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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城市遗迹（八）

南乾元街 75 号院之所以吸引人，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宅子的来历扑朔
迷离。

房子的主人是高姓资本家？
从宅子的雕花看出当年的奢华，房

子主人应为“大户”人家。
“听老人们说，这个院子是当时一

位县长建的。”附近居民赵成杰告诉记
者，上世纪 80 年代前，小楼的楼梯、地
板、栏杆全都是木头的，后来几经修缮，
铺上了水泥，安上了铁栅栏。而当时这
样的院子共有两个，紧挨着，楼房的样
式一模一样，是兄弟俩所建，两院之间
还有拱形门相通。

而现有的资料则显示，南乾元街75
号院建于民国初期，至今已有百年历

史。原属高姓资本家独门大院，因战乱
和辗转经商，高姓资本家携家眷去了上
海，房子从此便成了空宅。上世纪 50
年代，政府将房子收回。

曾是郑州平民图书馆？
还有一段历史与南乾元街 75 号院

密切相关。
1927年，冯玉祥任河南省主席入住

郑州后，开始兴建平民公园、平民图书
馆、平民学校。历史记载，平民公园面
积约 5300 平方米，东临南顺城街，西、
北为乾元街，南临美华医院，正门面向
乾元街。当时的南乾元街 75 号院身处
平民公园内。

当时公园内的布局为：“园中间偏
南为运动场，设置单双杠、秋千等健身

器材。其北为平民学校。公园的西北
处，有座独院，为当时的平民图书馆馆
址。”按照记载的方位，南乾元街 75 号
院似乎正是平民图书馆的位置。历史
上的平民图书馆是一所坐北向南的四
合院，这和75号院吻合。

南乾元街 75 号院到底是不是平
民图书馆的旧址，虽然历史上有多处
吻合，但是似乎没有更多的历史信息
来佐证。而且图书馆只存在了 2 年，
1929 年至 1930 年，先后被何成浚、唐
生智的司令部占用，图书馆也就名存
实亡了。

破败的南乾元街 75 号院失去了应
有的观赏价值，又找不到它确切的历
史，这让它蒙上了迷雾，留给我们的只
是无穷的想象空间。

资本家的百年老宅？还是郑州平民图书馆？

南乾元街75号院：身世扑朔迷离
寻找百年老宅——“南乾元街75号院”，确实有点困难。
准确地说，南乾元街已经不存在了。郑州火车站地区菜市街附近，一个大型商场的工地“吞没”掉了南乾元街。绕过
铁皮围挡，跨过砖块瓦砾，听着拆房的大型钩机声，记者终于找到了南乾元街75号院。
它，孤单地矗立在一片废墟上，显得格外破旧。这与它“百年老宅”的称呼格格不入。这座百年老宅的窗户玻璃虽然
已经不在，但墙砖依然坚强，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它的传奇色彩。 郑州晚报记者 孙娟 袁帅/文 张翼飞/图

命运：
面临拆迁，将被异地重建

目前，南乾元街是一片热火朝天的
施工工地，破败的南乾元街 75 号院孤单
地矗立在那里。

据了解，这个紧邻火车站“寸土寸
金”的地方是天荣服装城升级改造项
目。该项目将对乔家门路东侧的天荣时
装城、南乾元街东侧的旧城区等作为整
体进行规划，开发建设成为集服装批发
零售、商务办公、展示展览、餐饮休闲等
十一大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将成为郑州服装企业直接面对全国市场
的橱窗，孵化和培育郑州自有知名服装
品牌，预计总投资额为30亿元。

这意味着南乾元街的老宅将被一座
现代化的大型商务区所“吞没”。

管城区文物局副局长李东告诉记
者，南乾元街 75 号院小楼虽然在建筑方
面有一定特色，但未被评定为文物保护
单位，又正好处于重点项目规划的中心
区域，目前计划是将其拆迁，异地重建。
项目施工方已经向区文物局写了承诺
书，将请有资质的单位对小楼拆建进行
设计，按照原来的风貌在原日本驻郑州
领事馆附近重建，“原址有价值的构件都
会保留”。

思考：
重建或失去“原汁原味”

在一些文物保护者眼里，“异地重
建”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结果可能没那么

“原汁原味”。
郑州民间文物保护志愿者彭保红认

为：“老房子拆掉重建肯定要遗失掉很多
信息，价值也将大打折扣，最好能够整体
平移。”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别
治明说，真正重建也不是不可能，但需要
对原来的每一块砖进行编号，按照原来
的图纸和建筑顺序进行，成本很高。“有
的砖块一动就酥掉了，有的横梁不动还
可以用，如果拆掉就没法用了，再换其他
材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种优秀保护建筑因为不属于文
物，又没有出台具体的保护措施，给保护
工作带来很大难度。”郑州市文物局局长
阎铁成曾这样表示。

如今，被拆已是定数，也许，异地重
建就是最好的结果。

风貌：
既有中原地域特色，又融入了西方建筑元素

这是一栋青灰色的两层小楼，上下
共 6 间房。如今无人居住，有的门窗没
有了，有的摇摇欲坠，说是“废墟”一点
都不为过。

然而，走进这座百年老宅，其雕梁和
考究的花纹，这些属于旧时代的精巧和
奢华则显露着这座宅子曾经的辉煌。

房子墙体和屋顶用的是青砖、灰瓦，
其余的构造用的全是木头。楼梯、二楼
走廊和栏杆、里里外外的地板，全是木质

的，像古代的阁楼。房子的大梁是一整
根直径近50厘米的圆木，青砖和支撑走
廊的木头柱子历经百年依然坚固。

虽然历经百年风雨，小楼的山墙、
屋檐、木檐柱仍能看出当年老建筑的影
子，小楼的门套、窗套形状有点像豫西
的窑洞，又有点像罗马的拱门。

南乾元街 75 号被列入《郑州市第
一批优秀近现代保护建筑名录》的理由
是“具有中原地域特色”。而郑州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郑东军则认为，这栋宅子
建设受西化影响较大。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宋秀兰对
南乾元街75号院这样评价：它建于清末
民初，占地约550平方米，为中西结合建
筑形式，屋顶采用中国特色的“坡屋顶”，
门、窗等细部构件则使用西方古典建筑
式样，采用“三角屋架”，在材料上出现混
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构件，在中国传统建
筑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建筑元素。

身世：
百年老宅来历扑朔迷离

南乾元街75号院建于民国初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