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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房子虽然还在朱

俊才名下，可实际上已经
抵押给银行了。”昨日，记
者辗转从知情人口中获
悉，沈举人巷26号、28号
的张治中公馆居然背有
1000万的债务。

记者调查发现，现任房

主 朱 俊 才 2005年 花 了
1000万买到了该房的产
权，2007年2月，朱俊才把
该房抵押给了南京一家商
业银行，为一位张先生个人
经营性贷款做担保。房屋价
值评估为1715.8万，按照

房屋总价六成的额度，这笔
贷款达到了1000万。

抵押期是从2007年2
月到2008年2月，而张治中
公馆两次拆除都在抵押期内。

作为抵押物，房子可
以拆除吗？江苏天之权律师

事务所律师朱凯告诉记者：
按照常规，被抵押的房子如

果要拆改都必须要提前征
得抵押权人同意，如果不征
得同意就动工或者申报的
是维修、实际是拆除，都直
接侵犯了银行的抵押权，银
行有权要求其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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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房子被拆了，就

这块地，在新街口地区也应
该值1000万吧。不过原先
的房子有历史文化价值，又
超出一般房子的价值，拆了
重建恐怕这部分价值就要
消失了吧！”昨日，南京一家
中介的房产经纪人为这块

地做了个评估，该院落一共
占地达到 1600多平方米，
按照1万/平方米的地价，
也应该值1600多万。如果

再建好房子，即使重建后只
能按现代建筑估价，该房原
来建筑面积 914.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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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米2万元，房子

应当在1800万左右。因此，
就算公馆作为文物的价值毁
损了，但作为一块黄金宝地
的物产房主怎样都不会亏。

而且种种迹象显示，房
主在此房上的获得远大于投
入。该房曾不止一次被抵押，

从2005年6月现任房主获
得产权，仅一年后，2006年6
月，该房就被抵押给一杨姓
个人，事由是房主向杨先生
借款1000万，房子被作价
1700万抵押；2007年 2月
注销了抵押，但当月该房就

被抵押给银行，贷款额仍然
是1000万。在房主取得该
房的近两年半时间里，该房
有1年半都在“被抵押”。

房主投入了1000万购
买此房，但现在看来，房主
一直都可以将这1000万贷

出使用，而且还享有了该房
的产权和升值回报。

快报连日报道“张公馆遭遇野蛮
拆除”一事有了最新进展。一直保持

沉默的张公馆房主终于浮出水面，房
主名叫朱俊才，2005年他以 1000万
元的价格购得该处房产。昨天，他将
拆除公馆的三点理由通过第三方转告
文物局，文物局对此作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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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才昨日通过第三方转告文物

局，表达了他的观点。朱俊才表示，首
先，沈举人巷26号、28号的房产，张
治中本人没有居住过，只能说是“张
治中房产”而不是“张治中公馆”。

其次，那一栋半房子是非拆不可
的。去年，文物部门同意他报批的第
二套维修方案，即在原有房屋的基础

上增设柱、梁，将原有楼板屋面部分
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造型则
大致保留。但在具体的实施中，施工
单位发现，房子遭遇了大量的白蚁，
已经摇摇欲坠，是一座危房，不得不
拆了重建，否则技术上行不通。

最后，他的这种做法是合法的，因

为文物局说，可以将原有楼板屋面部
分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他的做法
就是按照文物局的思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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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俊才的说法，文物部门表

示，朱俊才的辩白是无力的。
首先，虽然张治中本人没人居住

过这个房子，但是张治中的家属、亲
戚住过，是张治中的房产，就应该是
张治中公馆，并被列入南京市市级文
保单位。

其次，房主根本没有按照文物部

门的思路进行维修，而是大肆拆除。
“张治中公馆是南京市市级文保单
位，文物维修只能是修旧如旧，最大
的动作也就是落架重建，也就是把所
有的结构，一砖一木都编号，然后按
编号把房子再修建起来。现在，房子
拆了大半，怎可说是维修呢？”

最后，南京市文物局有关人士表
示，朱俊才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
条第三款“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
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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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到张公馆实地勘察过，

房主实际上是偷梁换柱，他现在做的
就是方案一，而不是方案二。”东南大
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曹双寅表示，房
主说的必须拆了重建才行，否则技术
上行不通的说法，不成立。“张治中公
馆还是挺结实的，根本不需要把基础
拆除，根据现有的常规技术，我们可

以对这所房子实行“疱丁解牛”，完全
没有必要进行拆除。对这座房子，维
修的时候，可以在主体结构、外形不
变的情况下，进行局部更换，把白蚁
侵蚀的楼板替换出来，完全可以做到
修旧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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