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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西美高新”的文化底色
触摸“华夏文明”的早期印记

在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5月15日，省会媒体文化采风团暨志愿者齐聚郑州高新区，探访位于
高新区的东赵遗址、小双桥遗址，在阡陌纵横的原野中触摸远古华夏印记，感受“西美高新”的文化底色。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小双桥遗址是
重要的商代遗址之一

东赵遗址
后期将建遗址公园

驱车由东赵遗址折向东北，不久便
来到位于高新区小双桥村及其西南部
的小双桥遗址。

小双桥遗址面积约为 144万平方
米，主要分布于小双桥、岳岗、葛寨、于
庄等几个自然村之间的文化堆积层、遗
迹、文化遗物，为一处重要的商代遗
址。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小双桥遗址发现于
1989年，1990年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
并于 1995～2000年进行了数次再调
查、复查及大规模发掘。

在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器表面，发
现了朱书陶文约 8字。这些文字书写
在陶缸表面的绳纹之间，书写工具应为
毛笔，颜料为朱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和朱书文字一脉相承，是迄今发现的商
代最早的书写文字。

小双桥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处于
郑州商城和安阳洹北商城之间的唯一
一个白家庄期的、具有都邑规模和性质
的遗址。小双桥遗址的发现，拉近了郑
州商城早商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的距
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商代中期考古
研究的空白。

“商、周文化之前都是在我们教科
书中呈现的，但是今天它活生生地出
现在大家面前，让我感到非常震撼。
我以前觉得高新区很年轻，是一个非
常有活力的新兴区域。通过今天的采
风活动，我感受到高新区非常厚重。”
郑州中学高级教师张鹏丽表示，历史
就在家门口，作为高新人，感到骄傲与
自豪的同时，我们应该保护好、挖掘
好、利用好郑州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推进东赵遗址、小
双桥遗址等保护开发，凸显厚重中原
文化，不断提升郑州“华夏文明之源、
黄河文化之魂”的认同感和感召力，全
面提升城市气质、城市气派，让人们感
受到华夏文明、黄河文化的历史厚重
感，增强文化自信心。

东赵遗址位于郑州高新区沟赵乡
赵村南、中原区须水镇东岗村西北。东
赵村不大，向东有郑州商城遗址，向北
有大师姑城遗址，东北有小双桥遗址，
往西还有荥阳关帝庙商代晚期遗址。

“遗址面积约一百万平方米，现存
有大、中、小三座城址，并且清理出城
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
区、灰坑、窖穴、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
了非常丰富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
夏、商、周时期的精美遗物。”东赵遗址
考古发掘队队长张家强说，东赵遗址
大、中、小三座先秦时期城址集中发现，
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对中
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研究具有
重要价值，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的研究
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

其中的“中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
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址中面积最大、最完
整的商代早期宫殿建筑基址。“小城”为
郑州地区嵩山以北发现的第一座确认
的新砦期城址，也是目前唯一一座。东
赵遗址入选201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和郑州地区其他夏商遗址一起孕
育和繁盛了早期华夏文明。

在回廊式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现
场，可以清晰看到夯土建筑表面有十分
清晰的夯层，夯层下叠压有二里头晚期
文化层，较上面的夯土层密度小。行走
于三座叠套古城里，摸着残缺不全的陶
片，仿佛看到人们在蓄水池旁嬉戏打
闹。望着崇雍百雉的城墙，仿佛凝视着
壮年夯实城墙时坚定的目光。

在遗址周边，赵村拆迁接近尾声，
村庄的一部分已纳入保护规划中。“为
响应郑州高品质发展的号召，我们将
在东赵遗址建设遗址公园，目前已立
项，公园面积超过 700亩，包括核心区
和周边区域。公园建成后，将为郑州
增添更厚重的文化底色，将郑州应具
有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充分塑造出
来。”郑州市考古文物研究院文化遗产
部王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