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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太阳”的“白日焰火”
时间：1988年～1997年

1997年，亚细亚大门被供货厂家的代表围
堵，要求清偿货款，至此资金链断裂，第一次商
战结束。

租赁，成了二七商圈此后直到今日独特的
度日方式。

租给谁呢？
彼时中国的连锁经营方兴未艾，以大型超

市和家电、手机卖场为代表的商业模式，开始
在全国攻城略地，快速复制，自然也不会放过
二七商圈这块宝地。

新的商战从一颗鸡蛋开始。在二七商圈
的外围圈层，新开业的“丹尼斯量贩”用鸡蛋当
噱头，把“大型综合超市”这个概念快速普及郑
州。随即，在二七商圈的另一端，晚一些开业
的金博大超市把以鸡蛋为促销品的价码提升
了一倍，从此，每天早晨在超市门口等着免费
促销鸡蛋的人群，就成了中国商超零售业的一
道风景线，甚至在家电连锁国美和通利的促销
大战时，鸡蛋也成了竞争武器。

二七商圈这一轮鸡蛋大战，真正起到了以
小博大的作用。在许昌，一个叫于东来的烟酒
店老板开始学着做大型超市，而更多的同路
人，正在河南的各个地区有样学样开启了大型
商超，那些年，河南所有的地市都快速普及了
商业连锁，许昌的胖东来，洛阳的大张，开封的
三毛，平顶山的九头崖，南阳万德隆，信阳西
亚，郑州的思达和阿波罗……在二七商圈第二
轮商战的带动下，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这一轮的商战甚至还改变了很多人的具
体命运，因为“企业文化”“商业策划”“百货连
锁”需要人才的软落地，河南各地市的年轻人
得以在第二次商战中崭露头脚，留在郑州并成
为这个城市的中坚力量；也因为快速扩张的连
锁商业需要大量硬件支撑，很多小生意人以

“供应商”的身份被商业整合到一起，快速成长
为这个城市的新兴力量。

2000年，日本资生堂进驻丹尼斯百货郑州
人民路店，标志着丹尼斯成为河南精品百货
“高地”。随后，CD、GUIIC等多个知名国内外
品牌化妆品、服装品牌纷纷入驻，不少品牌销
售业绩进入全国前十。

然而第一次商战带来的内伤依然在隐隐
作痛，由于提前耗光了所有力气，二七商圈再
也拿不出一家能和外来资本相抗衡的商业企
业，只能看着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正大易
初莲花，甚至天津的家世界在郑州攻城略地，
只能任由而马来西亚的“贵人”百盛和来自首
都的北京华联卡住二七商圈的南北咽喉收割
客流红利，只能围观国美、永乐和五星在产生
过郑百文的地方，以“威震八方”的阵势吊打以
八方电器为首的本土卖场。

郑州人的失落啊，弥漫在二七商圈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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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和石头的较量
时间：1997年～2004年

这10年郑州商业城头变幻大王旗，家世界
变成了华润万家，思达变成了正道思达，但都
没有金博大变成大商带来的震动大。2006年，
伴随大商集团以4.21亿元的天价收购金博大，
金博大和丹尼斯“两朵金花”的本地双雄会，也
演化成了丹尼斯一家单挑海内外连锁的场景。

这 10年，二七商圈彻底被家电连锁、手机
卖场和小商贩所瓜分，只有德化街的改造是
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光彩市场的改造改了
又停、停了又改；大上海城带火了虚拟商铺
模式后，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站在艳俗的光彩
对面；百货大楼在反季节销售中每天进步一
点点地坚持着；而丹尼斯的大卫城则在长时间
的筹备中。

北京华联在和百盛的竞争中获胜，占尽了
当时年轻消费群体注意力，但更多的外来商业
却做得并不如预期：易初莲花开业的轰动期不
到7天，中环百货的轰动期也就是一周左右；百
盛长时间做得平平淡淡；就连郑州的家乐福，
也只有靠和蒙牛的一次冲突，才获得全国性的
关注。

迷茫是当时整个二七商圈乃至郑州商
业界共同的感觉，郑州和周边城市的差距
正在被拉大。

预想中的“第三次商战”一直没有到来，就
连花园路商圈的大商和丹尼斯开业，都没能激
活二七商圈，而就在这 10年的等待之中，二七
商圈失去了一代人。

失去的10年
时间：2005年～2015年

二七商圈老照片

“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
这句广告词，至今仍是很多人对郑州的

最初想象。
有多少第一次来郑州的人，都要去亲眼

看一看那个从小就萦绕在他们心中的亚细亚
商场。

亚细亚和它引发的“郑州商战”其实充满
着偶然性，如果不是晋野和他的中原不动产，
贸然地盖下了一座卖不出去的楼，如果不是
供销社系统的商城大厦，当年急于要回自己
投资在亚细亚商场的资金，哪会有亚细亚第
一个站出来发难。

但这也是一种必然，在经过 1987年到
1988年的“价格闯关”，并亲身目睹了抢购潮
后，大家开始倾向于在二七塔周围建几座新
型的商厦，一是方便群众购物，二是改变郑州
市容，推动旧城改造。于是，一商系统、二商
系统、供销社系统、纺织品公司、天然气公司
纷纷上阵，在二七广场周围不足两平方公里
的地方，瞬间涌起了六家大型商场，商战的爆
发已成必然。

商战是郑州的城市名片，发源于二七商
圈的商战，让中国的消费者第一次从人性化
服务中，找到了消费者的尊严；也让沉闷不思
进取的中国商业流通领域深受震撼，在顾客
就是上帝的理念冲击下，感受到经济创新的
美好；更让厚道朴实的郑州城从此生发出了
睿智伶俐的城市气质。

虽然，二七商圈的第一次商战最终由于
缺乏现代企业体制，以及先进金融理念的支
持，而最终并不尽如人意，但有了商战的故
事，郑州人在许多年后的谈天说地中，也有了
属于自己城市的骄傲。

20世纪80年代，一句“中原之行
哪里去，郑州亚细亚”的广告词，点燃了
全国人民的消费激情，也拉开了以亚细
亚商场、天然商厦、商城大厦、郑州华联
商厦、郑州百货大楼为核心的郑州商战
的帷幕。

多年来，一幕幕商业大戏，争相在
二七商圈上演。商业“老兵”顽强坚
持，逆境中生存、夹缝里生长。商业
“新兵”不断涌现，竞争中创新、博弈中前
进……一轮又一轮、一茬又一茬，二七商
圈俨然成了商界巨头角逐的竞技场。

遗憾的是，群雄逐鹿的结果并没有
换来二七商圈昔日的荣光。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更给二七商圈商业竞争带来
新的挑战。二七商圈再崛起的出路在
哪里？学习、探索、思考、创新……让二
七商圈重新焕发出朝气、走向复兴，成
为当下二七商圈大鳄们共同的思考。
记者 李冰冰

三起三落三十年

“城市之心”二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