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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称，南京市白下

区小王府巷 5号原是清代太
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官邸，在
社会上引起不小的争议。昨
天，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专家断
然否定了这一说法，他们说，
现今保存完好的小王府巷 5
号大院及古建筑，曾是清代的

一座宏大的清真寺。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小王

府巷5号大院，眼前的大门确
实非常气派，高大的门头下
面，安放着一对约1米高的石
鼓，如同过去的大户人家的府
邸。走进大门，两幢高大的建

筑顶部，全是青砖小瓦；飞檐
翘角，十分精美。

住在小王府巷 5号边上
的一名中年男子，见记者来了
解大院古建筑的历史，他特地
从家里拿出一份报纸，称大院
原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

府邸。后来，大院里的一些建
筑，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毁，只
留下了现在的两座大殿。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大院成为南京
木器厂一个车间，厂里把车间
腾出来，给职工居住，才成为
今天这个现状。就大院曾是石
达开的府邸这一说法，住在大
院的李老师经过考证后，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他说，目前他

们所住的大院及保存完好的
两座大殿，原是清代一所非常
宏大的清真寺。李老师告诉记
者，有媒体把小王府巷5号称
为石达开的府邸，这一说法是
错误的。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专家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他
们考证，目前小王府巷5号大
院是清代的清真寺，而今天的
小王府巷14号一带，才是石
达开的府邸，但已无迹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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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翁诚光为著名

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专家，
美国伯克利大学博士，为翁
同�六世孙，一直居住美国。
苏州这处老宅院位于古城区
祥符寺巷14号，是祖上传下
来的财产，后来苏州市落实
政策，重新分配给翁诚光，约

有130平方米，为清代建筑，
周围有民居。

翁诚光早年赴美留学，
一直都在美国居住，2002年
时提出要回苏州老宅定居的
想法，苏州市有关部门也表
示欢迎。据了解，老人很是开
心，很快回来看了多次，有意
出资修复后自己居住，并于

2003年 12月 9日亲自与委
托人游福源来到苏州市平
江规划分局办理报建手续，
方案经过 4次修改，当时规
划局就告知他们翻建老宅
需要周边邻居签字认可，并
且要有 4家邻居签字，但是

邻居一直不签字，一直拖延
至今。

老人还打算在祖屋原址
建立一个东西方伦理与文化
交融中心中国苏州基地，以
此集合、资助国内外专家学
者从事此方面研究，提供彼

此交流和互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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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苏州市祥

符寺巷 14号找到了这处老

宅院，门头很小，房子已经破
落，墙体也出现了开裂，屋顶

已经露了天，院子里更是杂
草丛生，能漫过腰身。一位在
里面做工的老人说，不知道
为什么，一直说要重修，到现
在都没开工。

记者找到了与翁宅相邻
的几位邻居。一位邻居首先

拉着记者去看他家的棚子被
砸坏的现场，他说，根本不
存在不让翁诚光老人修建房
子的问题。他家的房子都快
塌了，作为邻居也很担心，
怎么会不同意让他修呢？关
键是这个房子打算怎么修，

要不要建楼房，这一点有必
要让我们知道。现在连图纸
都没有看到，怎么好签字
呢？据介绍，翁老为了这个
房子来苏州十几次了，他们
也能理解老人的心情。现在
他们就是坚持两点，一是希

望对方能够提供具体的图
纸；还有就是修建的新房，
不能影响周围邻居的采光和
正常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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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就此联系到

苏州市平江区规划分局负责
人。他表示，如果私房按原样
翻建，一般不需要邻居同意，
但现在翁家老宅是平房翻建
成楼房，势必会对周边居民
的通风、采光等造成影响。按
照数十年来的惯例，这需要

与周边居民协商，在得到邻

居签字认可之后，才能统一
将材料报到苏州市规划局会

审。翁诚光老人和委托人
2003年就来规划报批了，
今年也来过，看得出来老
人确实很重视这个事情。
老人有意建造两层楼房，
根据规划规定，这个地方
的住宅用地是可以建造两

层房子的，但是一定要邻
居签字同意，以免以后产
生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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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先生说，此次翁诚光

的房子确实有两层楼的，但
是是在中间的，前后则都是
单层的，因此不存在影响邻
居采光和通风，更不会有邻
居担心的老宅翻修会影响他
们房屋外墙安全，以及家中
隐私被侵犯等事情。经过多

次协调，邻居还是不愿意签
字，只能请律师了。

昨日，记者联系到苏州
新开利律师事务所王强律
师，翁诚光的委托律师之一。
就此他表示，这个事情暂时
还不打算起诉，因为到现在

翁诚光老人还没有正式向规
划部门申请，至于让邻居签
字的事也不知道是否有必
要，现在还是先按照正式程
序走，先向规划提出申请，然
后也可以组织听证，作为律
师，他也认为，这件事没有必

要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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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坚持要看图纸，翁同�六世孙欲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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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我们练习基本

功的剪纸至今我还保留着，
照着练了 40多年，我还是
剪不出父亲的那味儿，南京
也没有一个人能剪出来了
……”张方林感慨道。

剪纸挑学徒最难，最起
码的条件一是要有绘画基本

功，二是要肯干这行。可现在

学美术的，搞国画、油画都比
学剪纸赚钱。像带木框的一

幅剪纸，要花二三个小时才
能完工，只能卖二三十元，利
润太低，年轻人不愿干。他父
亲曾带过一个徒弟，南艺毕
业的，后来也改行搞装潢设
计去了。“收入太低，我是高
工呢，每月收入才 1000多

元。”他儿子大学学的是美
术，毕业后却搞广告设计，也

不愿子承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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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50年代，南京

市文化局出了本《南京剪纸
集》，事隔 50多年，南京再
没出过剪纸方面的书。张方
林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出版
一部《金陵神剪张父子剪纸
集》，让更多人了解张氏剪
纸。 !UVW ijk

目前，南京的创意军团
把目光瞄准了废旧厂区，把

它们变成文化产业园、动漫
园，就连晨光集团已经有
100多年的老厂房也将用
来打造与动漫相关的产业。
对于新兴产业开进废旧厂
房，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拍手
称赞。记者了解到，江苏省

为了扶持与动漫相关的文
化创意产业，不仅要从政策
上给予扶持，还将在经济、
税收上给予相应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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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集团、南汽仪表

厂、蓝普电子厂……伴随着
一个时代画上句号，南京的
一些厂区纷纷从主城区撤
离，大部队撤走后，留下的
是空空荡荡的车间、厂房，
和废旧的工具。这些厂房虽
旧，但见证了南京的工业文

明，文化部门称它们是“工
业遗产”，拆了可惜，而且
有很多厂房就建筑本身而
言，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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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创意产业园常务副

总沈萌萌介绍，目前完成规
划的“创意东8区”产业园
将主要为五大创意产业服
务，分别是建筑设计产业、
广告产业、咨询策划产业、
动漫科技软件产业、工艺工

业设计产业，能引进150到
200家左右的创意企业的入
驻。“这里将集中广告、建筑
艺术、古董市场、时尚设计、
电影与录像、软件、动漫、音
乐、博物馆等多种产业，是
全南京的一个艺术集市，年

底完成。”而街区也会组织
园区企业进行专业性的艺
术活动，如涂鸦、原创、改造
艺术的展示。“这将是南京
城市创意的时尚地标。”
!"VW yz{ |}~

□!U#!'() *+

, "# -./&天冷了，市

民乘火车游西藏刚刚有点降
温，昨天，上海铁路旅行社总
经理的一番话却又给西藏游
“燃了一把火”：明天起，我们
将对沪藏旅游实行淡季优惠
价格，“拉萨、林芝、鲁郎双卧
十日游”价格将由目前4980

元调整为3880元。
冬季到西藏旅游，市民最

担心肯定是冷和高原反应。不
过，据当地人介绍，拉萨的冬

天并不冷，拉萨地处西藏中
部河谷地带，全年日照达
3000小时以上，是世界上著
名的“日光城”。即使在最冷
的季节，白天的气温也高达
10-15摄氏度，为西藏冬季
旅游之首选。虽然，高原反应

会比夏天重一些，但是也要
因人而异。

上海铁路旅行社总经理
许定海介绍，由于冬季西藏旅
游地接价格下调，该社主推的
各条黄金旅游线路价格将随
之下调，以将最多的实惠让利

给旅游者。以该社主推的“拉
萨、林芝、鲁郎双卧十日游”
为例，该条线路国庆黄金周报
价为 5280元，其他时段为
4980元，而从10月15日起，
这一价格将降为 3880元，并
且将给每位旅游者送上一份

高原旅游意外保险，旅游总费
用将降低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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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游西藏，费用下调

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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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考证：这里原是
清代一座宏大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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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北京东

路工艺美术大楼的张方林
剪纸柜台。墙上挂满花花绿
绿的剪纸，却看不到一个顾
客，已拿了 45年剪纸刀的
张方林独自惨淡经营。

张方林祖籍是剪纸之乡
金坛，父亲张吉根 12岁到

安徽芜湖，拜老剪纸艺人马
志宏为师。1950年来到南
京，独自撑起门面，并慢慢

摸索出一套风格，那就是花
中有花，题中有题，粗中有
细，拙中见灵，被业界公认
为南京剪纸流派。

张方林拿出一幅大红喜
花说，外形线条粗，像佛手

瓜，里面线条细，图案众多，
这叫花中有花。中间剪一个
大大的寿字，下面两个古铜
钱。寿字两边剪了蝙蝠和寿
桃，象征福寿双全。下面是
一串串葡萄，代表多子，这
就是题中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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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民间工艺厂

改成了无线电厂，父亲被打
成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他搞
四旧。剪的葵花向太阳图
案，因为是 12个葵花，被说
成是青天白日旗。传统剪纸

金娃抱大鲤鱼，上面有 5个
儿童拉鱼网，被说成是宣扬

五子登科。
文革结束，民间工艺厂

恢复，父子俩这才重操旧
业。但好景不长，由于这行
技术性太强，收入低，没人
愿干，到上世纪 80年代中
期，民间工艺厂又关门。

墙内开花墙外香。张方
林说，现在剪纸主要面向海

外市场。近20年来他应邀出
国 20次，举办展览，办培训
班。美国一家机构还邀请他
到迪斯尼公园发展，但他考
虑到南京剪纸毕竟根植于
本土，去了美国就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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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神剪张”苦叹后继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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