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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三国时期，曹操和袁绍在
中牟的官渡进行了一场大战，成为历史
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官渡也因此被
国人熟知。1993年，河南省中牟县投资
1680万元打造“官渡古战场”，再现昔日
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开业之初着实红
火了一阵，但很快冷清下来，直至最后入
不敷出。今年9月底10月初，官渡古战
场要重修，如何重修？重修后的古战场
是什么样子？重修的资金从何而来？会
不会带来人气和效益？

带着这一连串问题，记者赶赴中牟
进行调查，发现重修只是一个传闻，“官
渡古战场”已经改弦更张，名字也改成
了“官渡观光生态园”，土地的性质也从
文化用地改成了住宅用地，负责人称：

“如果有人看上官渡古战场，想干什么
都行。”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文/图

“官渡古战场”为何弃武从商？

2009年10月13日 星期二 主编 王绍禹 编辑 孔潇 校对 学文 版式 唐唐

A24
Tel:0371-67659999Tel:0371-67659999E-mail:zzwbsczl@126.comE-mail:zzwbsczl@126.com

张彩凤曾是官渡古战场景区负责人之
一，对于官渡古战场景区的历史很为熟
悉。她说，中牟县为了开发旅游业，1993年
投资了 1680万元兴建了官渡古战场旅游
区，逼真地再现了曹操和袁绍大战的场景。

据介绍，官渡古战场景区占地 150
亩，整个古战场由门景区、序幕区、模拟
古战场艺术宫（主景区）、三国胜景保护
区、旅游服务设施区、农经贸综合性市场
六部分组成。

“官渡古战场刚开业时，非常红火，门票
一度卖到了30元，即使这样仍吸引了大批游
客，当时的热闹场景我还能清晰记起。”刘东
强在官渡古战场附近做生意，他说，景区红

火了不长时间，就萧条下来了。到 2000年
后，就很少见到游客了。

对于官渡古战场当时的经营状况，中牟
县有关部门还留有一些数据，数据显示，
1999年官渡古战场全年收入38981元；2000
年1～11月份共收入10616元。2000年以后
的收入更是寥寥无几，到2004年时，官渡古
战场的门票收入每天已不足30元，每天来游
览的人不到两人。

为了扭转景区的萧条状况，中牟县政
府曾想了不少办法，但未能奏效。王继跃
曾担任过中牟县旅游局局长职务，他说，官
渡古战场开业不久，中牟县曾与黄河旅行
社进行过合作，但收益依然不理想，后来中

牟县旅游局接下了官渡古战场。
“那时候官渡古战场的经营已经非常

困难，每天平均门票收入不到 30元，有时
候几天都见不到一个人。”王继跃说，为此，
中牟县旅游局对官渡古战场采取了招商
引资的办法，计划募集资金对景区进行改
造，但和几十家客商谈判，因为种种原因，
一直没有谈成。其中有一位客商在 2004
年时，曾想把官渡古战场景区承包出去搞
配套工程建设，由旅游局统一规划，由投
资方承建，建成一个集餐饮、舞厅、垂钓为
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而且当时还动工
进行了重修和建设，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
搁浅的命运。

威武的南大门外长满
杂草，建筑已被拆去门窗，
房间里放着杂物

从郑州出发，沿着郑汴公路向东
行驶，穿过中牟县城，有一转盘，转盘
中心位置有一曹操手持兵器骑在高头
大马上的雕塑。转盘的东北位置就是
官渡古战场。

官渡之战发生在东汉建安五年（公
元200年），当时袁绍率兵20万南下，曹
操率兵4万在官渡相拒。当年春，曹操乘
袁绍傲慢轻敌、内部失和之机，两次偷袭
袁绍后方，焚其粮食辎重，断其粮道，致
使袁绍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曹操则全线
出击，歼灭袁军主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
基础。这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
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这场波澜壮阔的
官渡之战，给中牟留下了诸如官渡、草
场、水溃、逐鹿营等许多历史遗迹。

说起曹操用 4万兵力打败袁绍 20
万大军的那场战役，当地百姓都能讲
出一些故事来。

中牟县官渡镇官渡桥村村民梁建
说，“官渡古战场”景区是 1993年由中
牟县政府投资 1680万元建造的，主体
景点是一座古战场艺术宫，附近还设有
曹公点将台，曹公拴马槐、在草场（村
名）还设有喂马场等。古战场艺术宫由
10个圆顶帐篷式的建筑组成，中心的
大帐房中有水（古官渡水）有船，有兵有
马，是官渡之战的现场想象模拟。周边
围建的小帐房中，是官渡之战相关的人
物雕塑和故事场景雕塑，如曹操赤足迎
接前来投奔的许攸等。但官渡古战场
只红火了一段时间，就萧条下来。

10月9日，记者站在官渡古战场附
近的郑汴公路上北望，旅游区威武的
南大门外长满了杂草，漂亮的汉代建
筑已被拆去门窗，房间里放着高粱秆
等杂物。刀枪剑戟等武器的大型雕
塑屹立在官渡古战场景区南大门外，
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仍能让人不由
地想起锣鼓喧天、战马嘶鸣的场景。

梁建半开玩笑地说：“官渡古战场
景区没有给中牟带来多少经济效益，由
于长期无人管理，景区内的壁画几乎全
部脱落，模拟小黄河、武术等景点和设
施也被毁坏殆尽，房子也漏雨，官渡古
战场景区看起来倒很像一个遗址了。”

重修官渡古战场的传言，在官渡古战
场附近每年都会流行一次。在附近做餐饮
生意的王先生说：“我们做餐饮生意的，肯定
想让官渡古战场重新红火起来，这样我们也
好沾点光，前几年每次有这样的传言，我都
会兴奋一阵子，想着官渡古战场重修后，应
该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客源。但后来发现每
次传言都是假的，所以现在对于这样的传
言，已经没有感觉了，对官渡古战场的重修
消息也失去了兴趣。”

9月下旬，这个传言上升到了媒体报道层
次，一网络媒体刊发了该网站记者采写的报道
《河南中牟官渡古战场艺术宫修复工程敲定》。

《河南中牟官渡古战场艺术宫修复工程

敲定》中称，当地修复官渡古战场艺术宫方
案已确定，修复工作将分三期进行，一期工
程正在招商中，预计近期可开工。

报道还称，古战场艺术宫因为修复工程量
大、技术含量高、资金紧张等原因，一直未动
工。这次经过重新规划，仍然保存官渡桥、曹
公垒、汉井、曹操拴马槐、草料场、拒袁斩将碑、
关帝庙等遗址遗迹，古战场艺术宫内艺术制作
以立体造型为主，配以雕塑、壁画，并采用电脑
遥控，声、光、电、机械等现代科技手段表现形
象，通过38个故事场景，再现“官渡之战”的故
事全貌，突出“奇、特、险、新”。宫两侧设跑马
场、射箭场，宫前建城楼式辕门，门两侧为古军
营串灯与十八般兵器造型。南大门以刀、矛、

戟、钺、盾等兵器造型构成，置身其中，仿佛历
史车轮逆转，将你带到古战争岁月。

这一消息刊出后，又被多家网站转载。
从9月23日开始，记者对“官渡古战场修复”
的消息进行核实，但中牟县委宣传部、发改
委、旅游局、官渡镇政府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听说这一消息后，都非常吃惊，并称：“我们
根本不知道官渡古战场要重修的事。”

中牟县旅游局一周姓负责人称，官渡
古战场早已不属于旅游局管理，已承包给
了个人，重修不重修和旅游局已没有关
系。中牟县官渡镇一工作人员也称，官渡
古战场的产权已经脱离政府部门，重修不
重修是承包人的事情。

中牟县城关镇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张继
平是 2006年接手“官渡古战场”景区的，他
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说：“重修官渡古战
场的消息肯定是个假消息。”

张继平2006年以1500万元的价格接手
官渡古战场时，官渡古战场已经不能称之为景
区了，景区内的设施已经大量损毁，声、电、光
等旅游设施无法工作，房子也开始漏雨。接手
后，对官渡古战场就没有动过，一直闲置着。

张继平说，实际上从2006年起，“官渡古
战场景区”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官渡古战场不
是文物，也不是文化遗址遗迹，拆除建筑和改
变土地性质都是国家允许的。“所以我接手
后，就把文化旅游用地改变成了住宅用地，

‘官渡古战场’景区的名字也被注销，我依托
官渡古战场这 150亩土地注册了一个新公
司，名称为官渡观光生态园有限公司。”

“我认为，人造景点造得再好也是假的，
很难长期吸引游客，所以我根本没想过重修
官渡古战场艺术宫的事。但我这几年一直
寻找合作伙伴，无论是开宾馆，还是搞餐饮，
或者是搞垂钓等休闲娱乐项目，只要能带来
经济效益，都可以运作。”

张继平还称，就在这几天，一位来自郑州
的客商还正和他商谈联合开发经营的事情。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王
增范说，主题公园不仅仅是一种游乐方式和
商业手段，还是一种文化形态，因为它具有解
释文化的功能。一个主题公园，除了提供娱
乐之外，最主要的存在理由就是它告诉了人
们另外一种生活。

张继平谈到官渡古战场失败的原因时
称，1800多年前的官渡古战场，本没有留下
任何遗址，1800多年后的今天，却要人造景

观，重现所谓“官渡之战”。无奈，现代人建设
的“古战场”吸引不了人们的眼球。缺乏旅游
投资理念，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决策，必然导致
失败。另外，游客日渐理性成熟。随着旅游
经济的迅猛发展，游客们见多识广，日渐理
性，他们的旅游品位越来越高，钟情于返璞归
真，回归自然，向往于真山真水、生态旅游，对
人造景点不“感冒”，人造景点门庭冷落车马
稀，被淘汰出局亦当属必然。

中牟县发改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
人员称，事实上，能吸引游客的旅游景点，要么
有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要么有原生态的民俗
古物。各地互争遗址正朔、大建“古迹”之后，
为赚钱，只能靠娱乐项目掏游人腰包，导致景
区失去其标榜的历史厚重感和膜拜价值，进而
景区同质化、低端化、可替代性泛滥。所以要
开发旅游，搞活旅游经济，必须走出这一怪圈。

1993年投资1680万元兴建，再现当年官渡大战场景，2000年以后收入已是寥寥无几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称，要开发旅游，景区必须走出同质化、低端化这一怪圈

﹃
古
战
场
﹄
已
荒
废
多
年

﹃
古
战
场
﹄
的
前
世
今
生

﹃
古
战
场
﹄
重
修
传
言

﹃
古
战
场
﹄
终
结
的
反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