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岁的汪智学老
人，是南京市房产档案

馆的老馆长，虽已退
休，但依旧坚守岗位。
拿着放大镜翻阅文献
资料，仔细琢磨一张张
老房契，是他最重要的
工作。

在汪老 40多年档

案管理生涯中，001号
房产档案最受他的牵
挂，平时绝不轻易示
人。昨天，汪老向记者
公开了这份档案，一段

尘封的往事也被打开。清
秀的毛笔字中能想象出当

年的情景：一位叫梁鉴臣
的南京人，在众多证人的
目光下，以 220两纹银
的高价，将位于秦淮河边
船板巷的这处门面房，卖
给了姓薛的人家。

让记者非常疑惑的

是，这份房契的契尾并
不完整，沿对角线斜分
为二。汪老解释说，这
在房产档案研究中叫
“斜截”。估计是，当年

买房的薛家人，是两个
家庭持有房产，所以将

房契一分为二，也有可
能是后来房屋再出手时，
卖给了两家人，“以后
再处理房产，只有大家
都同意，把契约纸拼起
来才行。”
“遗憾的是，契尾少

了一半，一些信息已很难
得知。”汪智学老人说，
这张契纸，已经整整走过
350个年头，早于天津
48年，扬州121年。

船板巷的这处房
产是否还在？梁鉴臣的

后人能不能给我们解
开更多的卖房之谜？这
些谜团不仅读者想知，
汪老也在潜心研究。
“现在凭契纸来确

定房屋的具体位置，几
乎是大海捞针。”汪老

说，001号房契中所描
述的房屋位置是 “城

中船板巷馀字铺”。汪老
查阅资料后发现，铺是铺

开之意，有两种说法，一
是店铺，二是驿站，十里
一铺。而南京的地方志
中，街巷里坊记载中，未
提及 “铺”为地名一部
分，市地名办也没有做出
解释。

而在北京地方志书
中，“铺”作为地名的组

成部分，倒有记载。汪智
学建议，南京应加快对

“铺”历史上能否作为地
名或组成部分的研究。

当记者昨天来到船
板巷想找到一丝线索时，
拆迁声中老房几乎全部
倒下。一位姓荣的老人告
诉记者，他在这里住了

70多年，没听说什么“馀
字铺”。

为什么该掌握在市民手
中、类似房产证的契纸，会成
批出现在房产档案馆呢？汪智
学昨天说，在民国时期，土地

登记一共进行了四次，当年南
京举行全面的验契工作，发放
江苏省新契纸，以往的契纸由
政府统一收回，滚上蓝印作
废。前前后后，南京共收到民
间的土地登记资料 35000
宗。

1949年 4月，解放南京
时，国民党的南京市地政局将
这 35000宗档案整箱待运，
至4月22日，资料被运到下
关的火车站，准备运到台湾，
但遭到了解放军和市民的攻
击，最终丢弃在车站外。汪智

学说，当时立即派人去追回，但
依旧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待整

理后发现，仅剩下 17000余
宗。

这些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

老档案，虽然裱糊过几次，但总
也挡不住历史的风雨。汪智学
说，他现在就是在一
份一份整理这些契
纸，把上面的资料记录
下来，有的要形成照
片，做成光盘，让
更多的人能
了解到这
段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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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号档案已失
去了当年的意义，但文

物价值很珍贵。”在汪
智学这样的房产档案
专家眼中，老契纸还是
历史的重要载体，折射
出不单是中国房屋产
权制度的变革，还有当
年的风土人情，甚至墨

印、纸张、条款修改等
细微的变化，也能看出
朝代的繁荣或者衰败。

为了印证这一观
点，汪智学指

着 刚 刚
发

现的 002号契纸告诉记
者，这是份完整的契纸，

其价值可以与 001号媲
美。这是在康熙 5年
（1666年） 位于履字铺
的一处房产，被一个姓徐
的南京人卖给了姓葛的
人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

份契纸中，就明确提出，
房价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其中地钱纹银 20两，木
材瓦砖等材料值纹银 30
两。也就是说，眼下大家
议论纷纷的 “公布房价
成本清单”的要求，在康

熙5年时，我们的老祖宗
就开始尝试了。

更让汪智学兴奋的
是，在这张契纸中，还有

更为细致的 “违约条
款”，大概的意思是，此
系两相情愿，没有债务也
没有典当纠纷，如果有这
些问题，与买家无关，责
任由卖方单方承担。对于
悔约责任，则明确“如先

反悔者甘罚银叁两与不
悔者”。

一张张契纸，背后是一个
个故事。但串起这些故事，看

到的是南京地区 300多年来
房产契证的变化，甚至是住房
制度改革的历史轨迹。

汪智学老人告诉记者，现
在买房要缴契税，其实契税起
源最早始于东晋，契约经纳税
后，由官府盖上官印，称为

“红契”，作为由官府认可的
产权凭证。未纳税的，称为
“白契”，官府不予以认可，卖
方需要补交税款后，官府加盖
印章，才能由白转红。

据汪老透露，契税征收的
比例还能看到朝代的情况。清

代以来一直到嘉庆年间由于
社会经济繁荣，契税也比较稳

定，从契尾考察可得，比例一般
在 3％左右，但是到了清朝末
期，由于割地赔款等原因，清政
府一再上涨契税征收比例，最
多竟涨至 9％，弄得民间怨声
载道。民国以后，契税又稳定下
来，大约在6％左右。

眼下非常活跃的中介公
司，其实在清代的房产交易中

就非常厉害，经纪人当年还有
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叫“官牙”。
汪智学介绍，所谓“官牙”，就
是经过官府认可的经纪人，他
们掌握着大量“房源”，促进房
地产市场的活跃，同时没有官
牙们的鉴证、画押，官府一般是

不予认可的，也就拿不到“官
契”。

$%&'()*+,(-

./012345678

9:$;<.=>?!@ABC"

BDEFGHI %&

JKFLMN*OPQR

'$(;S

56

78

9:;<=>! ? !!"

@AB;CD! E6F

GHIJKLM;5N

OP! QRSTU;V

W"XY$Z"[\]^

_89:`abc!d

eQO/fgh;ij

Ok! lm[no<=

pq_ ""# rOPs

t! uvwxDyz{

!!" @ABfa|}"

~ ""! r�st�

��! �h�W���

�_ #��ODn��

�$_��!��� $ e

/! ��_�����

���S%

5���j! ��

�5  ¡¢" £¤¥

¦¡¢! §¨_�<=

©ª %&& «e¬OP�

_®¯&&

!

"

#

$

%

&

<

=

°

O

P

s

t

±

²

³

±

´

µ

¶

"
"
'

r

"
"
!

r

O

P

�

s

t

·

¸

TUVW XYZ

)

[

¹o ""' rOP�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