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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A_E8_83_A1_E5_c57_614237.htm 有着四分之三法国血

统的华新民，从1998年起就为保护北京胡同而奔走、疾呼。

但是不久前，她却失去了自己出生时所在的那条胡同。2005

年，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红星胡同(原名无量大人胡同)被拆

除，这里有她的祖宅。 华新民的父亲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

建筑师、儿童医院的设计者华揽洪先生一纸诉状将北京市规

划委员会告上了法庭。93岁的华揽洪无法亲自诉讼，华新民

就成了父亲的诉讼代理人。 该案于2006年1月5日在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因是涉外案件，法

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兼领事尚多礼参加了旁听。 “这不是一个

私事。”华新民说，“当我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受到陌生人

的侮辱与威胁时，这就不再是我自家的事。” 在华新民保护

北京胡同的“八年抗战”中，她首先关注的是胡同的文化内

涵，她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个代表老北京的文化符号。但是，

随着一个个胡同被拆除，随着一个个胡同家庭被强行赶出属

于自己的家，她已逐渐认识到，与消灭文化符号同时进行的

，还有对公民财产的公然掠夺。 如今，这两种劫数，同时落

到了她的头上。 “他们能把猫变成狗” 让华新民的祖宅消失

的，是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东城分局于2000年和2005年先后两

次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0规地

字0157号和规(东)地字0001号。这两个许可证，均颁给房地产

开发商用于金宝街工程建设。所谓金宝街工程，就是要在此

地建设高档写字楼、商务酒店、高档住宅公寓以及容纳高档



会所的酒店。第一个许可证在颁发两年后已经失效，但是在

第二个许可证颁发前，华新民家的私宅已经被拆掉了。 按照

国土资源部9号令(2001年10月22日发布)的“划拨用地目录”

之规定，被划拨出让的土地，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即用于国家机关用地或军

事用地，或者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非营利性公用事业用

地，或者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用地。

金宝街工程显然不属此列。 在法庭上，华新民陈述了这一案

件中的种种疑点在自己和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家的私宅

为什么轻易被划拨出去？这是否侵犯了她与她的家人的私人

财产权？ 同时，整个金宝街工程项目涉及胡同众多，在这些

胡同里，有蔡元培故居和鳌拜府所在地。在法院开庭审理之

时，蔡元培故居已被拆毁。 华新民家的私宅，分别位于遂安

伯胡同27号以及红星胡同53号和55号。其中红星胡同家的院

子，曾是早期中法建筑师沙龙所在地，如今一并拆毁。 华家

的私产是如何被轻易划拨出去的？ 早在2004年，华新民就撰

文分析过这类情况：任何经营性项目在立项之前，都要先进

行土地财产权的转移，而不是在立项之后。但是，现在很多

开发项目的“立项”，在程序上是颠倒的。所谓土地财产权

，是指国有土地使用权。1990年国土局曾对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厅发出关于城市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问题的复函(注

：【1990】国土法规字第13号)，其中指出：“我国1982年宪

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后，公民对原属自己的土地应该

自然拥有使用权”。 根据相关规定，对于已经有土地使用权

拥有者的土地，要发生使用权转移时，一种情况是开发商直

接从居民手中购买，然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另外一种情



况是国家对原土地使用权人进行补偿并收回土地使用权后，

才能把该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另外一个民事主体。在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的审批步骤中，受理条件之一就是要提交国有土

地使用权来源证明文件，提交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这也就意味着要经过原土地使用权人同意转让他的土

地财产即有价的土地使用权，才可能受理审批。 华新民向法

庭出示的证据显示：2003年4月，金宝街的开发商在申请国有

土地使用证时填写道：“此处无墙已定界”。也就是说，开

发商是把当时熙熙攘攘的市井说成是无人无墙无房之荒地，

从而申请到了相关证件。对此，华新民感叹道：“他们简直

可以把猫变成狗。” 为了证明自己家人是真正的权利所有人

，在庭审中，华新民出示了这两处私宅的民国时期的房契地

契，以及上世纪50年代国家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此证即文革

后归还私产的凭证)，还有颁发此证的时任人民政府地证局副

局长的亲笔信和家住房客的证明信。“如果谁想表示此宅不

属于华家而属于他的话，就请他出示他的房地产所有证，如

此简单。”华新民在法庭上说。 事实上，在金宝街地区，因

为胡同拆迁问题而提起诉讼的并非华新民一家。2005年3月1

日，东堂子胡同55号院房主也将北京国土局告到了北京市东

城区法院，状告其非但不向自己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反而将

其转给了开发商，侵犯了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但是这场官

司没有进行下去。如今，多数原住居民已经搬离了金宝街。 

曾有开发商表示，在北京，没有一起拆迁官司打得赢。 华新

民自2005年9月递交起诉书后，等了四个多月才开庭。她对这

场注定艰辛的官司仍充满信心：“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建设北

京，给那么多人筑了家，自己今天反倒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



以一堆无效的‘公文’推出了家门。我现在要维护的，是我

祖父的尊严，我父亲的尊严，和我自己做人的尊严。” 第三

件事 在追讨自家房产的同时，华新民也没有忘记自己8年来

坚持在做的事保护胡同和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她在代理辞

中指出，作为诉讼第三人的开发商，其拆迁行为同时违反了

有关文物保护的规定。 华新民矢志不移，保护胡同，很多人

都会认为这是基于她的家庭背景。她生于一个建筑世家，祖

父华南圭，1948年受中共地下党邀请，担任即将成立的北京

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现北京市规划局)的第一任总工

程师，并为缺水的北京设计了最早的官厅水库。华新民说到

自己的家人自然是充满崇敬，但她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与家

世有直接关系。 这个胡同保护主义者的产生，首先是1998年

北京西单改造的结果。当华新民看到西单大街动土改建时，

便跑去问专家，这是在干什么？专家告诉她，建设新北京，

依据的是规划。她就非要别人帮她找到“规划”。当她看到

指导着1991至2010年20年间北京城市建设的《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时，一下子傻了眼她看到一个示例图，上面用不同色块

标注着未来北京的城市格局，其中受保护的旧城区用灰色块

表示，那些灰色块寥寥无几。 她明白了，北京所要面临的，

是大面积的“新建”行动。 “我后来把这称为造楼运动。”

华新民经历过文革，她觉得用“运动”这个词更合适。而英

国《卫报》也曾经这样形容北京的城市化改造：“这是一场

新的文化大革命，只不过人们手中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

拆迁令。” 当时的这个规划，为华新民和很多胡同主今天所

要面临的纠纷埋下了伏笔：“要用房地产开发和土地有偿使

用推动城市建设，把房地产业作为首都地方财政自我积累的



重要手段(规划书第90页)。”华新民说，当时她看到这句话

就留了心。后来，许多了解华新民的人都意识到，华新民保

护胡同，并不仅仅是保护文化的问题，还是一个保卫自身居

住权的问题。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了这场一个人面对无数推

土机的“战争”。 华新民原来从事翻译工作，生活本来很从

容。她把生活中的事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吃饭必须做的，

就是工作；另一种是自己能够获得快乐的。据她说，写点小

散文，是她最快乐的事情。但是，1998年之后，她的生活里

有了“第三件事”保护胡同并且最后主宰了她的生活。她每

天的日程都安排满满的，全与胡同有关。这既不是为了谋生

必须做的，也没有任何快乐可言。 “昨天我还想，希望今天

这一切可以停下来，我可以结束。我每天都希望明天可以结

束。”她看着地板上那些和女儿油画习作混在一起的各种资

料，不无伤感地说。 她常常拿出被拆掉的胡同的相片说，这

么好的地方，他们怎么下得去手？这个高鼻蓝眼栗发的中年

女子，每天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冲到各个相关的政府部

门去，用西方人的思维直白地大声争辩：“这么做是违法的

！” 她不理解的是，8年来，居然没有人对她说过：我就是

要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她表示同情、理解，说自己也不想

拆。“但是等我一转身，他们拆得更快。”华新民说。 为了

中国还是中国 在一次展览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木卡拉

先生，指着一张即将拆除的院落照片惊奇地问华新民：“难

道这也拆吗？”也有人对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被拆除大为震

惊，因为那里已经被确认为曹雪芹故居在外国人看来，中国

人自己拆曹雪芹故居，好比法国人拆雨果的房子，疯了。 但

在华新民等人致力于保护胡同的同时，也有学者积极主张拆



掉以胡同为代表的旧北京城，认为反对拆掉胡同的人都是没

有在北京胡同生活过的“老外”，是不了解胡同的种种不便

，是叶公好龙。他们认为，北京的老胡同，实际也是贫穷落

后的象征，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人不会留恋胡同。 华新民出

生在已经被拆掉的红星胡同，并在那里长到十岁。长大后，

她经常往返于巴黎与北京之间，往返于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

市和一个一心要背叛历史的古老城市之间。可是，巴黎的繁

华愈加使她眷念北京的胡同。 “如果想让胡同里的人生活得

好，不是这样。这让他们更加贫困。”华新民反驳说。她记

得在拆香饵胡同时，一个居民对她说：“这是逼人买房，强

买强卖。” 关于北京城的改造现状，另一种解释是：这是历

史原因造成的由于梁思成方案没有被采纳，几十年来北京的

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一直混在一起，改变旧城的原有格局在

所难免。 华新民不同意这一看法。她认为，这种混杂格局并

不必然带来北京旧城格局的改变与消亡。在1949年后的几十

年间，北京旧城所体现的元大都规划也受到了一些破坏，但

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非正常观念所造成的。现在，保护北京

的古文化特征已成各方共识，但是，由于钱在背后的作用，

拆迁之风才会如此盛行。 有人对她讲，老北京已经快拆完了

，你还能做什么呢？但她还是停不下来，每天还是要风风火

火的冲出去。 华新民记得法国作家雨果写过一篇名为《向拆

房者宣战》的文章，谴责路易、菲利浦时期对古建筑的大肆

破坏。雨果的反对理由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 现在，

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的华新民的反对理由是：为了中国还

是中国。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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