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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素芹的家是从房管所

租来的，从1984年到今，一
住就是20多年。在这个只有
一进、上下两层的木质小楼
里，住着四户人家。楼梯走上
去已经有点摇晃，发出吱呀吱
呀的声音。今年62岁的陈
素芹，有两个女儿。“孩子大

了，就搬出去了。”她如今留
守的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
当初就住着母女三人。

掰着已经变形的指头，
陈素芹告诉记者，这地方湿气
大，冬天也冷，指头现在有了
关节炎。而在夏天，房屋特别

闷，她就请人在板壁上开了个

窗。陈素芹告诉记者，平时她
不敢上楼，就怕塌下来。住在

这样的房子里，洗澡是个奢
望，四户人家就在楼下墙角搭
了个小棚子，外边放上一块
板，凑合冲一下。“而上趟厕
所，来回要走500米。”

而让陈素芹多少有点
挂念的，就是住在一个院子

中的邻居。毕竟，同在屋檐
下，已有 20多个年头，“说
走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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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拆迁，住在外围的

甘家大院邻居们并不反感，
一方面是为文物修缮让出了
路；另一方面，自己也通过拆

迁补偿，改善了居住环境。
住在大板巷的张奶奶昨天开

始拾掇家具，老式的冰箱，她
不准备带走，三文不值两文
地卖给了收破烂的小伙子，
“搬到新家没得用了”。

同样面临拆迁的李铁山
老人，今年已经60岁，没事的
时候，总爱往邻居甘家大院

跑。他说，甘家是大户人家，也
是昆曲世家，“院子里飘出阵
阵琴声、戏曲，听得眼馋”。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

廊挂落花格窗。”提到甘家
大院，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
杨天麟直竖大拇指，他告诉

记者，这是一组明清时期的
私人住宅，也是南京地区颇
具代表性的多进穿堂式建

筑群，风格独特。
为什么叫 “99间半”

呢？据杨天麟透露，甘家大院
的主人甘熙曾在京做官。按

照当时的规矩，民宅是不得
与王族勋戚相匹敌的，规模
不能超过百间。而甘熙深谙
其道，不敢超越，故将自家
21745平方米的住宅称为
“99间半”，民间相沿成习，
也就呼其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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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了“富不过三代”的

老话，甘家子孙并不是永远
风光，大院在解放后就曾卖
过两次。其中，1951年的夏
天，南京市军管会为安置一

批原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起
义的将领，曾买过甘家的房

子，这些将领就住在19号里
边，后来，这些人成了军事学
院的教员，其后人今天还在。
“99间半”的故事还有不

少。杨天麟馆长告诉记者，在上
个世纪80年代，南京文物部
门才发现这个尘封的国宝。当

时这里破烂不堪，电线密密如
蛛网，到处是塑料布隔出的
小屋，没一点书香门第的气
息。在2001年8月4日，南
京市政府出资动迁住在院子里
的住户，数了一下，一共是99
户，与“99间半”竟然巧合。

昨天在拆迁现场，与记
者聊家常的不少老人嘱托
说，拆迁的时候，文物部门一

定要看好地下的东西。因为
按照他们祖辈传下来的口

信，甘家非常富有，为了不露
富，就把不少宝贝藏在地下，
据说还有藏宝图。而对于这
个来自民间的传闻，杨天麟
馆长报以一笑。他告诉记者，
这样的说法在南捕厅一带流
传了很久很久，在2001年

一期大修时，他非常注意地
下的任何东西，“但连一根
草都没发现”。

杨天麟说，现在，甘家
大院已经晋级为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将来，甘家
大院肯定要申报 4A风景

区的，使之成为南京旅游的
一个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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