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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探索保护名人旧居路径；目前超过100处名人旧居（故居）已统计在册

东城邀企业保护名人旧居
新京报讯 日前，在北

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
区县工作会上，东城区委常
委、副区长朴学东表示，保护
名人旧居已列入东城区今年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计
划。目前，东城区政府正在
探索保护名人旧居的有效路
径，希望引入企业力量，做好
名人旧居的腾退修缮。

目前，包括陈独秀、冰心、
侯宝林等人居住过的超过100
处名人旧居，已经统计在册
（包括已认定的名人故居，未
被权威部门认定为名人故居
但有一定人文价值的、名人居
住过的历史遗存）。

东城区文委称，这些散
落在胡同中的建筑，仅有 26
处是挂牌的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另有 7 处被列为未核定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
文物，多数不具备“文物”的
身份，不少名人旧居已成为
民居或单位办公地。

正在承担“北京市名人
故居保护研究”课题的鲁迅
文学院研究员王彬表示，目
前我国尚没有出台针对“名
人故居”的专项法律、法规。
不少名人旧居历经时代变
迁，产权混乱，院落房屋的结
构、风貌损毁严重。东城区
文委文物科长汪源表示，认
定难、产权理顺难、现有住户
疏解难，是目前名人故居保
护面临的三大难题。

据悉，东城区名人旧居
保护与利用的探索工作，由
该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
会办公室和区文委合作，已
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
借助高校研究力量，开展对
区域内名人足迹的调查。

汪源称，要根据院落的
文化价值和保护现状，分门
别类加以保护，疏解院落中
拥杂的住户，恢复传统的四
合院居住形态。

东城区政府也希望引入
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力量和更
充沛的资金，做好名人旧居
的腾退修缮。作为纪念馆免
费对外开放的蔡元培故居，
即为金宝街的开发商出资修
缮维护的。2011 年，蔡元培
故居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这样的文物保护
路径比较普遍，应该提倡。”
汪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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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

东堂子胡同 75 号院坐
落在繁华的金宝街背后。外
表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老北京
胡同院落，青灰色的院墙外
刻着“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蔡元培故居”。

1917 年至 1923 年，蔡元
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
在这里居住。也就是在这里，
蔡元培点燃了“五四运动”的
星火。历经百年风蚀雨侵，小
院数易其主，后因住户不断增
加，造成私搭乱建严重，原本
狭小的空间不堪重负。

尽管 1986 年这里已被
东城区政府公布为区级文保
单位，但到了1998年，东城区
政府启动金宝街旧城危房拆
迁改造项目时，小院已经残
破不堪，旧时的四合院风貌
破坏殆尽。

2000 年年末，东堂子胡
同要拆迁，蔡元培故居也曾
险些被拆。因社会各界多方
呼吁，小院才得以原址保存。
此后，开发建设金宝街的富
华集团出资数十亿元对蔡元
培故居进行不落架维修。直

到 2009 年，恢复了四合院风
貌的蔡元培故居作为纪念
馆，正式对社会开放。

走进如今的 75 号院，门
帘、窗棂、廊檐一切都是鲜亮
的，雨后地上冒出青苔。原来
的三进小院侧身和屋后新建
了走廊和一间狭长的展厅，玻
璃柜里摆着各种蔡元培生平
的著作和关于他的旧物件。

纪念馆的维护经费不
菲，如今也由富华集团承
担。两名专职工作人员说，
为了尽量恢复故居原貌，该
集团按照明清时代风格，特
意在蔡先生的卧室里定制了
老榆木的单人床、楠木书
桌。柱子和廊檐的油漆，则
要经过17道工序。

如 今 ，蔡 元 培 故 居 不
仅由区级文保单位晋升为
市级文保单位，还被命名
为东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工作人员称，现在小
院访客络绎不绝，主要是
学校、街道办、社区组织参
观以及红色旅游团和国外
游客前来参观。

开发商数十亿元
重修蔡元培故居

■ 探访

■ 追访
8月9日，蔡元培故居，修缮后的中院正房干净整洁。 实习生 李雨 摄

由房地产开发商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在自己所开
发的区域保护名人故居，东
城区文委文物科长汪源认
为，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
有效的保护路径，值得提
倡。然而，民间文保人士也
曾发出不同声音：胡同被大
批拆迁，仅仅在新起的高楼
大厦间重建名人故居，只能

是有形无神。
文保人士曾一志曾举

例，市级文保单位、明代民
族英雄于谦祠所在的历史
环境西裱褙胡同已荡然无
存，于谦祠沦为高楼下的
盆景。今年 1月，位于东城
区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
居”因该地块的商业开发
而被违规拆除，再次引发

社会各界对名人故居保护
的感慨、唏嘘。

一些文保人士担忧，名
人故居的保护更多是出于
商业开发利益考量以及
政治诉求需要，由此带来
的后果是“选择性保护”，
一些文化艺术名人的故
居难以得到与历史地位相
符的保护。

开发商能否还名人故居历史风貌？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百余处名人旧居如何
合理保护？汪源称，根据国
内外的成熟经验，很多名人
旧居可以继续作为民居或
单位办公地，政府的责任
是引导、监督这些院落的
管理使用者（单位）保护好
建筑的传统风貌和院落原
有格局。

东城区引导多部门协
调，将保护名人旧居与改善
民生相结合，通过逐步改善
居民住房生活条件，疏解腾
退不少名人旧居中拥杂的住
户，拆除现代建筑，整治周边

环境，恢复传统的四合院居
住形态。

《东城区总体发展战略
规划（2011 年-2030 年）》也
提出，到 2030 年前，东城区
要完成对辖区内所有历史
文 化 街 区 的 保 护 与 有 机
更新；完成现存历史文化
价 值 较 高 的 四 合 院 的 保
护 和 修 缮 ，保 护 特 有 的

“胡同-四合院”居住形态
与空间特征，对不符合传
统 风 貌 保 护 要 求 的 建 筑
物和构筑物加以整治、改
建或拆除。

疏解旧居住户
恢复四合院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