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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高陵展厅门票70元纯属谣言
安阳官方回应：展厅月底前建成，价格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为追求名人效应，一摊贩在曹操墓前卖起“曹操牌凉皮”

▲通往安丰
乡西高穴村的道
路旁，这样的广告
牌很多。

◀当地一卖凉
皮的村民，挂出了
“曹操牌凉皮”的招
牌，招揽生意。

傍名人，曹操高陵前卖起
“曹操牌凉皮”

6月 9日，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曹操高
陵所在地。

马路边，一个凉皮摊点，帐篷前的柱子上，
“曹操牌凉皮”的牌子格外显眼。

“曹操牌凉皮？有啥说道？”
“当然有说道，曹操当年吃过，有秘方的！”
路过的人看到招牌，大声问道，摊主低头

一笑，轻声回应，周围一片哄笑。
摊主是本村人，姓李，原在安阳城里卖凉

皮。她说，自己其实没想着沾曹操的光，几天
前，几个外地的年轻人来吃饭，开玩笑说，你在
曹操墓前卖凉皮，应该是曹操牌凉皮，并玩笑
般写了这样的牌子挂在摊前。

“他们说这叫营销策划，名人效应，其实俺
们也不需要这样招徕生意。”

因为在曹操墓前，能够吃饭的地方独此
一家。

凉皮摊的旁边，是几家卖书法作品和工艺
品的摊点。

摊点上的字画，大多出自村子周边的“书法
家”之手，内容大抵都是曹操的诗词名篇。

杨随梅说，她的摊点是村里的第一家。
她原来在安丰乡的集镇上做小本买卖，曹操

高陵发掘后，她就将摊点设到了高陵前的路边。
摆摊半年多，生意颇为清淡，几天也卖不

出一幅字画，因为，曹操高陵尚不对外开放。
但她一直在坚持，因为“来个参观的，总得

有个喝水的地方”。
杨随梅是个热心肠，也是村里的“文艺青

年”，会做诗，会书法。
有一次，几个外地人来了之后，没法进去

参观，非常生气。
她极尽地主之谊，当场赋诗一首劝慰游

客：“星期天到哪里去，曹操墓中最满意，来到
这里看一眼，看了你就往回转，转回家里停一
段，开发以后再参观。”

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直播报道，她自己花
钱做了一个“欢迎中央电视台直播胜利召开”
的条幅，悬挂在自己摊点边。

她希望能够尽快建成景区，那样她就可以
承包一个门面房，专门经营字画、工艺纪念品，
到那时，“生意一定会好很多”。

旅游开发传言满天飞
一号墓尚在等待发掘，旅游开发的传言，

已经满天飞。
曹操墓究竟怎样开发？
杨随梅听说的是这样，在东高穴和西高穴

两个村庄中间，修一条 16米宽的旅游高速路，
通有安阳市区到曹操墓的旅游专车。曹操高陵
前部分房屋将被拆迁，建成一个花园式的广场。

也有村民说，政府要在曹操高陵周围征
500亩耕地，用来建设旅游景区。因为赔偿金
少，没有人同意。“这都是最好的耕地，亩产小
麦一千多斤。”

村民们听说的版本大抵和杨随梅相同，不
过均为流言和猜测。

拆迁，征地，并没有正式开始，甚至尚没有
一纸通知。

“村里干部说，只要有碍旅游开发的房屋
都会被拆迁”，村里将建成一个新农村，“住的
都是高楼”。

只是，从安阳到安丰乡的路上，每个路口
都竖立有到曹操高陵的指示牌，便于外地游客
识别方向。

“绝对是马上就要建景区了。”杨随梅拉着
记者，神秘地说，因为，村干部已经通知村民，
不准加盖房屋。

在村民们看来，这些都是即将旅游开发的
信号。

曹操高陵的发现，也让西高穴村名声大振。半年来，这个原本不起眼的豫北村
落，一直处在公众的关注之中。

“曹操高陵发现后，就是来的人多了，大批考古人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和一些
感兴趣的人经常进进出出，我们村的名气也大多了，除了这些，目前，村里的变化不
大。”西高穴村村主任徐焕朝说。

在村主任徐焕朝看来，村里人都希望曹操高陵能够早点开发，早点对外开放吸引
游客，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他用了非常官方的口气说：“目前还处在发掘阶段，考古发掘要讲究科学，不能
急。”

尽管如此，当地还是对曹操高陵未来的发展提前谋划。
“曹操高陵发现后，上级已经把我们西高穴村定为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加强各项

政策扶持，上面的政策都会适当向我们村倾斜，还要修路，新修一条从安阳市直接通
向曹操高陵的公路。”徐焕朝说，新修的这条路，将会把河北、河南两省的公路网连接
起来。

至于建所谓的旅游专线，他并不知情。
要对曹操高陵进行旅游开发，就需要占用土地，因此，“拆迁或者搬迁”的传言也

在西高穴村村民间传开。
对此，徐焕朝解释说，西高穴村占地4000多亩，就算要开发曹操高陵，地方还是够

的，“搬迁肯定不用，至于拆迁问题，目前也没有考虑，现在还早”。

发现曹操墓。新版《三国》上映。一号墓央视直播发掘。
自2009年开始，有关曹操的新闻，赚足了世人的目光。有人甚至怀疑，这是一场

精心策划的旅游宣传。
尤其是，此次一号墓央视直播发掘过程，从考古部门到当地政府，三缄其口。针

对媒体的采访，统一的回答是，“一切等到直播那天揭晓”。
一号墓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是谁的墓葬？墓葬中埋藏有什么样的物

品？……
除了悬念，悬念，还是悬念。
难道真如外界传言中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旅游宣传？”
贺志峰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一切只是巧合。
央视的直播报道，主要是对公众进行考古知识普及。
2009年12月27日，安阳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千古之谜揭晓，曹操高陵在安

阳发现。一时间，质疑之声满天飞。有人认为证据链并不完整，有匆忙炒作之嫌。
贺志峰说，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前，安阳方面做了一年的工作，包括找专家反复论

证。一个被专家认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为啥公众并不买账？
“考古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公众并不了解。”
一号墓的央视直播，将带领公众身临其境地体验考古发掘的全过程，从怎么发

掘，专家如何论证，到最终如何得出结论。
“这也是对魏晋历史、曹魏文化，以及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的文化普及，更是对

考古学科的一种普及。”

安阳官方否认央视直播发掘是一场旅游推介预谋

当地回应，旅游开发纯属谣传
曹操高陵前一侧，一座大型展厅正在建设。
坊间传言，展厅的门票价格初定为 70元一人

次。已经有一家规划公司酝酿曹操墓景区规划方
案：建设三国城，修建三国时期的建筑，将著名的三
国故事重现，且与网络游戏等相结合，还要建设游
客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

与当地村民的期待不谋而合。
安阳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曹操高陵办公室副

主任贺志峰说，纯属谣传，“我作为主管领导，我怎
么不知道？”

他告诉记者，事实是，安阳县和国家文化遗产
研究所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根据曹操墓周边的地理
环境，整体规划保护范围。

而这一切，还需等到一号墓发掘结束，方能
实施。

至于旅游开发，他说，作为主管领导，甚至从未
开会讨论过。

他告诉记者，安阳已经投资一千六百多万元，
对曹操高陵进行保护，包括正在建设的展厅。能够
肯定的是，展厅将展示部分出土文物和曹魏相关的
历史文化。

所谓的展厅门票“70元一人次”的传言，他说，
根本不知道从何而来。

他说，现在尚未开会讨论过门票问题，按照现
行趋势，文化产业类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

“可能会收取一定费用，也可能限定人次，免费
参观。”

发现曹操墓。新版《三国》。一号墓
央视直播发掘。

从2009年末开始，一代枭雄曹操不
断挑动着世人的眼球。

有人甚至怀疑，这是一场精心为推
介旅游而进行的策划宣传。坊间传言，
曹操高陵的旅游规划已经进入了“实质
性阶段”，并称高陵前正在建设的展厅门
票价格定为“70元一人次”。

安阳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曹操高
陵办公室副主任贺志峰说，曹操高陵正
在进行的是“文物的保护”，所谓旅游开
发已进入实质性阶段纯属无稽之谈。而
正在建设的展厅预计 6 月底投入使用，
但门票价格尚未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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