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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看到，老房子维护
得相当不错。郭老太太说，这

是因为丈夫不让乱动，所以
老房子跟 70多年前的样子
差不多。

吴维成指着门口说，房
子刚发还的时候，一楼门厅
外的平台全都用砖堵上了。

父亲带着他们兄弟将砖清
掉，又在院子里种上了枇杷、
桃花、芭蕉，“以前这儿就是
花园洋房———没有花园，那

还像什么样子？”
老房子毕竟有老化的部

分。有人劝父亲，外面刷上水
泥吧，结实又好看。要知道，
在上世纪 80年代，水泥房

子是最流行的；后来，又有
人劝：安上铝合金窗吧。对
此，父亲一概不允，甚至连
墙上多钉颗钉子都不让。以
致这么多年来，除了一楼饭

厅被之前住的人家隔成了
两间外，其余格局竟丝毫没

有变化。
老房子的维护代价也不

小。就拿顶上的瓦来说吧，全
是青黛色的小瓦，而且每片
都有个孔，用钢丝拴在梁上。
每过几年，就要把一块块瓦
掀起来，换衬在下面的油毡
布。简单一点的，就是粉刷、
油漆。

从八十年代住进来以

后，三次大的维修算下来，差
不多已经花了近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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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柱子上的 “迁”深
深刺痛了吴家人的心。更让

他们担忧的是：在目前出台
的规划中，要建9座仿民国
建筑，其中有一幢，竟然就在
吴家的院子里———现在桃花
盛开的小花园，可能即将变
身为一幢3层楼高的建筑。
“我们这儿本来就是花

园洋房啊，你看看现在这一
带哪还有这样的建筑了。”吴
维成很痛心。据了解，江苏路
上昔日的花园洋房，目前大
多已沦为大杂院，还有花园、
保有老模样的民国公馆只有
江苏路73号和25号了。

吴维成的担忧不无道理。
紧邻着吴家的，就是被

称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
薛岳的公馆。那里被评定为

一级一类保护民国建筑，吴
家属于一级二类。虽然薛岳
的名声更响，但从建筑本身
来看，薛公馆或许原本气势
不凡，现在却只是一幢灰灰
的水泥建筑，墙上剥落处隐
隐露出残破的红砖，民国风

情荡然无存。
而吴家，基本还保留着

当年的风貌。老宅子在吴家
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
象征，甚至是生命中的一部
分。以前老围墙拆下来的铁
构件，吴维成都还保留着，他

期望着，有一天连那堵围墙，
也恢复原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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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昨天手举着
《物权法》 告诉记者，《物
权法》 第四条明确提出：

“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
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

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侵犯。”吴维成称，他家的
祖宅是有两证的，属于物权
法保护的范围，拆迁单位如
果强行让他们迁走，很显然
是侵犯了他们全家的权利。
“虽然现在《物权法》还没

有生效，但各地已经按照
《物权法》的精神在处理拆

迁等事宜了。”吴维成说。
吴维成还告诉记者，开

发单位把自家的住宅收回，
更改了用途去谋取效益，在

实际的操作中，难免会对建
筑的内部带来破坏，自己是
绝对不会同意的。至于要在
花园中新建一处民国风格

的小楼，“我绝不同意，这破
坏了当年的院落风格。”

搬光住户，自然就丢掉
了历史的味道。

院内古树参天，花木扶

疏，三层青砖小楼像是刚出
新过，阳台、地板、楼梯等都
很坚固。吴维成昨天告诉记
者，祖父吴光杰留下来的房
子，每隔几年维修一次，地
板每年都刷一次。由于这里

只住了他和妹妹两家人，不
像其他老别墅住了七八户
人家，因此，虽然隔了 70
年，但房子的结构、风貌都
没有任何改变，是颐和路保
护最好的别墅之一。

吴维成表示，无论从保

留祖产还是从感情上说，都

不想搬，并承诺今后将修缮
好老房子。

吴维成对自家“民国建
筑”的保护，让记者很是感
动：要不是他，可能这处房
子现在会同周边的建筑一
样破破烂烂；可能我们永远
不会知道房子背后承载着
这么多的历史故事；更难能

可贵的是，吴家的后人，把
建筑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
分，用这个家庭最大的力
量，在保护着这个“文物”，
传递着历史……

记者认为，对老建筑置
换功能，市场利用是保护；

留住老住户，保留老院落的

居住形态、生活方式，同样
是保护。而在这方面，南京

梅园新村修复有过积极尝
试，19幢民国建筑整修不迁

一户居民，改造资金全靠政
府“硬投入”。

一位专家说得好，老建

筑保护是第一，开发是第
二，老住户也是老建筑保护
的内容，不能以市场开发为
名，损害住户的合理利益。

希望建筑的生命，没有在

“保护”的名义下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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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路公馆区属于
典型的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的模式有很多种，也一
直存在争议。”南京大学一
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文物
保护专家昨天向记者表
示，留住老住户，对建筑进
行修缮，通过活态将当年
的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完

整地表现出来，传承下来，
这是最佳的保护模式。

不过这位专家也表示，

不迁移老住户的保护模式
同样存在不足：就是政府是
否有足够的财力去对街区
着手保护。因为目前需要保
护的街区非常之多，而政府
的财力有限，还有社保、失
业、保险等诸多需要花钱的

大事需要一一解决。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还有一种保护模式备受争

议：那就是功能置换。把以
前的居民从建筑中腾出
来，然后对功能进行一些
调整，或者把它开发成高
档会所、办事机构、展览馆
等等，甚至把它开发成单
纯的旅游产品，政府为当
初的改造投入会有一定的

收益。“颐和路历史街区的
改造，就是选用了这一模
式。”该专家告诉记者。

但无论如何，“保护总
比不保护好！”对吴维成自
我投入上百万、保护民国

建筑的做法，专家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像吴维成老
先生这样如此爱惜遗产
的，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多

见。但这确实是对颐和路
最为有效的保护模式，值

得推广，“他的做法，甚至
可以作为对民国建筑保护
的一个范例。政府要做的，

是要提供保护的模式和资
金支持。”

世界著名的美国规划
师沙里宁说过，城市是一
本打开的书，从这本书中
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市民的

抱负、市长的抱负。南京大
学这位专家说，颐和路街
区是南京的外在表象，它
的命运可以判断该城市居
民在文化上的追求和品

位。在保护和开发中，需要
的是对历史的一种敬畏，
这就要求在保护模式上进

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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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颐和路一带很多神秘
的公馆一样，平时，江苏路
25号的铁门是紧闭的。然

而，令人感到刺目的是，水
泥门柱上写了个红色 的
“迁” 字———颐和路 12地

块规划中，这里被划进了开
发区域。

大门在身后关上，也将
外界的纷扰吵闹关在门外。
虽是临街，院落里却静谧安
详。郭老太太的儿子吴维成

指着几株树给记者看：雪松、
梧桐都是当年祖父亲手栽下
的，跟房子同龄。

早在 1929年，《首都计
划》将颐和路、江苏路一带
规划为新住宅区，一时高官
名流蜂拥，纷纷在此落户。当

时的规模是花园洋房 9265
幢，宫殿式官邸 25幢，名副

其实的“万国建筑馆”。吴家
也在其中。

吴维成的祖父吴光杰，
在德国柏林炮兵学校读了 8
年书，后来又任国民政府驻
德大使馆武官。他也是颇有
名气的军事教育家，翻译著

写了多部军事著作。吴维成
说，这处私宅就是祖父用稿
费盖起来的。1930年，祖父
足足花了 16000块大洋，买
了这里的一亩多地，建造了
这座小楼。

记者看到，院子里的主

体建筑是一幢 3层小楼，据
说外形与吴光杰在德国居住
的房子一模一样，回国时他

特意向设计师要了图纸。青
色砖，梯形的屋顶坡度极陡，

方方正正的小楼，西南角建
成了六边形，稳重而又灵动。
为了安全，窗子上有红色的
铁格子栅栏。据说，这些铁都
是从日本进口的；而地板、楼
梯也漆成鲜艳的红色，木材
是美国进口的杨松，70多年

了，踩上去都听不见吱吱的
声响。

在浴室里，还放着一个
别致的浴缸。白色的釉面有
些旧，外面敲一敲才发现是
铸铁的。吴维成说，这浴缸是
祖父当年留下来的，也是屋

子里唯一保留下来的家具。
其余的，全都在辗转中丢失
散落，不知所终了。

小楼的住客，换了好几
拨：

建好才一年多，日本人
攻进南京城，吴光杰去了重
庆后方。吴家的宅子倒并未
荒掉，被汪伪政府的宣传部
长林柏生看中，他搬了进来。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汉奸林
柏生被枪毙，吴家人才又回

到了这处宅子。
但这次，也没能住上几

年。1948年，淮海战役后国
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光杰
带着房契去了台湾。解放后，
这里就被军管会接管了。“后
来又住过好多人。”吴维成
说，1978年，姑父徐修惠回
国参与三峡工程规划，姑母

吴世珊一同回国，来南京寻
找老房子。这里当时还住了

六户人家，全是省级机关的
工作人员：楼上住着一名厅
级领导，楼下还有名处长。

1980年，经国务院落实
侨务政策批准，江苏省政府将
江苏路25号住宅全部发还给
了吴维成的父亲吴世武。

江苏路 25号的房子，父
亲住的时间很少。

早在祖父去台湾的时
候，父亲吴世武一直跟随张
治中将军，受国共合作思想
影响很深的他没有走，而是
留在酒泉带领7000多人，参
加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酒
泉起义，对和平解放酒泉起

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父亲回到南京，一
家人就住在绒庄街一间十几

平方米的房子里。这样“复
杂”的家庭背景，那么多的海
外关系，十年动乱里，吴家的
日子很不好过：吴维成和四
个兄弟姐妹，以及母亲都曾
下放到农村。“如果不是姑母
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在这儿，

我们家还有幢小楼，父亲也

从来不讲。”吴维成说。
为了办房子手续，吴家特

意去了台湾，终于找到了当年
祖父带走的那份房契。在
2000年新换的房产证、土地
证上，记者看到，上面清楚写
着住宅使用权面积：1044.7
平方米———这也是颐和路12
号地块唯一一家有齐全的房

产证、土地证的民国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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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维成不想搬家、继续保
护祖宅的想法，同样引起了南

京市人大代表王湘的重视。
王湘，66岁，江苏省南京

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迄今已
连续20多年担任南京市人大
代表，2002年被评选为南京
市首届百名“好市民”。

上周四，王湘来到吴维

成的家，仔仔细细地访民
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并把

院子中的现状用相机拍了
下来。

王湘昨天说，吴家能把
祖宅保存得这样好，真的不容
易。可以看出，他们耗费了太
多的精力，而且，他们的房子
是有“两证”（房产证+土地

证）的。《物权法》出来了，老

吴的想法应受尊重，因为他保
护的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王湘还特别强调，规划
拟在老吴家院子里新建一
幢民国小楼，这肯定是不合
适的，破坏了历史原貌，这
事一定得谨慎。

王湘说，她已把相关建
议送到上级部门，希望地方

政府能协调处理好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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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规划局负责人
告诉记者，插建 9幢仿民

国建筑，确实是地块改造
规划公示的内容，但目前

尚处于公示阶段。“市民
不同的意见，将成为规划

局审批该规划、并确定是
否要建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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