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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7_A8_E7_99_BD_E9_c57_612988.htm 这是一座高3.2米、

面积为5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主人吕国华在二楼直不起腰

他有1.74米高，而二楼只有1.3米高。“其实很好了，坐着躺

着，还是蛮舒服的。”他盘腿坐在凉席上，一脸满足。1米宽

、2米长的凉席，是他的床。而这里的楼梯，是一根钢管。小

楼位于厦门市海沧区一座大型商场前，在两边是30层高的商

品房的夹击下，局促得像一个火柴盒。盒子里却塞下了几乎

所有的生活必用品，吕国华坚持称它为“我的豪宅”。“是

不是你在网上发帖，要建5平方米房子？”一个女孩认出了他

，跑过来提出合影。住在“豪宅”的吕国华俨然成为一个明

星，人们追捧他为“房奴代言人”。“十一”期间他在小屋

里居住了七天，其间逾万人参观。而三个月前，这个房子还

只是他脑海里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2007年7月13日，30岁的

吕国华突然发现：工作8年后，他的8万积蓄，只够在厦门岛

内买5平方米的房子。当天，他在网上发帖问大家：“没钱就

买个5平方米的卫生间，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样隔成楼中楼

？”“最有才的帖子”帖子发在小鱼社区厦门当地一个活跃

的论坛。吕国华在里面写下了和同事发牢骚时的一些设想：

“楼下1平方米的卫生间、1平方米的厨房、1平方米的餐厅，

剩下的2平方米做客厅。全部用折叠椅，墙壁上挂液晶电视，

说不定还能搞个沙发茶几。”“楼上的5平方米用来作主房，

放个床垫和笔记本就可以了。梳妆台也搞一个，楼上到楼下

用钢管上下吧。”“如果可以再买个半匹的空调，整个屋子



就好温馨。”他继续写道。2005年下半年，略有积蓄的吕国

华，动了买房的念头。“开始，我大多在市中心一带看房。

”吕国华说。厦门一称“鹭岛”，分岛内岛外，传统市区位

于本岛内。当时岛内中心房价不到5000元/平方米，吕国华手

头有4万，凑点借点能吃力按揭一小间。但他最后犹豫了，“

再等等，房价说不定就降下来了。”他等来的是房价的飙

升2005-2006年，这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蹿升了3000元。还没回

过神，他已经无法指望市中心的房子了。吕国华后来总结，

他的看房过程，从市中心开始呈发散趋势。从生活区到岛内

老工业区，后来开始考虑要不要在岛外买房子。到今年，他

看房的足迹甚至已经跑出了厦门，到了临近的漳州市角美镇

。那里的房子便宜，每平方米只要3000元左右。但必须花一

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进入厦门市中心，还不能堵车。直到7月13

日，在公交车电视新闻里吕国华听到，厦门岛内6月份房子均

价为12300元/平方米。他算了一下，自己的积蓄只能买个卫生

间。吕国华的帖子很快就成为热点，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有

人建议“在一楼买，往下挖可以搞游泳池”；有人建议“在

顶楼，可以多盖几层”；有人则回帖：“坚决不去你家吃饭

，人多了饭桌还得搁马路上，让人参观”；还有人一本正经

地提醒：“你不要算公摊吗？现在随便一套房子公摊都

在20%吧？”“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才的帖。如果真的能实现

，楼主，钢管的钱我出了。”网友crymoon回复。另一位网友

“扬一”，看了帖子后写道：“看着看着，想笑，笑完了，

还真有种心酸的感觉。”飙升的房价7月29日，行事认真的吕

国华在网上发帖后，同时筹划着将梦想付诸实践。他专程一

个人跑到厦门乡村，看能不能找到一块地，能用8万块钱盖起



一座房子。他花了3块钱，坐了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厦

门集美区后溪镇一个叫孙厝村的地方。在村边的田地里，他

见到村民就跑过去问，“能不能在村里买地盖房子？”“问

了好多个，都说不能卖。”吕国华失望而返。吕国华看新闻

时发现，去年 9月厦门房价同比涨幅11.4％，排在深圳北京之

前，居全国之冠，甚至引起国家发改委秘书长的批评。在厦

门房地产业浸淫十年的知行房产的总经理谢凌峰介绍，由于

受1998年“远华案”影响，厦门房价滞后到2002年才开始上

涨，但随后一路高歌猛进。2002-2005年国家调控前，房价已

翻了一番；去年下半年开始更是加速上涨，到今年一年时间

房价又翻了一番。“涨得这么厉害，出乎很多人预料。”谢

凌峰说，“今年10月前凡有新盘，都可以说是极度火爆，‘

抢盘’时有发生，几近疯狂。”10月15日，吕国华给记者发

来厦门房地产联合网最新统计：10月的第二个周，厦门全市

住宅成交均价已达15610元/平方米，岛内均价则突破2万元/平

方米。该网6月底的一份调查表明，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厦门

房价仍将持续上涨。现在的吕国华，早已不再去实地看盘，

只不过偶尔在网上瞟几眼。“现在就是挤破头，也没有当房

奴的资格了。”吕国华黯然。7月中，吕国华收到意外惊喜，

网友“往事随风”愿意提供家里5平方大小的阳台。“他说如

果觉得合适，真的在阳台上造楼中楼都没有关系。” 那是一

个三口之家，在一幢7层楼高住宅楼的五层。8月4日周六，吕

国华前往察看。他看到阳台面积大小很合适，但是高度不足

，无法隔成两层，只能辜负“往事”的一片好心。最尴尬的

“夹心层”7月底，网民蒋奕浏览小鱼社区时，看到了吕国华

的帖子。作为1980年代生人，蒋奕对帖子深有同感，从事文



化传播的他想着能不能把这个点子变成现实。通过网上的联

系方式，蒋奕找到吕国华，同时又找到此前认识的一家商场

企划负责人李凡。李凡说“自己也是房奴”，赞同蒋奕的设

想。房子将竖立在岛外海沧区一家新商场外，并作为开业活

动的一部分。这虽然会带上些商业色彩，但已经对5平方米小

屋灰心的吕国华，乐见其成。“如果世界只剩下5平方米，你

会怎么活？”蒋奕想到这样一句话。吕国华没有厦门户口。

几次见面，他都是穿短袖和七分裤，着运动鞋，一头短发中

已有不少见白，戴一副眼镜。1997年他从泉州乡村到厦门大

学就读，由于是专科，户口留在老家。在厦门生活了10年，

他说非常喜欢这座海滨城市：干净，气候适宜，节奏不紧不

慢，他希望能在这里定居。“他们被称作‘新厦门人’。”

谢凌峰说，这部分人的特征是，籍贯不在本地，但长期居住

、工作在厦门，有购房需求。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新厦门

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统计数据表明，至2006年末，厦门

共有户籍人口160万，常住人口233万，其中城镇户籍109万。

也就是说，城市本地人口和“新厦门人”比例为10∶7。据厦

门市统计局数据，2006年厦门市城镇在岗职工人均月收入

为2129元，当地媒体报道称，市统计局专业人士分析，超

过60%在岗职工收入未达到平均水平。工作8年的吕国华，现

在每月的收入近5000元，但他也只能望房兴叹。“高房价、

低收入，中低收入人群根本没有其它路可走。”厦门市社会

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林粟如说。为解决

其中的冲突，厦门2006年开始建立社会保障性住房体系，包

括保障性商品房、保障性租赁房、廉租房和安置房。该体系

被认为能有效解决住房问题，成为全国典型经验。但进入该



体系的前提是有厦门户口，吕国华不在此列，他“没有其它

路可走”。“这一块的量太大了，我们也只能尽心、量力，

先考虑本地人。对外来常住人口，考虑不是近几年的事。”

林粟如说。“他们属于‘夹心层’，买房只能买商品房，但

商品房又买不起。他们被遗忘了。”谢凌峰说。9月23日，小

屋开始动工建设，受到众多网友的关注和支持。有两位热心

网友甚至给吕国华发来房屋设计图，其中一位从事专业建筑

设计。9月29日，房子完工。李凡说，整个小楼的成本价不

足2万元。活动海报上的语言则带些诗意：“9月30日下午，

厦门房奴代言人Mr.5开始五平方米空间生存。一个平凡小民

的全部梦想、现实、苦恼、欢乐⋯⋯都将塞入面积仅为五平

方米的小屋内聚焦绽放。”最局促的生存方式夜幕降临，人

群散去，四周慢慢安静下来。9月30日晚上，搬进小屋的第一

夜，吕国华心里很兴奋，又有些不相信，一时无法入睡。他

把闹钟定在8点半，结果一直到3点才睡着。早上8点吕国华醒

来，突然发现，玻璃外面，上千人黑压压的脑袋在看着。他

吓了一跳。有个人问他：“你是不是在挑战什么啊？”“不

是，这是我的家。”吕国华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小屋二楼凉席旁边放着一个铁皮柜，既是储物柜，又是电脑

桌。房子还接了宽带，中间地板是一块钢化玻璃，显得通透

。一楼中间放着一张小折叠桌，两边是坐垫和靠垫，就是客

厅。一个角落放着车载冰箱，上面隔出几层放上电磁炉、电

饭锅，就成了厨房。旁边立着洗漱池和马桶。吕国华很满意

：“来人了，客厅还可以打麻将。其实五平方米也可以生活

得很好嘛。”做客的人太多，马桶也被当成椅子。到第四天

马桶盖就坏了。“坐过差不多上千人吧。”10月4日，他专门



邀请曾打算提供阳台的“往事”前来做客，二人在“豪宅”2

平方米的客厅里喝茶聊天，唏嘘不已。来得最多的是买不起

房的年轻人。“他们问的最多的是，到哪里能买到这样的小

房子？”但来做客的房产界人士告诉吕国华，按国家标准，

根本不可能建这样的房子。“他提到房子要有消防通道，洗

手间、床周围都有间隔要求。房子最高可以建3.2米，但算上

楼板厚度，不可能这么高。”住小屋时，吕国华的女友小玉

每天都会来看他。她觉得吕国华性格好，没什么脾气。两个

人已经基本确定了关系。有次吕国华问她，是先结婚后买房

子，还是买了房子再结婚。“其实男人就不该问这个问题，

当时说出口就知道不应该。”吕国华说，当时小玉回答，如

果有可能，还是先有房子再说。目前，不在小屋的时候，吕

国华和他的两个妹妹住在一起，每个月房租1300元。为了省

钱，房子租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每天早上出门上班，走15

分钟才会有公交车站。李凡说，小房子会一直保留到年底。

这个小屋没有产权，只是一个临时建筑，吕国华的“豪宅”

生活并不能长久，但他细心保管着房子的钥匙，乐意有空就

过来住在“豪宅”。他的行为，被更多认为是一种“行为艺

术”，学计算机出身、一直做技术活的吕国华说他不理解这

个词，在厦门生活10年里，租屋并没有给他归属感，但小屋

的出现，使他这个平凡小民也体验了一把拥有 “豪宅”的梦

想。“豪宅”内外，贴满了纸条，小朋友们画上自己心中的

童话小屋，大朋友们则有话要说。“有这种生活真是太遗憾

了，人生要在这五平方米度过，可悲啊！”“柠檬”一声感

叹，但旁边马上就有人反驳：“我觉得可喜，因为他还拥有

五平方米，我们上班几年，都没有五平方米。”1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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