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丘市区矗立着一个大大的商字、一个红红的商字。
这个甲骨文的商字，是商丘的地标，也是商丘的文化图腾。

商字站立的这座城市，是现代的、时尚的、活力四射
的城市；也是古老的、沧桑的、底蕴深厚的城市。这里，
处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华夏文明的漩涡从这里传
播四方，影响六合，与周边民族交汇融合，为华夏文明的
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这里是“华商之源”：商族人始祖阏伯在商丘降生，
华商始祖王亥商业贸易在商丘开启，成汤灭夏商王朝在商
丘建都。这里是通达商丘：东临沿海，西扼中原，北接齐
鲁，南襟江淮，高铁、普铁、高速公路多重十字交叉、米
字型放射，是人流、物流、信息流汇聚地、集散地。

“华商之源”，是商丘的独特烙印，凸显商丘的鲜明特
色；“通达商丘”，是商丘的独特品质，彰显商丘的城市魅
力。商丘正着力将历史人文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将区位
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强势，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
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让古都商丘焕发更加迷人
的魅力。

“华商之源”在商丘

一个地域的民间传说有多丰富，这里的历史和文明就
有多古老。

商族起源一个美丽传说。《诗经·商颂·玄鸟》说：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为：“三
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
辞》、《吕氏春秋》等很多史书也都有简狄因为吞下玄鸟的
卵而生下契的记载。契就是商人的始祖。

商人始祖契，也就是阏伯。他任火正，居高丘观星授
时、发明殷历24节气，指导农业生产，开启古老的农耕文
明。阏伯死后就葬于阏伯台，阏伯台就位于商丘古城西南
3公里处。考古发现，早在4000至5000多年前，人类的祖
先就劳动、生息在商丘这块广阔、平坦的土地上。他们或
网罟而渔，或弓矢而猎，或磨蜃而耕，或畜牧牛羊，由渔
猎生活逐步过渡到农牧生活。

大量的史料典籍记载和代代传承的民间传说，都在证
明华夏文明的光芒自古就在商丘闪耀。郭沫若在《中国史
稿》中说“商，在今河南商丘县，商朝就是从这里发展起
来的”。

商族起源在商丘，商业起源也在商丘。
王亥是阏伯（契）的六世孙，冥之长子，继任为商族

首领，商族先公之一。王亥即位之后，训养牛马，并发明
牛车作为运输工具。夏泄十二年，王亥为了要解决牛、羊
过剩的问题，于是跟其弟王恒讨论如何跟其他部落以物换
物。决定好之后，与王恒选一些有活力的牧人，一起亲自
把这些动物送至有易国（今河北省易县一带）。这就是最
早的商业。

2004年5月16日，“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在商
丘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经济所、
国家博物馆、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20多家学术单位的
80多位专家学者，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和个人研究成果，从
多个角度对中国商业发源于商丘进行了广泛论证。2004年
5月 20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篇通稿——《专家考证：
中国商业起源于河南商丘》。

商丘还是商朝第一个都城。
商丘古城南约25公里的睢阳区坞墙镇北的一个村，有

一座18米的高台，比商丘古城西南3公里的阏伯台还要高
7米多。这个村现在叫南亳村，这座台就是汤王台，是商王
朝的建立者商汤建都南亳之地。商都南亳，雄踞睢水之滨，
东望芒砀山，北濒孟渚泽，襟喉关陕，控扼淮海，堪称一
代名都。

从“玄鸟生商”，到“王亥经商”，再到“成汤都
商”，商丘因此被誉为“华商之源”。

武王伐纣灭亡了商朝，建立周朝。微子启是商纣王的
哥哥，德高望重。周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封微子于商族发
祥地商丘，国号为宋。于是，与千年商国商朝一脉相承的
宋国在周朝春秋战国时代又延续了 400年，而且以仁义著
称，一度跻身“春秋五霸”之列。商丘古城西南路河乡青岗
寺村建有微子祠，另外，距宋国故城不到10公里的王楼乡境
内，有古柏环绕的三陵台景区，里面三峰对立，史载是宋国
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的陵寝。

因此，商文化与古宋文化一脉相承，研究者常并称商
宋文化。

商丘的古文化遗址，诸如永城市的造律台、王油房，
虞城县的营廓、魏堌堆，睢阳区的半塔、谷子坑，柘城县
的山台寺，以及睢县的周龙岗等，均为龙山文化。大量的

历史文献、地面上留存的胜迹以及考古发掘证明，商族所
居住的黄淮平原是中华有史以来开发最早、对中华文化发
展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

五帝创建的龙山文化为华商文化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王亥经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商业传统文化，经过数千
年的传承弘扬，商文化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

市委书记王战营说：“商文化的精神内涵是诚信精
神、契约精神、创新精神、拼搏精神、奉献精神。商文化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相一致，成为中国历史文
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华夏历史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发
挥了重要作用。”

“重阳九月九，商丘拜商祖”。从2006年开始，商丘开
始举办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每两年一届。经过12年的
成长与磨砺，商丘国际华商节已经成为天下华商寻根祭
祖、加强合作、推动共赢、促进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成
为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美誉度的文化品牌，成为河南省
四大文化活动品牌之一，被评为“全球十大根亲文化盛事”。

“一城阅尽五千年”

一个城市的历史有多悠久，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有多厚重。
不看商丘古城，不算到商丘。位于睢阳区的商丘古

城，城池、城湖、城郭三位一体保存完整，空中俯瞰，似
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

这座已有 500年的明清归德古城，记录的是商丘 500
年的沧桑。古城之下埋藏的，是更加古老的历史：考古发
现，这座古城下还沉睡着至少6座古都城，分别是商汤在
迁亳之前的古都城、周朝宋国古都城、西汉梁国睢阳城、
隋唐宋州治所古宋城、北宋陪都和南宋建都的应天府南京
城、元朝归德城。因洪水泛滥、战乱频仍、更朝换代，商
丘古城多次被淹埋、摧毁了再重建，因此形成了“城摞
城”的奇特历史景观。

商丘，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
城，是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签字确认的“中国城市建
设史不间断的城市”，享有“中国古城池建城史天然博物
馆”之美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尚书
大传》《风俗通引》等古籍记载：三皇即燧人氏，称燧
皇；伏羲氏，称戏皇；神农氏，称农皇。五帝即黄帝、颛
顼、帝喾、尧、舜。据史料记载，三皇五帝都曾在商丘及
周边留下过足迹，其中“三皇”中的燧人氏、神农氏和

“五帝”之一的帝喾高辛氏长期生活在商丘。商丘古城西
南角阏伯台西侧的一处著名景点，就是燧皇陵景区；商丘
古城南25公里高辛镇，苍松翠柏间掩映着的一处陵丘就是
帝喾陵；柘城县大仵乡朱堌寺村有朱襄陵，朱襄氏就是神
农氏，也是传说中的炎帝。

春秋战国时期，商丘为宋国区域。宋国是“中华圣人
文化”的源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道家、
墨家、名家四大学派皆出自于宋国。诸子百家中，老子、庄
子、墨子的故里，以及孔子的祖居之地，均在商丘附近。

这个时期的商丘被称为“圣人之都”，以商丘为轴
心，辐射周边，在豫鲁苏皖接合部方圆百里范围内形成了

“中华圣人文化圈”现象。
商丘的古老土地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商丘的一草一木也

在记录时代的兴衰。
距古城不到 10公里的梁园区王楼乡有千年古刹清凉

寺，这是西汉梁国梁孝王之行宫，是梁国“方三百里”梁
苑的一景。如今，梁园盛景难寻，梁园旧址有一棵被称为

“历史活化石”的 2000多年的银杏树，依然遮天蔽日，似
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西汉时期梁国的盛景繁华。

芒砀山汉墓群、刘邦斩蛇碑、高祖刘邦的大汉雄风雕
像，见证的是汉梁文化的繁盛。

大运河南关码头遗址、八关斋、张巡祠，都在商丘古
城附近，见证是隋唐时期睢阳城的富庶繁华和历史斗争的
惨烈和悲壮。

5000年文脉不断。两宋时期的商丘古城，开创了中国
历史上继春秋“百家争鸣”圣人文化后的又一座文化高
峰。其代表人物是范仲淹，他继承戚同文“天下同文”之
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为北宋培养了大批国之重
臣。坐落在商丘的应天书院作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难以超越，范仲淹在此由求
学到讲学，孕育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千古名句。

壮悔堂、文庙、陈家大院、穆氏四合院、闹龙街，都
在商丘古城内，在这里可以读出明清时期归德古城八大家
七大户的兴衰。

一座古城，犹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古书，文明深藏其
中，正气氤氲而出。近代史商丘，演绎了精彩的红色故
事。圣保罗医院、天主教堂，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
址、中共中原局扩大会议旧址，从民国时期，到抗日战争
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军事重镇，商丘古城又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一座革命之城、红色之城……

商丘古城，93条街道棋盘格状的布局，历经500年风
云变幻、地覆天翻，明清时期的风貌格局至今保存完整。
商丘正以“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为主线，全力
建设以古都城为核心的综合文化景区，打响“游商丘古都
城、读华夏文明史”文化旅游品牌，带动全域文化旅游业
的跨越发展。

“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李白在《梁园
吟》里描绘的古代商丘城令人神往，很快修旧如旧的当代
商丘古城魅力绽放，会借助通达商丘的交通优势，让五湖
四海的游客纷至沓来。

“通达商丘”更出彩

庄子说：“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
商丘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华商文化的发源

地，还是自古以来重要的交通枢纽、文化重镇、商业之都
和兵家必争之地。

“通达商丘”通达古今。5000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
每一次重大的活动、文明传承、重要事件都有商丘痕迹，都
打下了商丘烙印。当今，商丘彰显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
生命力，守护着炎黄子孙的根和魂。

“通达商丘”通心达愿。商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乐善好
施的民风，形成一种优良积淀，也就是心灵的美好。“厚德载
物”“忠勇仁义”“百善孝为先”的理念，自觉融入到商丘人的
内心世界之中。现在的商丘建有好人主题公园，大家学好
人、唱好人、帮好人，“商丘好人”成为新时期商丘一张独具魅
力的城市名片。

“通达商丘”通己达人。商丘 921万诚实勤劳的儿女，
一边在黄土地上埋头耕耘，年产 120亿斤粮食，承担着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一边为着新生活去创造，着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奋力迈向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
化，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阔步前行。近几年，商丘各县
（市、区）的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打造出“中国冷谷”
“中原鞋都”“中国棉纺织名城”“中国钢卷尺城”“中国面
粉城”等叫响全国的产业集群。

“通达商丘”通南达北，活力无限。市长张建慧说，
近年来，依据全国、河南对外开放的布局定位，立足区位
优越、交通便利的市情，商丘提出了加快建设综合交通枢
纽中心城市，打响“通达商丘”品牌，推进开放型经济发
展的目标。

打响“通达商丘”品牌，商丘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
上个世纪，商丘就因 105国道与 310国道、陇海铁路

与京九铁路在此交会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物流业开始
蓬勃发展，形成了310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在全国全省有影响
力的批发市场。如今，“三纵三横”高速公路网络，郑徐高铁
运营、正在建设的商合杭高铁、京雄商高铁及“十三五”规划
建设的京九高铁，还有商丘机场建设、沱浍河通航加快推
进，以及商丘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使商丘朝着全国“一
带一路”上重要的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迈进。

打响“通达商丘”品牌，商丘有着千载难逢的机遇。
河南省委深刻把握全省发展大局，对商丘提出新的发

展定位——支持商丘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商丘提出开
放包容、构建高地，全面实施“东引西融”战略，向东主
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向西积极对接全省“一极三圈八轴
带”格局，大力推进开放型经济，成为“一带一路”上的
重要节点城市。围绕大交通构建大枢纽，围绕大枢纽布局
大物流，围绕大物流发展大产业，打造先进制造业大市、
高成长服务业大市、现代农业大市、网络经济大市。积极
推动郑州海关商丘办事处升格为商丘海关，建设好商丘综
合保税区、国家一类铁路口岸，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打响“通达商丘”品牌，商丘枢纽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通达商丘”吸引着一批批有志发展物流产业的华

商：投资18亿元的中部国际（商丘）电子商务产业园签约
落地，投资16亿元的浙江传化集团商丘传化智能公路港项
目投入运营。如今，商丘市有物流企业 600家，形成了以
农产品、食品、建材、冷链为主导的四大商贸物流集群，
年货运量1.26亿吨，拉开了物流产业大发展的帷幕。

繁忙的国际贸易往来，是打造“通达商丘”、深入推
进枢纽经济发展的印证。黄淮四市第一家保税仓库落户商
丘运营两年多，就累计出入库货物22286吨，价值8084万
美元，运营数据指标在河南省 7个保税仓库中居第一位。
如今，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欧洲、非洲、东南亚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家国际知名公司，正全面深化和商
丘的贸易合作。

《商丘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物流产业
“一核十园多节点”的布局，重点发挥物流区的特定作
用，带动发展 10个产业集聚区。到 2020年，全市产业集
聚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将达到 800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将达到4000亿元。

“华商之源，通达商丘”，是富饶之地、繁盛之地，是
文明发源地。

“华商之源，通达商丘”，是文化之城、好人之城，是
魅力中国城。

“华商之源”多自信，“通达商丘”更出彩。农历九月
九，第七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又将华丽开启。商丘正
张开臂膀，欢迎海内外华商来到华商之源，共襄盛举，共
话合作，共谋发展。

流光溢彩的夜商丘商字环岛和神火大道。 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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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第七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开幕之际
本报记者 郭文剑 胡绪全

第七届中国第七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特刊商丘国际华商节特刊之解读篇之解读篇

连霍高速与济广高速交会处，商丘是国道、高速“米字型”公路枢纽。 本报记者 石 松 摄 郑徐高铁、陇海铁路、京九铁路三条铁路交会处，商丘是高铁、普铁“双十字”铁路枢纽。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多自信 更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