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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上海的文物专家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主要以文化含量、历史价值、文物
价值这三条来判断，这三条全部能满足的，可以列为市
级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单位，三条里面满足一条的，可以
列为区级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单位。

汪松枝说，有文保意识的市民、村民，已有成功把一
些老房子申报为市级文保单位的先例，如高新区东史马
村的东史马民居、高新区水牛张村的张氏祠堂等。那些
老房子的综合情况甚至还不如孙家老房，但当地人行动
早，申报成功后，无论周围如何拆迁改造，那些老房子没
人敢动。如果有人破坏，文物执法人员会立即赶到，严
肃处理。

记者问：“孙家的老房子，现在申请保护还来得及吗？”

汪松枝回答：对老建筑这样的文物遗存，申请文物保
护单位有严格的程序。申请人要对老建筑需要保护的理
由有充分的依据，然后写出申请，递交给文物部门，比如文
物考古研究所。研究所会派专家实地审核，看其是否符合
和达到文物保护的标准。如达标，再交上级机关批准。这
个过程比较长，所以申请越早越好。

虽然过程较长，但一旦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类似
这样的老建筑就有了“护身符”，所以申请是十分必要的。

孙家老房子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都是私人财产，
别人无权干涉。老房子是留是拆，要取决于房主人的个
人意愿。

不过，既然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会积极和中原区相关
部门协调，看有没有可能把剩下的老房子“抢救”下来。

打电话有稿费

清代大员孙钦昂故居即将拆除
读者呼吁留下有着百年历史的建筑

这些老房子，有没有保护价值？
怎么保护古建筑？

5月5日 ，民间文物
保护志愿者@彭保红发
微博：“十万火急！‘一门
三进士，父子双翰林’孙
钦昂、孙综源故居岌岌可
危，厢房已经拆除，主屋
随时被拆。我今天是在
钩机轰隆隆的声音中穿
过废墟来到现场。强烈
呼吁拆迁前必须进行文
物普查，保护好为数不多
的古建筑！”
郑州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图

最近，须水镇孙庄村村民向彭保红反映，村里正在
改造，其中几栋老房子是清代大员孙钦昂故居。村民
称，孙家原有 15座楼房，到现在只剩下三间，而这三间，
也要完全消失了。彭保红很着急，希望通过自己和网友
们的呼吁，引起媒体和主管部门的关注，为郑州留下这
些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房子。

“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孙家曾经辉煌的过去，让我们
郑州的历史更加丰满。在郑州，100 年以上的老屋，还

有几座？”彭保红的微博得到了微博名人@薛蛮子等人
的转发。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建设西路和西四环交叉口的孙
庄村内。

巧的是，彭保红等民间文保志愿者、郑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孙庄村村民及省会各媒体的同行
都在场。大家一起查看孙家的老房子，并探究一个问
题：它们究竟有没有保护价值？

在孙庄村，大部分房子的外墙上都写了一个大大的
“验”字，十几台挖掘机挥动巨臂，隆隆作响，随着一片建
筑物的倒掉，荡起遮天蔽日的烟尘。

在村里，提起“父子双翰林”，村民几乎都知道。孙
钦昂、孙综源父子，是这座以孙姓为主的村子的骄傲。

据查，清道光五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孙氏家族先后
有 20余人荣任学政、道台、知府等职。孙钦昂曾被钦点
翰林院编修，孙钦昂三子孙综源也点了翰林，此即为“父
子双翰林”的由来。

在现场，众人查看了两栋尚未被拆除的房子。
58岁的孙宝珠看守的一间老宅，墙壁上“清代文物”

和拱门上方的“翰林院”都是他写的。这处房子是他本

家兄弟的，本来要拆，他感到这是祖宗的遗迹，有价值，
花了3万元买下。

房子一看就有年头了，顺着木制楼梯上到二层，二
层由 5 根直径 50 厘米的柱子支撑，房体房顶为木架结
构，木质窗棂和房檐上的石雕精美。

孙宝珠说，他看护的老宅子叫“东翰林院”，还有一
座“西翰林院”。十几年前，修车的老赵以替主人看护院
子的名义，租下“西翰林院”。

老赵来之前，这座据说有 160 多年的房屋已几易
其主。院内原本有两处屋子，东边的厢房已经毁掉
了，仅剩下南边他住的这座。房屋主人据说有两家，
联系不到。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汪松枝说：在郑州的名人录
中，孙钦昂确实是为数不多的重要人物之一。

孙钦昂家族的老房子，2011年他们就来看过，但不知
什么原因，孙家后人没有向文物部门提出保护申请。

2011年12月16日，孙氏后人在打扫房间时，强光照射
下，偶然在屋顶柱子一侧，隐约看到“大清光绪玖年三月上旬
纯和堂主人孙钦昂修”一行字。经验证为孙钦昂亲笔书写。

后来，村民陆续在村里发现孙氏后裔珍藏的孙钦昂

的奏章备本、朝试试卷、家书友信、诗词文稿等真迹，提
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汪松枝说：“已经拆除的老房子，包括尚存的两间
房，都没有主动申请保护，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也
没有登记在案。所以，它们尽管有历史名人的背景，具
备相当的价值，但一直属于私人财产。私人财产如何处
置，只有主人当家。现在房子变成这个样子，我感到很
惋惜，也很无奈。”

读者呼吁：留下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

孙钦昂、孙综源父子，是这座村庄的骄傲

孙家后人没有向文物部门提出保护申请

哪些老房子有保护价值、怎么保护？

“西翰林院”房檐上的石雕

58岁的孙宝珠买下一间老宅，他只是凭着一种孙氏后人
的责任感，要为后代留下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