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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颐和路试点改造区

包括江苏路 33号 !!"#

"#$%&、江苏路35号'!"#

"($)&两幢楼的修缮，以及在
33号南面新建一幢编号为
“5-2”的小楼。记者在现场
看到，这里已被高高的广告牌
围挡，广告牌上的改造规划不

断吸引路人停下来观望。
高高的广告牌后，这里原

先究竟住着什么样的神秘人
物？“江苏路33号”的二层
小 楼 貌 不 惊 人 ， 面 积
399.15m2，这在颐和路的公馆
区里算是小的。但其主卧、办

公室、次卧三间朝南，十分敞
亮，二楼的主卧达到了
21.2m2。

承担改造任务的宁颐公
司多方搜集的资料显示：“江
苏路33号”的原主人叫张笃
伦，民国时期历任上海警备

司令、四川边防军总司令部
高级参谋，解放前做到了重
庆市市长、湖北省政府主席。

而江苏路35号，看起来
它更加破旧，它的原主人叫蓝
宗德，做过汪精卫政府的财政
部科员、卫生部总务处长。而

房子却是他没有入职前，与老
丈人共同出资、买地兴建。

除了这两幢二级民国建
筑，新建的“5-2”楼原先是
江苏路31号的辅楼（非民国
建筑、已拆除）。而“31号”
除了主人叫光宣浦外，具体情

况“不详”。于是这块地原来
是干什么的，旁边的辅楼怎么
冒出来的，都无人知晓了。

无论是政府官员张笃
伦、还是富贵之家的蓝宗德、
还是事迹湮没的光宣浦，他
们在颐和路的公馆区里或许

都不是最著名的，然而三户
人家的不同轨迹在这片老宅
里却是如此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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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都计划”里完

整规划的住宅区，当年的颐
和路之所以如今依旧如此具

有魅力，因为它是当年南京
唯一一个按规划图建造的小
区。在这里，虽然有些房子就
是直接从国外拿图纸回来盖
的，然而却找不到两幢完全
一样的房子。

论建筑艺术，民国建筑的

一大特色在于“中西合璧”。
现在的 “江苏路 33

号”，正门上方有一处圆拱型
门檐，似乎依然显露着当年
它作为“前卫”西方建筑的
风采。在原主人离开后，三十
多年来这里依旧是中西文化

水乳交融。
因为就在今年 “五一”

之前，这里还是人来人往的
交警五大队所在地。“五大
队”由于辖区里南大、南师大
等学校众多，是网上众口相
传的留学生在宁购买自行车

后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地，也
是中方向留学生宣传南京交
通规则、让他们融入在宁生
活的窗口。
“五大队”在这里办公

究竟多少年了？现在队里的
交警、甚至周围邻居都很少

有人说得清。因为资料显示：
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
就租给了“五大队”，这样算
来，至少已经有二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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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

史。如今这里拆除了 10900
平方米的违建和非民国建
筑，看上去虽然有些凌乱，但
在拆迁后显露出来的每幢老
建筑，依然隐隐透出当年主
人的雄心与霸气。

该项目负责人宁颐公司

总经理詹峰告诉记者：政府
投入巨资保护民国建筑，颐
和路第十二地块仅拆迁费就
投入2亿多元，而这里的民
国建筑一共就31幢。这还不
包括翻修的成本。

但这些房子大多都是砖

木结构，论寿命一般只有六

七十年，如果不修缮，这些房
子或许就此湮灭。

当记者问到投资回报何
时收回时，项目负责人表示：
这不是改造单位的唯一考虑，
重要的是要保护好民国建筑，
重现民国历史街区风貌，成为
南京乃至国内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改造的成功典范。

记者了解到，它的改造
曾彻底否定了娱乐休闲街区
的计划，该项目改造后的功
能定位为发展总部经济，为
著名中外企业和跨国公司等
提供办公场所；引进省、市以
上驻宁机关办事处。这样既

能保持街区的宁静，又离山
西路商圈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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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该项目的设计

请了南大建筑设计院创作所
所长肖伟平，不过颐和路改
造的原则就是“原汁原味、修
旧如旧”，所以留给设计师的
创作余地并不大。在建设专
家们看来，没有一种改造方
案能比“重现原味”更好。

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教
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
会副会长刘叙杰告诉记者，
建筑的创新非常难，颐和路
如果不能维持当年风格，那
就谈不上打包“申遗”。而在
此之前，众多的民国风情建

筑改造，没有一个被认为是
保留了当年的原貌。
“比如江苏路 33号，原

来外墙是黄色、水泥砂浆呈
拉毛状，那我们要修，也用装
修砂浆来拉毛。”改造单位
告诉记者，该工程打算请专

业的民国建筑修缮公司来施
工，就连江苏路35号阳台上
的红砖花墙，改造后也依旧
是用砖做花墙，只不过砖用
青砖，隔花改横条为斜条，与
整个建筑色调更协调。这样
的修缮比一般的民房改造、

甚至重建都“费钱”，专业用
材也不是一般家庭自己能找
到的。 RSTU 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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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放假啦！”两个月的暑假

怎么过？昨晚，山西路广场举行
了一场暑期活动项目推介会，
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一下让
家长和孩子们“挑花了眼”。
“妈妈，我想参加军事夏

令营。”活动现场，很多家长带

着孩子，就像在超市选购商品
一般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夏令营
活动，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
站在军事挑战夏令营的宣传展
板前不肯走，“这个很苦，你不
怕啊？那边有学英语的，妈妈给

你报那个。”小男孩只好跟着
妈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都挑花眼了！”家长宋女

士带着12岁的女儿在现场转
了两圈，也没能决定下来。据了
解，这次由南京市青少年宫策
划组织的项目推介会一口气拿

出了快乐教育系列、意志挑战
系列、智力激励系列、体验成长
系列等八大系列近50个夏令

营供家长和孩子们挑选。将暑
期活动集中起来向市民进行推

荐在南京还是首次出现，有的
家庭“全员出动”来为孩子挑
选一个称心的夏令营。

记者发现，在一个“儿童
金钱训练营” 的宣传展板前
围了不少家长，“这个训练营
教些什么内容啊？”“什么人

来教啊？”家长们你一言我一
语纷纷就夏令营的具体内容、
老师等情况向现场咨询人员
提出疑问，咨询人员解释说，
现在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
“小金库”，但很少有金钱意
识，要么乱花，要么交给爸妈，

这个训练营就是要培养孩子
从小的金钱意识，教孩子理
财，盘活自己的“资产”。“这
个训练营是首次开的，请一些
银行里的理财专家和少儿心
理学的专家来授课，当然考虑
到都是孩子，会用最通俗的语
言上课。”

“这幅字写得真好，没想
到竟然是一个 6岁娃娃写的

……”昨天，从积善社区活动
室里不时传出啧啧赞叹声。据
了解，2005年，积善社区的九
位居民自发组成了社区书法
协会。到目前为止，会员人数
发展到16人，其中年龄最大
的81岁，最小的才6岁。每

周末会员们都要到社区切磋
书法技艺、交流心得体会。同
时，社区还为他们聘请了一位

老书法家指导书法。
近日，书法协会在社区活

动室里举行为期一周的书法
展。在开展短短几天的时间
里，已有 300多位居民前来
观看书法展览。这57件书法
作品中，有行如流水的草书、
行书；秀丽端庄的隶书、楷书；
还有18幅栩栩如生的植物及

神灵活现的动物绘画。
YX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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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日，明孝陵下马坊神烈山碑边

上，民工在清理泥土时，意外
发现一块刻有巨型龙云纹图
案的石刻。专家称，这件石刻
是神烈山碑亭中的构件———
石枋子。

昨天下午1点左右，记者
来到下马坊，在神烈山碑边

上，一块长方形的巨型石刻静
卧在地上，石刻表面刻有一条
高浮雕巨型五爪龙，四周布满
了云纹图案，雕工完美，工艺
独特，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石雕

艺术精品。整个石刻长约 6
米，宽约1.5米，厚约0.5米。

据现场 3名民工称，“挖

出来的时候，就发现石刻断成
三截。”

省社科院明史专家季士
家先生表示，这件石刻是神烈
山碑亭中的构件，也叫石枋
子。他说，这件石刻毁于太平
天国时期，上世纪 60至 80
年代，他还看到这件石刻保存
完整，躺在神烈山碑边上，估

计是卫岗道路拓宽后，才把这
件石刻埋在泥土里的。

据了解，早在明代，明孝
陵下马坊神烈山碑边上共有
4块这样的石枋子，但此次发
现的石枋子只是其中一块，另
外 3块石枋子依然埋在下马

坊周围，不被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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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去年江苏省气象

局提交了北极阁气象博物馆
的建设方案，前天通过了专家
论证评审。立项获批后，计划
明年 9月博物馆 1期工程将
建设完毕。

7月 4日上午，中国北极
阁气象博物馆建设方案专家

论证会在北京举行。省气象局
副局长韩苏明对北极阁气象
博物馆建设的意义、条件、前
期筹备情况和设计方案进行
了专题汇报。专家组经过讨论
后，一致认为北极阁蕴藏着丰
厚的气象历史文化资源，独具

国内建设气象博物馆的优势，
中国北极阁博物馆设计方案
主题鲜明、定位准确、方案可

行，并建议尽快完善设计方

案，报中国气象局立项批复。
据了解，方案获批后，将

按两期工程进行建设。按计
划，明年 9月 1期工程将完
工，2010年3月2期完工。气
象博物馆里究竟会展出哪些
内容呢？据介绍，它有别于我
国其余省市已经建设的气象
科技馆、气象名人纪念馆等，

是我国首个专门展现气象历
史的博物馆。按古代气象、近
代气象、现代气象三个部分的
主题内容布局，展出详实的气
象历史文字、图片、资料、实景
实物，结合运用多维多媒体演
示、特技模拟等高科技手段展

示，反映中国气象历史全貌和
源远流长的气象文化，并宣传
基本的气象知识和气象灾害
防灾避灾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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