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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城高村 沧桑青陵城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郾城区裴城镇城高村地
处郾 城 区 和 临 颍 县 交 界
处 ， 风 光 秀 美 、 历 史 悠
久。村庄的历史和商纣王有
关，后来经历数个朝代的演
变，这个曾经繁华的村庄一
度归于沉寂。近日，记者走
进这个村庄，寻找村庄里的
历史遗存，查阅相关的史料
记载等，试图揭开这个村庄
神秘的面纱。

4月20日上午9点多，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车程，记者来到城高
村。刚下车，该村党支部书记高广
雨就迎上来。“我们这个村子在郾
城区和临颍县的交界处，历史悠
久。”高广雨一边领着记者在村里
参观，一边给记者介绍起村了的情
况。沿着村庄的水泥路向西走去，
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向前绵延，再有
几公里就是临颍县地界。走着走
着，村主干道南边一排高高的土城
墙映入记者眼帘。“这就是我们村
的古城墙。”高广雨告诉记者。记
者看到，这道土城墙高约三丈，耸
立在村子南边的大坑边。

“我们村村名的来源就和这古
城墙有关。”高广雨告诉记者，相
传明代山西大移民时，一位高姓人
从山西迁移过来，看到这古城墙，
就依城而居，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
息，渐渐演变成现在的城高村。

走了大约五六分钟路程，一个
黑色的石碑展现在记者眼前，石碑
上刻着“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城高遗址”的字样。

“这个石碑是郾城区人民政府
在2010年立的。”村民高新立告诉
记者，十多年前的一天，村子里突
然来了一群人，据说是省考古队
的，他们拿着尺子等工具，对村里
几处土城墙进行了测量、挖掘，并
询问了有关村民。后来，这里被确
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村里有一段古城墙

市文物专家赵永胜告诉记者，青陵
城相传是商纣王为妲己所筑。商纣王为
何要在这个地方建青陵城，据有关史
料和当地老人说法，是商纣时期，南
夷 作 乱 （“ 南 夷 ” 即 指 平 顶 山 、 舞
钢、南阳一带地区），纣王亲率大军讨
伐，纣王的宠妃妲己也随军而来。据
临颍县志记载，商纣王在临颍县的许由
店 （今称纣城） 筑城，又在所筑城的东
部 （城高村） 筑青陵城，从青陵城到纣
城，开挖了一条河。河的东端有一莲花
池，河的西端有一花园，莲花池边建有
观莲台，河上有船，妲己和她的侍女们
住在青陵城，经常乘船来往于两城之
间，与纣王会面。“临颍县志上还记载并
标有图标，显示青陵城位于纣王城的东
南方向。”赵永胜告诉记者。

根据出土文物判定，青陵城最早筑

于商代，且在遗址四周断壁上发现多处
不同特征的夯土层，南北跨度较大，说
明此城不同历史时期都进行过修筑。“城
高遗址是豫中南沙颍河流域一处规模
大、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址，对研究
我国古代城池的变迁及春秋战国时期地
方方国的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
考古研究价值。”赵永胜说。

据介绍，城高遗址西面有古运粮河
与西南部汝阳江 （沙河） 相连。多年
来，经过我市文物专家考古调查，该遗
址是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城址，年
代距今 2200 年至 2700 年之间；南北长
550 米 ， 东 西 宽 371 米 ， 现 存 总 面 积
207350 平方米。城墙保存较完好，高大
巍峨，高出周围地面5米至8.3米，城内
文化层厚3米左右。城高的土城遗址分两
部分，北边的较大，南边的较小，当地

群众称南城和北城。城的四周有城墙，
城墙上有城墙垛。

记者看到，在城高村的古城墙遗址
上，城墙夯土层清晰，夯土层上还有打
夯时的夯窝，夯窝呈圆形，直径 3 厘米
至 4 厘米。春秋战国至汉代，人们筑城
是用木头整捆捆绑进行夯筑，凡夯过的
土层上面便留下棍头砸下的密密麻麻的
夯窝，这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夯筑方式，
由于整捆木头重量有限，夯层也薄而规
整。

在当地民间，此城是当地几个村的
村民躲避兵灾匪患的地方，当地有个传
说：避难时，只要城上的人不说“人满
了”，人就只管往里进，十万八万也能容
下；一旦有人说“人满了”，即使里面只
有一万人，也再进不去了。当地一些老
人至今对此仍深信不疑。

商纣王曾在城高村建青陵城

“我们村内曾经发现了很多陶器和陶
器残片。”高广雨告诉记者，城内发现的
陶器有陶鼎、陶豆、陶壶、陶罐等，陶
器以绳纹和素面为主，绳纹有粗绳纹、
细绳纹；出土的青铜器有商代的青铜饶
（乐器）、青铜戈、青铜剑、青铜镞等，
铁器有釜等，出土的瓷器有瓷盘、瓷碗

等。另外还有货币、编钟、金器出土。
遗址北部、东部的断壁上有零星的蚌、
螺堆积。

1982 年，村民高新立家盖房子拉
土时，发现了一口编钟，随即上交给
文物部门，当时文物部门奖励了他 200
元现金。记者随后见到了高新立，在

他的引领下，来到当年发现编钟的地
方。

“当时我正在挖土，突然见到土层里
有一个绿锈的大家伙。在这个大家伙
周边的土层里，泥土的颜色都被绿锈
染成了绿色。”高新立说，这个大编钟
周边还有几十个长矛。

城高村曾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夏天暴雨后，多次有村民在古城墙
外的地里拾到过铜箭头。“这些铜箭头保
存在郾城区博物馆，证明当时这个古城
曾发生过战事。”赵永胜告诉记者。

据历史记载，青陵城自建成至今，
只使用过三次。

商纣王基本平定南夷后，决定班师
回朝，青陵城成为历史。

妲己城第二次被使用，是商亡后的
第五年，据临颍县志记载，管叔鲜、蔡
叔度拥武庚至商纣王建的三城拒周。他

们选择拥武庚坐朝的“三城”，就是妲己
城、纣城、沂城。管叔、蔡叔、武庚来
到“三城”后，管叔带部队住青陵城，
武庚住在纣城称王，蔡叔带部队住在沂
城，这样对武庚又拥又挟。周公旦率兵
打来，蔡叔在周公兵临城下时，开城
投降，武庚一系人马，全部被杀。管
叔拼死抵抗，最后青陵城被周公旦攻
破，管叔被杀，管国蔡国两个诸侯国被
灭。妲己城内房舍被夷为平地，只留下
一个空城，再无人问津了。

到了唐朝中期，妲己城第三次被利
用。依据 《唐史》 和 《中国古今地名大
辞典》 等资料，吴元济叛唐闹独立，其
前哨部队居住在青陵城。唐元和十二
年，李光颜率部从许吕出发，夜渡颖
水，围青陵吴元济部，把吴元济的前哨
部队全部消灭。

从此，青陵城的名字逐渐被世人淡
忘。再后来，人们到青陵岗开荒种地，
在岗上建立村落，这个村落紧靠青陵
城，就把村名叫城高村。

青陵古城在历史上经历多次兴衰

城高村内遗留下来的古城墙。

古城墙上嵌入的陶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