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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命运堪忧
老洋房的保护者同时来自政

府和民间。《条例》中规定的管理
主体是市、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或
者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如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历

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的
义务，对危害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
秀历史建筑的行为，可以向规划管
理部门或者房屋土地管理部门举
报。规划管理部门或者房屋土地
管理部门对危害历史文化风貌区
和优秀历史建筑的行为应当及时
调查处理。”

有关优秀历史建筑的报批及
建筑周边新建建筑都要经过这两
个主管部门的同意。
抛开这些层面，具体的房屋保

护与管理落到居委会和街道身上。
懿园属徐汇区天平街道建岳居委，
钱红卫是块长。因为从小在这里
长大，她对这条里弄特别熟悉，既
有热情又有正义感，是名符其实的
懿园“守护者”。

“最差的就是居民区，没人
管! ”钱红卫一口气讲了好几处违
章搭建，还有些人为了出租给老
外，将房子结构乱改。"#号是一栋
很漂亮的尖顶房子，可二房东用
$%&&元的月租借下来，为了增加
面积，在尖顶里搭了一个阁楼，开
了一个天窗，看上去非常不协调。
物业开了整改通知书，拆违办也来
过了。“可拆违办说这是房间里面
的事，不归他们管，又走了。”钱红
卫说。'(号甲重新装修，把浴缸和
卫生间放到房间里，要重新排管
子，将路面挖开，被居委会坚决制
止，但浴缸和卫生间还是改了。“很
多人为了把房子借给老外，就迎合
他们的喜好，乱改乱建。”这已成为
老洋房租赁市场上的一大乱象。
钱红卫既是块长，又是徐汇区

去年成立的历史建筑保护志愿者
队一员，加上从小在这里长大，对
老房子特别有感情，常带动居民一
起反对破坏老房子的行为。住在
这样的里弄，居民对此非常心齐，
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在支撑着
他们。有一次 ')&多人签联名书，
硬是将一个违章建筑给“腰斩”了。

文管部门也是历史建筑保护
的一支力量。去年，徐汇区文管办
联合街道组建了一支 (&&多人的
志愿者队伍，每月检查辖区内优秀
历史建筑的保护情况，一旦发现破
坏立即上报。这支队伍里有居委会
干部、医生、公务员、退休人员……
每个月，他们再忙都会抽出半天时
间，把分管的地方跑个遍。这支队
伍总能及时发现问题，这是令人高
兴的地方，但他们自己却牢骚满
腹，原因是问题报上去，解决不了。
一个来自居委会的年轻志愿者说：
“有些地方已经不好意思去了，因
为问题总也无法解决。”她还负责
检查宋庆龄故居，但这一年多来，
宋庆龄故居一直处于大修状态，大

门紧闭，每次只能从门缝里看，施工
人员根本不睬他们。“到现在我也不
知道为什么大修这么长时间还没修
好。”她说，当志愿者以来最深的感
受就是缺少有力的主管单位。

天平街道社区文化中心文物
管理员罗锦芳说，在几年前的第三
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仅天平街
道就新发现 (&&多处有建筑特色
的历史建筑，但目前列入文物保护
名册的仅 ## 处。据上海房管局
(&&"年至 (&&*年的统计，未列入
优秀历史建筑的占三分之二。罗锦
芳说，她看过街道内所有的历史建
筑，只有现在上海音乐附中使用的
东平路 +号“爱庐”保护得最好。但
它的地位非同寻常，是宋子文送给
妹妹宋美龄的嫁妆。有些保护建筑
借给别人开酒店，破坏也不小。如
将原来的窗敲掉，改成落地玻璃
窗，或按酒店需求，改变内部结构，
会造成更多破坏。懿园 '++,年被
列入上海市政府“优秀历史建筑”，
保护尚且如此，另外三分之二建筑
的命运更令人担忧。

关键要解决使用权问题
+ 月 %- 日，由上海世界华人

收藏家大会组委会、上海阮仪三
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及上海石库
门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老
房子保护和收藏论坛”上，与会者
达成一个共识，即对老房子的修
复要依靠民间的力量，政府受到
很多掣肘。
陆伟自 ())+年起做老洋房中

介，他说上海老洋房市场上有三类
购买主力，一是外国人，这是最早
来的一批，他们非常喜欢上海的老
房子；())- 年开始有港澳台同胞
介入，他们有明显的落叶归根心
态；现在有很多在国外受过教育的
国内人士来买，基本上是公司高管
或企业主，目前这部门人呈上升趋
势，占到 -)./,).，但还不是主流。
购置老洋房的人心态不一，有

些人有非常强烈的保护意识。他提
到一个瑞典人买下一栋老洋房后，
特地找原来的业主拿到了房子的原
始照片，将壁橱、扶手都保留下来，
老壁炉破坏比较严重，他也去做了
一模一样的，恢复了房子的历史价
值。但也有些人会为了生活的方便，
破坏老房子里的设施，如没有实用
价值的老木柜、壁炉等，改造卫生间
和浴室，再安装上地暖等等。更有些
纯粹是投资客，完全以购买现代住
宅的心态寻找老洋房，准备买下来
后大改特改，这样的客人，陆伟往往
委婉地拒绝，“因此也失去了不少素
质不高的暴发户。”他笑着说。
但是对于专家们提出的“依靠

民间力量”，他有些不以为然，因为
实际操作中他清楚地知道真正的
问题在哪里。
“使用权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

民间力量不可能大规模介入。”陆
伟说，上海的老洋房很多以使用权
为主，产权是国家的，所以实际在
流通领域中的老洋房翻来覆去就
是那么几套。使用权的房子不是不
能买卖，但是有限制，外地户口不
能买，还不能办理贷款，对购买人
群做了很大限制。
“即使有资格买的，也不愿意买，

现在老洋房差不多每平方米 ()万
元，新式里弄每平方米 0万元，老
公寓每平方米 *万元，花了几千万
元，买进的房子还不属于你，这多
让人担心。”陆伟说，这个问题解决
了，市场放开了，将对老房子的保
护做出很大贡献。他的观点与上海
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
筑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原上海市
房管局副总工程师兼历史建筑保
护处处长、房屋修缮改造处处长王
安石的观点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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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系教授、博导钱宗灏认为，老洋
房远没有石库门里弄处境危险。他
说：“石库门是上海最市民化的建
筑，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被成片地
拆掉，令人非常痛心，应该得到更多
关注。”

石库门里蕴含着历史
上海最早的石库门建筑始于

%+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平天国定都
南京后，将江浙最富裕的乡绅地主
赶到了上海租界，这批人急需住房，
促使上海发生了自开埠以后第一次
“房荒”。在租界里的外国公司敏锐
地捕捉到商机，看到投资房地产比
鸦片贸易赚钱还要快，就大量建起
中西合璧的石库门联排房子供租
售。上海有门牌号也是自那个时期
开始。第一批石库门里弄诞生后，
它作为上海民居的主流建筑流行了
半个多世纪，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新式里弄和公寓出现，石库门建
筑的建造才告停止。

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
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有时候会在一
个小小的弄堂里聚集。酷爱老建筑
的上海人陆伟有一个名为“上海老
洋房的故事”的微博，这个微博和他
的博客聚集了 %)))多名老洋房爱
好者。几年来，他几乎走遍了上海
每一条弄堂。他发现有的小弄堂本
身就是一个“万国建筑博览会”。
“老重庆中路上的渔阳里，主体是典
型的海派风格建筑，既有正统的石
库门风格的房子，也有英式、中式、
法式建筑，还有意大利古罗马风格
的穹顶。还有些房子是两种风格相
结合，比如与法式风格相结合的石
库门建筑，既有高高大大的石库门，
又有非常漂亮的法式铁艺阳台。”

靠近外滩有一处石库门房子，

被陆伟称为“广式石库门”。这家房
子的业主是广州人，上世纪初到上
海做贸易，选在近苏州河边造房子。
由于当时还流行石库门风格，他便
入乡随俗，将门头做成了石库门，但
他乡情难舍，里厢依然是按照广式
里弄风格建造，所以上海的石库门
通常只有一进，他家的房子却有三
进。
陆伟认为，这些糅合了多地建

筑风格的单体建筑或建筑群，本身
就能反映上海移民城市的特点，应
该特别保护。

拆的是一代人的记忆
“虽然我没有获得过上海石库

门建筑的权威数据，但最多的时候
估计有 %)))多万平方米，现在保留
下来的可能不到 -).。”钱宗灏说。
上海的花园洋房从一开始就是

贵族化的，有西方侨民在上海建造
的花园住宅，也有一批是和外国人
做生意的实业家建的。发展到上世
纪 -)年代晚期，产生了平民化的、
满足中产阶级需要的西班牙式花园
住宅，建筑风格简单而优雅。由于它
们诞生的年代比较晚，建筑品质较
好，目前在收藏和保存上还没有太
大的问题。

石库门建筑处境堪忧的原因
是：其一，与这些花园洋房相比，建
筑品质较低；其二，它们早已过了砖
木建筑结构 #)年至 #"年的自然寿
命期，年事一高，砖头要酥木头要
烂；其三是不合理的使用，即上海人
熟知的 #(家房客。石库门民居在刚
建造起来时，是给一家一户居住的，
如大儿子住东厢房，小儿子住西厢
房，佣人住亭子间等。解放后，由于
上海可供居住的房屋欠账太多，很
多石库门房子里住了许多人家，几
乎难以见到独立的石库门房子里只

住一户人家，这样超负荷的使用对
建筑本身的维护没有一点好处。

恶劣的居住条件迫切需要改
造，所以经济一旦有了好转，政府就
着手改造石库门里弄。钱宗灏记得，
上世纪 +)年代曾有过消灭多少个
煤球炉和马桶的口号，自此“二级旧
里”被成片改造。
“政府的初衷是为了改造上海

市民的生活品质，同时也获得市场
回报，促使政府愈加有拆除旧建筑
的冲动，于是就形成循环，到现在也
没有停止。”

不能再继续拆下去了
去年，闸北区慎余里拆迁就引

起较大争议。慎余里是一片东临黄
浦江、南抵苏州河、建成于上世纪
-)年代初的石库门建筑群，内有 #

条弄堂，伫立着约 ")幢砖木结构的
二层石库门建筑，规划严整，全部为
双开间一厢房。每一幢房子清一色
青砖到顶，楼顶有晒台，二楼都有钢
筋水泥结构的阳台，整个建筑群保
存得非常完好，里面还有两处大宅保
护价值较高。由于这个地块被规划建
成城市公共绿地，慎余里被全部拆
除。当时管理部门要求在拆除时将两
栋大宅原样保留，但最终未能幸免。
居住在石库门里弄里的居民得

到实惠，以搬迁到上海边远地区为
代价，改善了居住条件；开发商靠造
新房，获得利润，看上去这是一个多
赢的局面，实则短视。进入 (%世纪
后，保护老建筑的意识抬头，人们认
识到不能再拆下去了，再拆，整整一
代上海人的记忆就被抹去了，这座
城市的历史就没有了，于是越来越
多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开始大声疾
呼。
“这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

识。”钱宗灏说。

再拆，历史就没了
本报记者 姜燕 文 周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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