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 ≮
孽hJ7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郑市文物管理局编

新郑市文物志



新郑市文物志
新郑市文物管理局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郑市文物志》 编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郑市文物志／新郑市文物管理局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9

ISBN 7—5034—1762—5

I．新⋯ II．新⋯Ⅲ．新郑一文物志Ⅳ．K858．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2972号

责任编辑：杨柳军 牛伟

责任校对：寇玉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太平桥大街2 3号 邮政编码：1 00811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昌平税务印刷厂

规格：787 X 1 09 2 开本：1／1 6

印张：25．7 5 插页：1．5

字数：382千字 印数：3000册

版次：2 0 0 5年9月第1版 2 0 0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1 2 0．00元



《新郑市文物志》 编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郑市文物志／新郑市文物管理局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9

ISBN 7—5034—1762—5

I．新⋯ II．新⋯Ⅲ．新郑一文物志Ⅳ．K858．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2972号

责任编辑：杨柳军 牛伟

责任校对：寇玉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太平桥大街2 3号 邮政编码：1 00811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昌平税务印刷厂

规格：787 X 1 09 2 开本：1／1 6

印张：25．7 5 插页：1．5

字数：382千字 印数：3000册

版次：2 0 0 5年9月第1版 2 0 0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1 2 0．00元



新郑市文物志

序

河南自古中天下而立，八方辐辏而史称中原。新郑则位于河南腹地，这

里历史悠久，文物荟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来为人们所瞩目。

远在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是以新郑裴李岗遗址命名的，在中国古代文

明起源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千年前，中华始祖黄帝定鼎今新郑一

带，东征西讨，北战南伐，首次完成了统一中原大业，中国迈入文明社会的

门槛，意义非常。春秋时期，郑武公东迁灭郐、虢，在这里建新都始名新郑。

到了战国，韩又灭郑，迁都于此。郑国和韩国在新郑先后经略长达5 3 9年之

久，留下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当时正值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跌宕起

伏的大变革时代，遍及华夏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国，矛盾尖锐，战乱迭起，兄

弟阋墙，同室操戈，相互争夺十分惨烈。战争、弭兵、会盟、再战，大动荡、

大分化促进了大开放、大发展。新郑郑韩故城的城垣高大，宫殿恢宏，街道

纵横，还有冶铁、铸铜、烧陶、制骨、磨玉等各种手工作坊，以及城内外的

王陵大墓，并出土有大批青铜器等惊世骇俗的文物精华，向今世诉说昔日的

辉煌与繁荣。

在这方神奇的热土中，黄帝、弦高、邓析、子产、中不害、韩非、郑国、

白居易、李诫、欧阳修、许衡、高拱等，都曾在这里演出过威武雄壮的历史

剧。他们都是生于新郑或长于新郑或葬于新郑的历代英才，名满天下而千古

不朽。

新郑文物古迹众多，包括郑韩故城在内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 o余处，还有一大批不

可移动的文物点，构筑了深厚的文化积淀。郑韩故城的文物考古工作，已成

为中国考古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 92 3年，新郑郑公大墓出土“新郑彝

器”，其中一对莲鹤方壶，巧夺天工，令人惊叹，其重大历史、科学、艺术

价值，可谓“历久弥新”。而1 9 71年发现的韩国铜兵器窖藏坑，出土1 8 0多

件韩国铜兵器，绝多都有铭文。199 3～1 99 8年，发现一批郑国青铜礼器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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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书的编辑出版，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繁荣，人民生活幸

福安定的一个标志。今天，在人们看到一个欣欣向荣奔向全面小康社会新郑

的同时，通过《新郑市文物志》叉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古代新郑。

从这个角度看，本书选题正确，很有现实意义。

《新郑市文物志》一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全面系统介绍了新郑市

地下、地上的丰富遗迹和遗物。包括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和夏文化、商文化的诸多遗址；东周以降至明清及民国的多座城址；

传说中的轩辕墓、郑公墓、韩王陵、五代后周皇陵等帝王陵墓和一批历史名

·2。



新郑市文物志

人墓；又有许多自东周到两汉的古墓群；还有寺庙宫观、名人故里祠堂、亭

台楼阁、衙署民居、古塔古桥、石坊石刻等地上古代建筑遗存；以及近现代

一些史迹。凸显了八千年以来新郑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科学艺术的面面观。

《新郑市文物志》还用专门的章节介绍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后者

包括文物普查、文物法规、文物宣传、文物安全、文物展览、文物开发和利

用等。这完全符合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

物工作方针。这对全省各个县(市)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有一定借鉴意义。

《新郑市文物志》还列出了新郑市文物工作大事记，概括了新郑文物工

作的轨迹。其中前面有多条清代的文物发现和民国年间关于新郑彝器的发现

资料也很有价值。而附录中有关新郑文物考古的文献、著录索引，则为读者

提供了方便。这些，又从一个侧面反映新郑文物数量众多，文物工作成绩突

出，科学研究硕果累累。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新郑关系非常密切的((新

郑郑公大墓青铜器》一书的出版。由于人为的原因，1 9 2 3年出土的新郑彝器

自1 949年之后分散于大陆和台湾两地，主要存于河南博物院和台北国立历史

博物馆，五十多年的分离，使这批文物一直无缘相聚相携重新面世。2001年，

由于海峡两岸学者鼎力玉成，《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得以在郑州和台北付

梓出版。此书收集整理了分散于海峡两岸的郑公大墓的青铜器，从其出土、

收藏、离散过程，到全部器物的科学分类、定名、结集成册，以及对其源流、

风格、演变的考订，并对其出土环境和文化归属进行多角度研究。使得这批

新郑出土经过半个多世纪离合聚散的国之瑰宝，终于史书有证，梦圆中华文

明的共生之根!

《(新郑市文物志》一书，重点明确，脉络清楚，逻辑性较强。运用考古

资料和文献资料，把各个不可移动的文物点客观介绍出来。其中包括一些已

经被毁坏无存的文物遗迹，也写出过去的原貌让读者了解其历史价值。本书

是几位多年在新郑基层从事文物工作的业务骨干，结合实践编写出来的。用

3 O多万字的篇幅来阐释和宣传一个县(市)的文物概况，应该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新郑市文物志》书稿最早的一个读者，我向作者表示祝贺，并乐于向

大家推荐本书。是为序。

杨育彬

2005年7月6日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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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最早的一种文化进行分类编排。

九、由于乡、镇名称行政区域变化，均采用现行地名，所在地单位尽

量记明确原今名称。

十、此书中的地图为示意图，不能作为勘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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