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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半， 这也叫维修？！ 文物部门紧急叫停房主破坏文物的

违法行为 位于新街口沈举人巷的张治中公馆是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是南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令人吃惊的是

，这栋建筑目前正在被活生生地拆除。昨天，南京市文物局

闻讯后赶到现场，对这一严重破坏文物建筑的违法行为紧急

叫停。 现场直击 两栋建筑被拆得仅剩半栋 昨天下午，记者来

到位于沈举人巷26号、28号的张治中公馆，公馆西侧的大铁

门紧闭，东侧的大门已经被塑料布和木条挡得严严实实，有2

个工人正在盖门楼。 敲开西侧的大铁门，一名戴眼镜的中年

男子警觉地问记者干什么，记者亮明身份后，男子勉强让记

者走进大院。斜对大院门口的是半栋2层小洋楼，灰色的墙面

和深灰色的尖状屋顶证明了这栋民国建筑的历史，但在这半

栋小楼东侧，地面上全是破碎的青砖和木块，从地基上可以

看出，与这半栋2层小楼相连的同样是半栋2层小楼，但已经

被夷为平地。 不但如此，在张治中公馆院内北侧，更是一片

狼藉，工人告诉记者，这里是沈举人巷28号，公馆南侧的那

栋楼是26号，“28号这栋楼是4月份拆掉的，26号的那半栋楼

是上个月拆的，现在剩下的半栋楼是施工人员临时宿舍。” 

拆掉的砖瓦根本没编号 按照规定，张治中公馆作为文物保护

单位，即使维修或拆除，其原材料必须按编号存放，以便于

修复时使用。但在公馆大院内，记者看到，无论是在28号的

建筑原址，还是在26号的半栋小楼原址，地面上堆放着杂乱



无章的碎砖破瓦，不少砖头残缺不全，连起码的保存都没有

做好，更谈不上编号存放了。 一名身着套装、40岁左右的女

子指着公馆院子中部一堆排放整齐的青砖告诉记者，这些砖

都是拆掉房屋后特意留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复使用。但

记者注意到，在公馆南侧墙边，堆放着更多的青砖，这些青

砖显然是新砖，这名女子对此并不否认，她表示，因为公馆

建筑年代太久了，是砖木结构，不少砖头和木头肯定不能使

用了，这些新砖是修复时使用的。 据记者了解，她是张治中

公馆现任主人的下属，姓曲。 请来的工人可能是“游击队” 

在公馆东侧的大门处，两名工人正在盖门楼，记者看到，已

经盖好的门楼青砖明显与围墙上的青砖不一样，记者问这些

青砖是从哪里来的，一名工人指着公馆北侧空地说：“这些

砖是那栋楼拆掉后剩下来的，盖门楼正好。”当记者想进一

步问他时，站在旁边的另一名工人制止了他，并用方言向他

大声吆喝了几句，这位工人便不再言语了。 记者走到旁边，

问一名坐在地上的工人，这支施工队伍属于哪个公司，这名

工人不以为然地说：“我们不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喊我们来

拆，我们就来了。”记者注意到，整个公馆内外，没有任何

施工标牌和施工证明。在现场的南京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规定，对文物进行维修的施工队伍必须具有相应资质

，因为没有资质的施工队伍无法保护文物维修的质量。 神秘

房主没有露面 面对文物局工作人员，曲女士表示，张治中公

馆现任的主人一时来不了现场，由她做代表与文物局沟通。

文物局工作人员注意到公馆西侧的一间平房内堆着几十袋水

泥，公馆南侧围墙处堆着大量新烧制的青砖，对于这些建材

，该女子表示，是作为公馆修复用的。记者问她，用这些新



建材建起来的建筑能不能算作文物时，她没有回答。站在旁

边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则有些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肯定会建

得和以前的建筑一模一样的，原来的材料实在不能用了，木

头被白蚁蛀了，不少砖头也不能用了。” 张公馆一拆，房主

至少损失两三千万 代理张治中公馆买卖的南京实德房产销售

公司房产经理郑继延说，公馆的现任主人持有该房屋2000年

以后的产权证，产权证显示房屋建筑面积为1000余平方米，

占地面积为1500多平方米，现在听说两栋楼已经拆了一栋半

，损失肯定难以补救了。这个公馆在2000年前其实已经交易

过一次，据说是花了1000万元不到。在这次拆除之前，房主

开价3000万元，有人出到2800万元，房主没有出手。 “本来

我还觉得房主很有眼光，不声不响低价买了个古董，但是这

次拆了重建，公馆本身的价值就消失了。”郑继延说，公馆

价值主要就在建筑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当年的建筑设计者

童，更是与建筑设计大师杨廷宝齐名的，历史人物张治中也

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结果现在房子的主要价值几乎荡然无

存。 郑继延表示，要算现在的价值，就只剩下一个房产价值

和土地价值了，而房子拆得差不多了，房产价值也谈不上了

，如果以土地价值来算，1500多平方米的土地面积，按1万元/

平方米的地价来算，地皮也就值1500多万元。如果不拆的话

，按房主3000万元的报价，如果是“修旧如旧”，价值肯定

能达到5000万元以上。这样算来，房主自己也至少损失

了3000万左右。 ■中介算账 事件定性 文物局：超出批准范围

擅拆文物，违法 周五给出处罚意见 昨天下午，在两棵巨大的

杉树下，文物部门和房主的代理人正式碰面了，而施工已经

停了下来。 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说： “张公馆是南京



市文保单位，受法律的保护。你们在关键时刻，破坏了文物

，是很不应该的。”听到这些，曲女士立刻埋下了头。 杨新

华告诉记者，去年南京市文物局确实收到了一份屋主提交的

维修方案。方案中说，其中一栋进行原样维修，还有一栋因

为有南京房屋部门监测的“危房报告”，维修动作要大一些

。“我们认真看了维修方案后，给予了批准。但是没想到你

们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和文物部门联系，就擅自拆掉了一栋

半房子。”杨新华很严肃地表示，如果屋主在维修过程中，

把情况及时汇报到文物部门，那么文物部门就会召集文物专

家们对张公馆进行会诊，能保留的尽量保留，同时在式样、

外观、内部环境上给出相关意见，“但一念之差，你们就违

法了。” 杨新华接着给出了处理意见：前面这栋照常进行维

修，已经拆掉的那栋立刻停止施工。“既然已经错了，就要

给予处罚。明天下午之前，写一个情况报告提交到文物局，

具体怎么处罚，我们周五开专题会议讨论。另外，已经拆掉

的楼，要报方案，具体怎么复建，要找专家讨论后，一步一

步严谨地按照程序实施。” 文物局批“修”没批“拆” 对于

房主是否违法施工此前一直有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则是文物

局是否同意其对张治中公馆进行维修。对此，杨新华回应说

，在去年文物局批准的维修方案中，靠北的小楼只允许局部

拆除，而靠南的小楼则是进行不落架维修，也就是轻微程度

的维修。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只允许局部拆除的北楼已化为一

堆瓦砾，而在文物局查处之前南楼也计划被落架维修。 为啥

拆楼？昨天，曲女士告诉记者：“之所以拆楼，是因为施工

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白蚁，而且木质结构已经腐蚀坏了。

”对于这一理由，杨新华说，“即使白蚁的侵蚀已经让房主



不得不拆除北楼，房主也应该事先报文物局批准。”杨新华

说，令人气愤的是，房主在发现白蚁灾害后，只请白蚁防治

所的工作人员前来看了一下，便草率地决定要彻底拆除北楼

。 既是文物又是私房增加监管难度 为什么张公馆拆了一栋半

楼，文物部门却不知情呢？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衣志强

说，一般而言，文保单位正式维修之日，文物部门的“眼睛

就要盯上去了”，在维修过程中，文物部门也要经常到现场

，看维修是不是合格，是否超范围等。张公馆虽然是市级文

保单位，但也是私房，在文物法中，谁使用文物谁出钱维修

，一般政府很少介入。所以，房主违法拆了张公馆，也是因

为房主自己出钱维修，自主空间相对大的缘故。 张公馆北楼

已完全被拆除 民国建筑是南京公认的宝贝，那么它们的保护

现状又如何呢？记者昨日从规划部门了解到，它们的保护大

致分为文保单位和近代优秀建筑两级保护。1000多栋民国建

筑中被列入近代优秀建筑有248处约320栋，被列入文保单位

的达到了500多处。凡是被列入保护名单的，房主维修、改建

房子要根据不同的保护级别报不同的部门审批。 “文保单位

”受到最严格保护 规划部门于1998年编制了《南京近代优秀

建筑保护规划》，共确定了134处建筑为优秀民国建筑。后来

这个保护名录不断扩充，其中有不少陆续被列入文保单位，

正式受到《文物法》的保护。南京市规划局综合处处长王宇

新表示：列入文保单位，屋主要动房子就要报文物局批。 优

秀民国建筑按地方条例保护 去年底，南京出台了《重要近现

代建筑保护条例》，在今年2月通过了省人大的审批，不是文

保单位的优秀民国建筑就是按这部地方《条例》来保护。 按

照《条例》，房主要拆、要修房子应当先向房产部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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