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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它的话肯定会比葛优在《非诚勿扰》里的忏悔还要

多。 从北京地铁1号线的玉泉路站出来，往南直行1600米，在

马路的右侧就能看到“玉泉建材市场”的大招牌。市场的门

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一片繁忙的交易景象。极少有人知道，

在这个繁忙市场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片荒芜了13年、占地面

积达680亩的废墟。 在1990年代城市人造景观建设热潮中，这

个曾号称是北京最大的人造景观项目，在当时北京市委书记

陈希同在位时规划建设的，投资预算高达3亿，被当时的投资

者看好。1996年，陈希同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前后，这个已经

建成一半的园子也因为资金问题停工，沦为烂尾工程。 孤独

的看护者9岁的王海宏，正在一块离地凸起的水泥平台上，跟

另一名小男孩用几个废弃的酒瓶玩水，两人浑身上下都是泥

浆。 他们的身后是一座缩微的佛塔，金灿灿的塔身，洋溢着

泰国的风情。但踏上台阶站在塔基上，佛身却是伤痕累累，

佛塔损残处露出的新鲜砖石提醒着，这佛塔是个出炉不久的

山寨版。虽然艳阳高照，塔基下还有前几天落下的积雪。 王

海宏正跟另一个孩子忙得不亦乐乎。 “你爸妈也在这里住吗

？” 孩子对陌生人没有足够的警惕，他转身指着身后的另一

座破败建筑：“他们在那边，我们都住在这里。” 王海宏一

家，是这片废墟上为数不多的居民之一。这片占地达680亩的

世界风情园里，目前主要的居民是十几位看护者：这个规模

宏大的世界风情园工程因故停工十余年后，几家施工单位一



直无法拿到工程款，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在自己造就

的一座座废墟建筑旁又盖起了矮小简陋的房子，自己雇人日

夜看护。 50多岁的张恒茂就是这群看护者中的一员。老家在

河北高碑店，多年来他从家乡到北京，一直以看护各种工地

为职业。北京的初春依然寒冷，身着深色中山装的他打了个

冷战，继续拿着棍子敲打着晾晒的被褥。 “我来了大概七八

年了，现在倒是有电，但没有水，生活很不方便。”他看护

的是园子里气势最恢弘的一座烂尾建筑。建筑呈南北对称结

构，分两层，每层都有高大巍峨的希腊式圆柱，置身其中，

恍然到了希腊残留的神庙或者宫殿。整个建筑没有任何防护

，只剩下骨架孤零零地矗立着，人走在上面还有几分危险。 

张恒茂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这片残存的建筑骨架的“安全

”。“如果有人来动这个建筑，我们就要马上通知工程的包

工头。”不过，至今他都没有遇到真正的破坏者。他每天见

到最多的，是拿着长镜头来拍照片的人，到了气候适宜的季

节，时常有新人来拍婚纱照。 每天的日子都很单调，园子里

跟他一样的看护人还有十几位，但彼此之间都没有什么来往

。“因为通了电，可以看电视，不过不是有线的，看不了几

个台。”夜幕降临的时候，孤寂的院子里还是让人觉得有些

恐怖，为了给自己壮胆，张恒茂养了七八条狗，一有风吹草

动，便狗吠不止。 像张恒茂看护的这类建筑，在荒芜的世界

风情园至少还有十几座，分布在园区的各个角落。从建筑风

格上来说，除了希腊式宫殿、泰国风情的佛塔，还有中国传

统风格的亭阁、临水的江南式庭院、欧洲城堡、日式小楼等

等，多数建筑都已经完成了骨架，有的外部还做好了装饰。 

停工多年之后，这里早已成为了流浪狗与垃圾的天堂。一位



城市探险爱好者喜喜这样描述了这片废墟给她的印象：“满

眼废弃的建筑和垃圾，很多流浪狗跑来跑去，在垃圾山上，

都分不清狗和垃圾。我们爬到了一个废弃房子的3层，没有扶

手，不过挺开阔的，适合小资们拍颓废人像。还有小孩蹲在

地上拉屎，草地里随处可见屎和手纸。还有一具分不清狗还

是猫的干尸。” 由于地处闹市区，北边紧邻的就是成熟的富

丽苑居住小区，偶尔还是有居民来这里散步。一位手执拐杖

的老大爷说，当年开工时，北京市的领导还亲自来视察过，

可惜后来一直没建成。 畸形的“青春期” 住在附近的居民说

，这个世界风情园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在位时规划建

设的。 据北京《生活时报》1998年9月8日报道，该项目1996

年就把所占土地征用下来，项目虽经北京市计委批准，但未

经过北京市规委批准，因此停建。1998年8月，在清理以前类

似项目时，该项目获得批准，但又因资金方面问题处于停建

状态。 按照当时的规划，“世界风情园”将是一座展示各地

典型民俗建筑，集游览、表演、购物、餐饮、体验异国民俗

风情于一体的大型文化艺术园林，建有1∶1比例的景点22个

。 世界风情园是当时国内人造景点“大跃进”的产物。当时

的北京市旅游局规划处周副处长曾向《生活时报》介绍，

从1992年开始，“明皇蜡像宫”、“老北京”、“世界公园

”等近40家人造景点陆续建成，但由于对市场的错误判断和

重复性建设，经营状况都是极为惨淡。“明皇蜡像宫”和“

老北京”的投资额都在1亿元以上，投资血本无归，但一直未

建成的“世界风情园”，投资预算更是高达3亿元。 刚停工

的园子，由于已经初具规模，显得非常漂亮。附近富丽苑等

小区的居民把这里当成了休闲的好去处，没有刻意培育植物



，但春天随处可见的野花给这里增添了几分情趣，也引来了

附近的风筝爱好者。有网友在帖子里稍带夸张地说，这个不

为多数人所知的废墟，是自己“小时候最美好的回忆”。 工

程停建已经十余年，但这片废墟并非一直寂寞着。 一度给这

片废墟带来生机的，是建成没几年的玉泉建材城。就像北京

很多破旧的四合院临街的一侧都建有漂亮的围墙一样，在废

墟临近东面玉泉路的一侧也修建了一座中等规模的建材市场

仿佛一块废墟的遮羞布，让外人从外面根本看不到背后的荒

凉。 在建材市场工作的高经理说，这个市场建成才五六年，

“实际上也是用了园区的地”。在园区的东北角，也就是废

墟与建材市场之间，是一片规模中等的自建平房，里面住的

都是搞建材买卖的商人和家属。 也正是这个建材市场的建设

，曾经带给了这片废墟短暂的“青春期”。张恒茂说，建材

城刚建成之后，很多农民工蜂拥而来，多年空置的废墟成了

农民工们的廉价房，“最多的时候有几千人，热闹得像个小

镇一样”。 即使现在走进别致的楼房内部，还能感觉当时群

居时的痕迹：地上随意丢弃的烟盒，屋顶上挂着破旧的雨伞

，有的墙壁上贴着明星画和报纸，有的则涂鸦着宣泄性脏话

，甚至在某块墙壁上，你能很清楚地看到“录像馆”的字样

⋯⋯ 家住附近的王小桔，在豆瓣“北京废墟探险小组”里，

描绘了当时美丽的风情园变成“城中村”的惨状：别致的小

楼被他们霸占，生火做饭；园中的空地就是现成的垃圾场，

脏乱不堪，臭气熏天；他们还饲养家畜，于是狗屎也随处可

见；他们的孩子在建筑物上随意攀爬，在干净的墙面上乱写

乱画⋯⋯ 王小桔曾把这里看作是北京“最漂亮的废墟”，安

静是它的特质，而这个有点特殊的“城中村”的出现，让她



感觉到了“圆明园的悲剧”。 为了保护这片漂亮的废墟，她

甚至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写信，信中她说：“我并不奢望市

长能帮助我们把建到一半的园子建完，只希望能多建一些廉

租房给这些可怜的没有住处的只能靠挤占风情园委身的打工

者居住。把他们从园中请出去，清理掉园中的垃圾，把园子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也许是她的信真的起到了作用。张恒

茂说，北京奥运会之前，有关部门真的派来了很多人来，将

这里聚集的农民工“请”了出去。“现在奥运会结束了，也

不允许人来了。” 那是“世界风情园”有生命力的几年，也

是对风情园建筑景观破坏最严重的几年。如果这片废墟有寿

命，那几年就该是它畸形的青春期。在农民工撤离后，人去

楼空，风情园再次沦为孤寂的废墟。 “没谱”的未来喜

欢COSPLAY的北京理工大学大二学生郑玉花，去年年底第一

次来到风情园的时候，被一群恶狗吓住了。 “嗯，好多狗啊

。一吹口哨，它就过来了，后面还跟着它一帮狗兄弟。”郑

玉花说的恶狗，就是废墟看护人养的那群为自己壮胆的狗。 

郑玉花当时是和30多个COSPLAY社团的朋友一起去的，因为

他们当时要拍《恶魔城》的外景，《恶魔城》属于是颓废风

格，要找那种欧洲特古老古怪的建筑，他们一边打听，一边

网络搜索，最后就锁定了玉泉路这片废墟。 精灵可爱的小玛

丽亚，恐怖的吸血鬼伯爵德拉库拉⋯⋯这里拍出的COSPLAY

造型的惊艳效果，让他们很满意。 但恶狗横行给了郑玉花很

不好的印象。跟她这种“爱并痛恨着”感受相似，喜欢镭战

（也称真人CS）的小可（化名）对玉泉路废墟也是爱恨交加

。 “镭战需要场地，从结构上来说，玉泉路废墟是合适的，

比如它建设了一个面积很大的山洞，很适合镭战。”当时正



是为了找场地，小可才知道了这片废墟。“前期投入那么多

，现在荒废着好可惜，如果能开发下就好了。” 很多镭战俱

乐部确实已经到这里开展活动，但小可说，这个地方也有很

多缺陷。一个就是太脏，一个是安全性差，“楼上都没有围

挡扶手，一般的新手难以保证安全”。但更难的是，这些建

筑的所有权不是很明晰，难以对外合作。 除了COSPLAY和镭

战爱好者，现在到这里来的大部分是摄影爱好者、探险爱好

者等年轻人。从停建的1996年开始，就有不少的摄影爱好者

被这里各具风情的建筑和逐渐荒芜的风景吸引，纷纷来这里

一展身手。直到现在，在蜂鸟网影像、橡树摄影等摄影论坛

里，还能见到他们的摄影作品。 但对很多人来说，这片废弃

的世界风情园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事物。在豆瓣网“北京废墟

探险团”小组，有人看了网友发的照片，曾如此惊叹：“我

在玉泉路高能所住了半辈子了，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哪！” 张

恒茂和附近做建材生意的人说，近来传出风声，称将有新的

计划盘活这片沉寂已久的废墟。“据说这次的计划是，将这

些风格不同的房子分别卖给不同的买家，让他们自己开发。

”比如，张恒茂所看护的希腊宫殿，据说将全部推倒拆掉，

为军队建一座疗养院，其他建筑各有所用。 其实从刚停建

的1996年开始到现在，投资方也曾想出多个方案解决，参加

多个招商会，赴香港招商，但都是无果而终。高经理说：“

这个地方太大了，位置又好，一般的个人或者公司根本没有

实力接下来建完整个工程。” 除了开发商和工程队，附近很

多小区的居民也惦记这座漂亮废墟的前景。兆丰园小区的居

民小伞在网上的社区论坛说，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主要就是看

中了这里的自然环境，但当时不知已经停建，“现在谁知道



它的前景？” 这片废墟的利益牵扯方实在太多，不仅有私营

公司，还有当地丰台区政府、小瓦窑村委会、一直追缴欠款

的包工头和工程队，现在还多出来一个玉泉建材城。正是因

为投资巨大，关系复杂，在北京很多烂尾楼获得资金被盘活

之后，这片废墟依然在等待。对于将来，已在这里度过8个春

秋的张恒茂只说了两个字：没谱。 如果废墟长有眼睛，它看

到身边越来越光鲜的邻居们，一定心绪复杂：北侧京客隆的

万米大卖场即将入住新兴的居民小区富丽苑，再往北，就是

京城前段时间热卖的房地产项目“沁山水”只有它自己，在

长达13年的一次次生生死死的折腾中，依然难以把握自己的

宿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