确立为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
国家已把包括端午节在内的多个传
统节日设为法定假日，这充分凸显
了国家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为弘扬
传统文化创造了条件。倘若我们仍
不去体味这些节日所蕴涵的历史文
化，甚至仅把吃喝玩乐视为节日的
要义，那就难免会淡化节日的意
义。端午节只是吃粽子、赛龙舟是
不够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继承传
统文化才是端午节的内涵所在。我
们应该真正从文化传承和发扬上承
担起当代人的责任，真正把民族文
化和传统发扬光大，并且与时俱进，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入现代因
素，让传统节日更丰富、更生动！

厚重的历史
——望京楼夏商遗址

本报记者 尹春灵高凯 通讯员 王凯 文/图

名家谈黄帝

走遍新郑
端午：是节，更是文化

若水

赛龙舟：当时楚人因舍不得贤臣屈
原死去，于是有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
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
是为龙舟竞渡之起源，后每年农历五月
初五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
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

吃粽子：荆楚之人，在五月初五煮
糯米饭或蒸粽糕投入江中，以祭祀屈
原，唯恐鱼吃掉，故用竹筒盛装糯米饭
掷下，以后渐用粽叶包米代替竹筒。

佩香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不但

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襟头点缀之
风。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
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
索，结成一串。

悬钟馗像：钟馗捉鬼，是端午节习
俗。在江淮地区，家家都悬钟馗像，用
以镇宅驱邪。

挂艾叶菖蒲：在端午节，家家都将
艾叶悬于堂中，以避邪驱瘴。用菖蒲作
剑，插于门楣，有驱魔祛鬼之神效。

（吉祥）

6月2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的外教在新郑市光荣院里和老军人们一
起预庆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学包粽子并了解端午节的来历。来自美国的
杰西卡告诉记者：“中国的粽子很好吃，中国人很友好。”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端午习俗

出土于望京楼遗址的单孔青玉戈。

出土于望京楼遗址的玉援铜内戈。

出 土 于 望
京楼遗址的云
雷纹铜鼎。

在望京楼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的商代原始瓷尊。

2011年3月21日，省文物局主办的“2010年
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位于
新郑市的望京楼夏商遗址入选“2010年度河南
省五大考古新发现”。望京楼遗址到底有什么
魅力，能够在众多参评的文物古迹中脱颖而出
呢？带着好奇，记者“走进”望京楼遗址。 梦圆

朱永超

近段时间，又在忙着实现关于房
子的梦想了。四十年来，关于房子的
梦想一次次地萦绕在我的脑际，并幸
运地一次次变成现实。

我出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印象
中，我家是三间半瓦半草的房子。半
瓦半草是说该房前半面屋顶用青瓦铺
盖，后半面屋顶用茅草铺盖，四面墙体
用黄土夯就，墙矮屋低，室内昏暗，四
面透风冬冷夏暖，窗户无论春夏只用
一张破塑料遮挡。一到雨天，我家的
锅碗瓢勺桶统统都得上班，用来接屋
顶淋下的雨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实
行改革开放，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我家经济条件有了一点改善，
父母便省吃省喝买足青瓦和红砖，把
房屋简单翻修了一番，屋顶全部用青
瓦盖住，四个墙角用红砖砌实，变成了
当时有名的“四角宁（硬）”，引得左邻
右舍一片羡慕。

我的第一个梦，圆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完善，我家
有了更多的经济收入，于是我又有了
新的梦想：什么时候我家也能盖起一
幢小洋楼。

在父母辛苦劳作和勤俭节约下，
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家成了远近闻
名的万元户，建新房便被排上日程。
1991 年冬天，在父母的张罗下，我家
的“小五楼”（上二下三砖混房）拔地而
起了，而且还是我们村的第一座“小五
楼”，矗立在全村最前面、最高处，是一
道靓丽的风景，更是全村人当时向往
和努力的目标。

我的第二个梦，又圆了。
后来我到县城工作了，当时是住

在单位里，于是就想，什么时候自己也
能在县城买套房子呢。

2003 年的时候，父亲说：买房
子是件大事，要抓住时机，这几年，
国家形势好，咱家收入还可以，我们
全家合力还是能买得起的。于是家里
人合力在县城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
子，虽然小了点儿，但当我带着家人
住进自己房子的时候，内心的激动溢
于言表。

我的第三个梦，再次圆了。
四十年来，我拥有过很多的梦想，

关于房子的梦想只是其中的一项，而
四十年来，我其他的梦想也如我房子
的梦想一样，一次次地变成现实，这些
梦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方式已经
发生或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嬗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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