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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花衣街 !!%号的沈宅，终究没保住 !&'

年的老命。!(日下午，它被卸下最后一根雕
花横梁。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现场已成废
墟。
当天早晨，报纸刊登有关方面的表示：

“沈宅的拆迁已被叫停，并已派人实地了解
情况。”但实际上，拆房队在赶工，见报当天
傍晚就将沈宅全部拆毁。那天，我整天在现
场，亲眼目睹整个过程。上周电视台曝光后，
我几次前去。起先，施工队还有所顾忌，但到
!(日那天，他们横竖横，只顾抓紧拆了。
沈宅，与众不同，房子坐西朝东，面对东

方，向着大海。它建于咸丰十年（!)%$年），
是沙船四大亨之一福建移民沈家的大宅。在
去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其被列入上海
“不可移动文物目录”，这通常被认作是有了
“保护令”，未经主管部门许可，任何人不能
随意改建，更不要说是拆除。
不可移动，终究还是动了。公开是叫停，

实际是赶紧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沈宅
被拆究竟是已获批准还是疏于管理？是拆房
队的蛮横还是什么人在阳奉阴违？如果合法
合理，光明正大，又何必躲闪？

叫停声，余音犹在耳，但那些个雕花横
梁，却没了影儿。上海，又多了一块地皮，少
了一根文脉……

沈宅：“叫停”声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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