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31日 星期一 电话/85018520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金 星 版式/李春霞 校对/张 真

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

■■ 袁袁 瑾瑾

平湖版

孤独的遗存

四月的某一天，听说市区东城河滩的许
家老宅修缮开工了，便在一个黄昏赶去看了
老宅。果然动工了啊！

这个老宅原来是东城河滩上的一个宅
院，后来成了平湖师范部分教师的宿舍。

整条街的房子被拆完后，只剩许家老宅
孤零零地遗留在那里，引人注目。我关注它
至少十年了，因为查找电脑储存的图片，最
早的图片是2009年，我用索尼卡片机拍的。

平湖师范学校搬迁后，原校址上一个楼
盘开工了。楼盘工地就在许家老宅的后
面。大吊车与高楼在竞赛比高，工地上的高
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在高楼的背景下，许家老宅显得越来越
苍老矮小。在楼盘与许家老宅之间，按照城
建规划新修了一条马路，成为新的环城北路。

2011年夏天，马路修好了，高楼开始结
顶了。

2012年2月4日，立春日，楼盘差不多竣
工了。

2012年夏天，这个东湖畔的新楼盘命名
为“东湖明珠花苑”，小区门前有少男少女读
书的群雕，我总觉得这个地方是个好宅基，
因为那里原来是师范校园啊，住在这里的人
们会爱读书有文化吧！

孤独的老宅与林立的高楼，隔街相对，
这种对峙成为旧城改造、房地产迅猛发展的
一种特殊写照。被留存的老宅，如同一个孤
独而又执着的倔老头，管你时移世易、天翻
地覆，我自巍然不动！

再后来，老宅被漂亮的围墙围起来了，
墙上刷着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大幅标语。

有一阵，老宅的围墙里边有动静了，我
在河对岸看过去，里边的大狼狗冲着我狂
叫，有工人在里边忙碌，还看到围墙内有养
鸡，我以为是工程队进驻了，要修缮老宅了。

但此后不久，许家老宅里的工人不在
了，那狗狗也不在了，没有了任何动静，遗存
的老宅，似乎是再次被遗忘了。屋后高楼矗
立，屋前芳草萋萋，繁华与凄凉相互映衬，成
为强烈的对比。

我始终牵挂这个孤独的老宅，关注它的
命运，而它不论周围如何沧桑巨变，始终安
安静静，无声无息，连一声叹息都没有。

2014年以后，我也去看过多次，但是都没
有拍照片，因为除了春秋之变，其他毫无变化。

如今，许家老宅终于开始修缮了，按照
规划，这个老宅修复后，将作为吴一峰艺术
馆，这真是一个极好的安排，对此我非常期
待。从这里的吴一峰艺术馆，走数百米就是
东湖畔白莲花建筑——李叔同纪念馆了，东
湖畔的文化气息更加浓郁了。

今年四月修缮动工后，我去过两次了，
记录老宅前世今生的变化。随着城市建设
发展的日新月异，能够古董般地保留一些老
宅院，并得到妥善利用，感觉金平湖的人文
氛围越来越好了！

（2019年4月27日访许宅工地，2019年7
月13日初稿，2021年5月修改）

师范学校教师宿舍

四月末的一个黄昏，又悄然来到隐在树
林后的许家老宅。落日的余晖透过树林抹
在宅院的外墙上，些许苍凉，些许暖意，脑子
里浮现的是叶芝的诗“当你老了……”

哦，原来这里没有树，这片年轻的树林与
年迈的大宅相伴多久了？树啊！月光下，老
宅给你讲了好多故事吧，你能说给我听听吗？

在许家老宅修缮工程的围墙上看到工
程告示牌，得知该工程 4月 15日开工，由浙
江金隆古建园林工程公司负责施工。工程
告示牌写着——

东城河滩许宅，位于当湖街道城北路社
区东城河滩72号，北临环城北路，东临环城
东路，南临南护城河。

建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曾在平湖开
设米行的许达卿和其女婿朱振环（曾在平湖开
设成隆袜厂）所建。解放后收归国有，1960~
1965年曾作为城关镇民办初级中学校舍，后又
作为平湖师范教师宿舍，后部分作为房管会直
管公房，部分许家后代私房用于居住。现居住
户已动迁。房屋体量较大，布局完整，做工精
细，多处构件雕刻有精美纹饰，较好地保留了
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同时，作为教育设施，
也是研究平湖教育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2011年3月8日，由平湖市文广新局公
布列为平湖市文物保护点。

该建筑坐北朝南，南侧临河，交通便利，平
面呈直角梯形，前窄后宽。建筑通面阔21.18
米，通进深32.77米，现状占地面积822.96平方
米，现状建筑面积1167.33平方米。

建筑共二进，由前厅、正厅、东西厢房、
天井组成，西侧有便弄，南侧正立面为主入
口，东侧南部及北侧东角各设一小台门。建
筑正立面木装修，其余三侧外墙砖砌，硬山
顶，小青瓦屋面。

工地大门紧锁着进不去，只好踮起脚把
手机举过围墙拍摄，看看里边的景象。绕墙
转悠，终于在老宅西南角发现了一个小门。
走进门口，看到宅院西侧幽深的小弄，弄口
还挂着藤蔓。此刻的工地已经收工，师傅们
做饭的、洗衣的，还有个别师傅在打扫。

老宅南面是临街的二层楼建筑，搭着脚
手架。走进底楼正厅，看到有安全帽，随手
拿来戴上，安全第一。

穿过这个正厅，后面有一个小的天井，
走进石库门，有一个大的天井，便是后面的

宅院了。
曾在平湖师范任教过的朋友看到我公

众号上《许家老宅（1）孤独的遗存》，告诉我，
她曾经破坏过许家老宅。这令我很吃惊，一
个文静的女子，会搞什么破坏啊？结果她告
诉我，当年在师范，学校给了她许家老宅一
间房做宿舍，她父亲认为地砖太潮湿，给改
造一下，铺成水泥地了。只是，当初并没有
意识到是破坏。

真是诚实可爱的人啊！从前老房子这
样改造的很多，会把地砖的地面改成水泥
地，同时把地面抬高一点，毕竟底楼潮湿，尤
其在梅雨季的时候，还常常遭遇河水上涨，
雨水倒灌，这在江南水乡几乎是家常便饭。

在后院的正厅，看到地面上都是材料和
建筑垃圾，看不清地面，想必原来应该是上
好的方砖铺地。我家从前住的大宅院，也非
常漂亮，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院子特别大，
围墙很高，后院是跑马楼结构，左右各有八
角亭。门窗也比寻常的高大，特别敞亮高
爽，地面都是细腻光滑的方砖铺地。

后院正厅南侧外廊是圆拱设计，东西两
侧月梁上有精美浮雕，可惜黄昏拍的照片看
不清美丽的花卉饰纹。据说，房屋走廊等多
处木材都是美国进口的洋松。

东侧厢房有一小门，门外一个独立的小
天井，与前院相通。住里边的人有独立的空
间，可以不通过正厅走到前院，如果正厅有
客人，就不会被打扰。

这种结构，这种花窗，又让我想起儿时
的家了，很相似，只不过我家居住的大院上
世纪90年代就拆了，我甚至不知道那个大宅
院曾经是谁家的？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这
也是我对幸存的许家老宅特别上心的缘故
吧！弥补曾经的遗憾。

二进后院的大门，有两个保留完好大门
栓孔，但是不见门栓，那两根长方木料估计
被利用了，或者遗失了。

收工后的大院很安静，便和建筑队的师
傅聊天。师傅说：“看样子这里曾经住了好
多人家吧？分隔成好多间的，现在都拆了，
打通了……这个楼梯不是原来位置，修缮时
会复原，搬到原来的位置。”

我说：“是啊！这里曾经是平湖师范学
校老师的宿舍，分给好多人家住呢！这大宅
北边的住宅区，就是从前的平湖师范学校。”

二进北面也有天井，朋友说，从前大院
里有个金鱼池，我没有看到，似乎金鱼池变
成小花坛了，花坛上搁着废弃的广告牌。

从西厢房的楼梯上楼，厢房的窗户上贴
着画报和挂历纸，鲜明的上世纪 80年代风
格。不知是谁家留下的，应该是二进二楼的
西室。可能是怕西晒的阳光才贴的吧？墙
上还贴着住户留下的视力表。

二楼北边的墙都拆了，一眼能看到马路
对面的东湖明珠花苑，瞬间有强烈的穿越
感。许家老宅，师范老师宿舍，平湖师范，东
湖明珠花苑……时光流逝，新旧交集，时代
变迁，此刻的我站在这个交汇点上，抚今追
昔，感慨万千……

诞生于 1928年的许家大宅，今年 91岁
了，对于一个建筑物来讲年纪不算大，但也
是一个跨时代的有故事的建筑了。

它见证当年许家的富有，许达卿老爷经
营米行，女婿经营袜厂，据说做袜厂的朱振
环是来许家做上门女婿的。

1949年以后，房子收归国有了，许家大
兴土木的百年大计，结果只当了20多年的主
人，真可谓世事难料啊！老宅见证了这巨大
的变化。但相比平湖城里好几处如今已消
失得无影无踪的深宅大院，许家老宅还是幸
运的。

许家宅基跟教育有缘，做过初级中学的
校舍，师范老师的宿舍。曾几何，这宅院里，
住着教书先生，时有书声琴声，挺好，原本富
家宅院，多了几分文化气息。

在上世纪 90年代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
及大规模拆迁中，许家所在的东城河滩是落
在后面的，看来有时候做先进，首当其冲未
必是好，还是稍稍落在时代潮流的后面更稳
当一些。

许家老宅能够在汹涌的拆迁改造大潮
中幸存下来，现在又得到很好的保护性修
缮，更何况修缮后作为吴一峰艺术馆，这几
乎是平湖老宅中最完美的归宿了。

如此看来这许家老宅虽然规模没有莫
氏庄园大，但是比莫氏庄园更幸运，因为就
个人而言，我喜欢与教育、艺术有缘的许宅！

（2019年4月27日访许宅工地，2019年7
月19日初稿，2021年5月修改）

老宅涅槃记

关注许家老宅修缮的进程，去年开工
后，几次去工地看过，因为心有牵挂。上世
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大片老街
小弄堂大宅院迅速消逝，城市旧貌换新颜的
同时，蓦然回首，幸存下来的老宅院犹如珍
稀物品，屈指可数。许宅便是其中之一。

这座建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老宅，
已经走过了 90多载春秋。1960年后，这里
曾经是平湖师范学校的教师宿舍，分隔成许
多空间，居住着许多人家。

再后来平湖师范、东城河滩一带拆迁，
老宅幸存，空无一人，沉寂多年。如今突然
进来了工程队，噼噼啪啪开工了！

卸下所有残破的砖瓦、门窗，然后一件
件仔细修复，我很佩服修建古建筑的师傅
们，这与建造高楼大厦不一样，造新房子是
白纸上画画，修缮古建筑则是赋予残败的建

筑以新的生命。
师傅们个个是能工巧匠，对老建筑如同医

生医治病人一样，悉心爱护，治愈历经沧桑的
老宅，他们是工匠，如艺术家般完美地修缮复
原，让老宅在略微痛楚中涅槃重生，恢复元气。

斑驳的老墙，90多高龄了，仍质朴坚固，处
惊不变地蕴藏着老宅的魂魄。一处楼道，新的
材料与旧的基础浑然一体，它们既陌生又亲密
地结合在一起。从新材料被制作成构件，安装
到旧梯子时，残败的梯子顿时健壮，反过来新
材料获得旧基础的滋养，它们血脉互通。

看到旧门窗、新门窗和谐重组，看得见
这种新与旧的有机粘合，在我眼中整个老宅
是有生命的，我可以感受到其灵魂的气息，
感受到常年失修后的残败颓废，如今正在师
傅们温情而又怀旧的手中获得新生。

据许家后人朱立强先生说，房子是他外
公许达卿亲手建造的，他出生在这老宅，并
在这里居住了 50多年。他也曾告诉记者：

“我外公家以前是开米行起家的，当时生意
做得很大，跨了好几个省。后来在平湖买了
块地造了这栋宅子。”

朱先生介绍这房子的建造工序极为讲
究，当时造房子所用的砖瓦，都是特地到有
名的窑厂预约的，使用前，每块砖、每片瓦都
要进行称重，不合要求的就不能用。

宅院的走廊设计精巧别致，平铺无缝的
瓦叠加在一起，椽子弯曲高翘。厅堂前的走
廊所用的木材是美国洋松，是专门请人从美
国运来的。

忽然想到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的电影《活
着》中的片段，福贵家的房子抵赌债卖给了龙
二，龙二因此被划定为地主，但他不愿意房子
让政府分掉，最终放火烧了房子，木料太好
了，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自己则被枪毙了。当
别人说福贵家的木料好，福贵惊恐地说那不
是他家的木头，那是“反革命的木头”。这样
相比之下，许家老宅的命运还是好多了！

东城河滩一带地势很低，每到汛期，那
里的居民家中常常会被水淹，只有许家老宅
安然无恙，因为许家宅基是最高的，且排水
系统做得考究。

看不清被厚厚的尘埃覆盖着的地面，不
知原先许家定制的方砖还有没有留存几块？

透过脚手架，仰望那一片天空，白云悠
然，再看看脚下的土地，世事沧桑……

透过北边尚未安装窗户的框架，老宅后
边那片曾经是平湖师范的土地上，新建的东
湖明珠花苑小区，高楼林立，仿佛一幅镜框
里的画作。

从一进到二进，有一狭长的过道，已经
修缮完毕，正在做打扫。等我走近，做清洁
的女工对我说：“灰尘很大，不好意思。”

我说：“没关系啦！工程做得很快哦！
师傅们辛苦啦！”

戴着安全帽，楼上楼下，里里外外转遍，
跟师傅们说说话，师傅们有的以为我是来看
进度的，有的以为我从前住在这里的……哈
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管闲事的人，关注
许家老宅，见证它的涅槃重生！

（2020年1月18日初稿，2021年5月修改）

九旬逢新生

去年深秋，再访许家老宅，修缮工程已
经结束，只等竣工验收，比告示牌上的工期
提前了一个月。

关注许家老宅十年，如今只用半年时
间，老宅就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真是喜出望
外。这座年过九旬的老宅，历尽岁月风霜侵
袭，没想到风烛残年之时，涅槃重生！

半年前后，今非昔比。庭院深深深几
许，走进一道道门，身临其境，感慨万千……
遥想当年，许家宅院是如何景象呢？老宅是
复原了，望着这悠长的走廊，空空荡荡，一片
寂静……

当然这老宅最热闹的时候，一定是平湖
师范教师宿舍时期，我不知道最多住了多少
人家。我小时候也住在一个大宅院里，前后
院共十户人家，邻居们亲亲热热，互相帮助，
小孩子们更是热闹极了，宛如一个大家族。

师范的老师们就更不用说了，一群有文
化、懂艺术的人在一起，我立在这窗前，想象
着书声琅琅、琴声悠扬……这院子里曾经有
书香啊！

都说岁月静好！可这岁月不静呢！此
时此刻，算不算静好呢？至少静是肯定的，
工程完工了，现在只有一个师傅留守。我一
个人在这里转悠，发呆，很想跟老宅说说话，
九旬老宅，蕴藏多少悠悠往事呢？

这大厅堂，梁上的精美雕花清晰可见，
落地长窗，通透高爽，冬暖夏凉，不过修复
前，是隔成一间间房间的，没有这么宽敞。

厅堂的柱子真够坚固！无论外面的世界
风风雨雨，它们巍然不动。民国17年建成后，
老宅经历抗战和内战，经历了国有化，从独家
宅院，变成“七十二家房客”，又几近面临拆迁
的风险，所幸得以保留，得以修复重生！

老宅底楼街面房的窗户，很少见了，记
得平湖土话叫“搭子”门窗。从前沿街面都
是木结构的门窗。民居都有半截的“搭子”
门窗，窗可以开上面一半，透光通风。许家
的窗户外面有玻璃窗，难得看到，应该原装
的，因为此次是复原修缮，改装的会去掉。
门是两扇叠着的，一扇是半截的，一扇是整
个的，家里有人门开着，半截的门关着，这样
路人就看不到屋里。

我独自在老宅里前前后后徘徊，上上下
下转悠，或凭窗远望，或沉静凝思，多想追溯
到从前，让往事一幕幕重现……许家的后

人，平湖师范的老师们，你们都记得这老宅
的悲欢吗？

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宁静却有生机。
光明总是永恒的！我深信！目光在此穿越，
抚今追昔，有怀旧，更有憧憬！

老宅的东边，建筑工地上大吊车高耸，
又有新的工程启动了。在新的工程告示牌
看到，许家老宅东边将建造一座更大的院落
与之配套，是怕老宅太孤单吗？

如今老宅屋前的护城河依旧流淌，屋后
高楼拔地而起……整个东城河滩，只留下这

座许家老宅，孤零零地独立在护城河边，让
我们的后代见识民国早期的江南民居，而老
宅也将继续见证沧桑巨变，是啊！我预感老
宅将会看到新的巨变，一切向好！

前后老宅新楼，相互映衬，一不小心，成
为城市一种混搭新时尚，初看感觉强烈的对
比，再看倒也是新的和谐！

黛瓦粉墙映青天，九旬老宅逢新生。人
说庚子年有大变，祈愿向着光明越变越好！

（2020 年 1 月 23 日初稿，2021 年 5 月修
改 另注：配图均由本文作者拍摄）

关注许家老宅至少十年了关注许家老宅至少十年了，，它如同一个孤独而又执着的倔老头它如同一个孤独而又执着的倔老头，，管你时移世易管你时移世易、、天翻地覆天翻地覆，，我自巍然不动我自巍然不动。。

漫记漫记：：时光里的许家老宅时光里的许家老宅

修缮前，已然独存的许家老宅

落地长窗，通透高爽

修葺一新后的老宅将成为吴一峰艺术馆

难得一见的“搭子”窗户 厢房窗户上贴着的画报

老宅内的一处转角楼梯 老宅内一条幽深的小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