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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芳里” 提起“荟芳里”，一些年岁大的人都知道，那是

解放前哈尔滨最热闹的地方，它记载了一段血泪与奢华的历

史。伴随着城市的变迁，当年“荟芳里”已经成为了历史名

词。然而在这次拆迁过程中，一幢浓缩了当年“荟芳里”建

筑风格的老建筑孝纯街78号的四合院呈现在人们面前。 来到

孝纯街78号，穿过一个三米宽、四米多高，七八米长的破旧

红砖门洞，记者走进了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院。这是个二层

楼的四合院，院里是一个近百平米的大天井，中间簇拥着高

低不平，破败不堪的煤棚子。木质的楼梯左右分开，顺着发

黑的圈楼绕了一圈。红色的外围扶梯、青蓝色的木制栏杆、

黑色的房柱、对开的木门、红色的大窗、黑色的雕花房檐，

让人顿时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在一楼的一个木栅栏前，

古稀老人李祥讲述了这里过去的情景：当年的这座小楼叫“

小红楼”，那时的亭台楼阁格外漂亮。院内还有一口马神井

，大家吃的都是地下水。忆起当年的四合院，老人的眼神中

充满了陶醉和留恋。 谈罢“小红楼”老人讲述了当年“荟芳

里”(俗称“圈里”或“圈楼”)的景象：“东顺街、西顺街

、孝纯街、仁里街，西至北十六道街，南到南新街，方圆数

里都是‘圈儿里’(当年的妓院)的场地。东南西北各设一门

，二层楼的四合院将一个大亭子围在了中央。说大鼓的、吹

糖鱼儿的、拉洋片的民间艺人聚到一块儿吹拉弹唱，热闹非

凡。当年‘圈儿里’的周围也很繁华，出西门便是华乐剧院



和安乐剧院。小买卖、杂货铺、小作坊一家挨着一家，经常

看到伙计们拎着椭圆形的食盒到‘圈儿里’送饭。”老人接

着说道，其实，这个大院就是当年的“荟芳里”建筑的缩影

，也是唯一的一个二层楼四合院，如果被拆掉后，恐怕再也

找不到当年“荟芳里”的影子了。 踩着咿呀作响的木制楼梯

来到二楼。推开一间未上锁的房门，看到在过道里有三户人

家，在其中一户人家，一对夫妇正在整理物品。 据女主人介

绍，这个大院最特别的就是厕所，女厕设在二楼，这在道外

老房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大院居然能将

女厕所建在二楼也足以说明这里的特殊。 “胡家大院”唯一

一座四合套院 在道外区靖宇街39号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作是“

胡家大院”的老屋。这是哈市尚存的唯一一座四合套院。 站

在高大的院门前，记者看到的是一个套院，前后两院格局一

目了然。正对着大门的二楼上，古色古香的大窗户在原本古

式的建筑上格外惹眼。两侧的楼梯蜿蜒曲折旋转着延伸到了

二楼，木制的楼梯扶手，雕花的楼梯栏杆，石制的台阶，让

人联想到当年胡家盛极一时的生活场景。在这个大院二楼，

今年64岁的何蓝石老人家中，记者看到房子的举架有4米多高

，屋内的床铺上还有一个自建的吊铺。据何蓝石老人讲

，1956年，年仅1岁的他搬到了这个大院，这一住就是5个年

头。满洲国时的财阀胡润泽经营房地产，北十六道街多处都

有他的房产这座大院就是胡润泽的宅邸，二楼的正房是胡润

泽大太太住的地方，周围的厢房里住的是姨太太。当年院里

的路面都是用花岗岩铺设的，平整干净。前院的大门是黑色

的，后院的木门上镶有铁铸的雕花。楼上楼下还有暖气，可

惜在文革时被拆除了。 据了解，近几年胡润泽的后人回来过



，迁走的老住户也常回来看看大院。哈市规划局工作人员、

哈工大建筑专业的师生多次来这里调研，但目前，这个建筑

没有挂上任何标志来证明它的历史价值。这里的居民希望有

关部门能尽快对这座百年老楼加以保护。 采访中，一些居民

表示：能迁入新居是他们多年的梦，政府拆除大量危房棚户

也是为民造福，可这里的老房子中一些保存完整、根基坚固

、有特色、带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也将被一同拆毁，实在可

惜无论是从历史价值还是旅游价值来考虑都应保留下来。但

经过20多天拆迁，有价值的老建筑已经被拆得所剩无几，老

道外人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抖落家底古物频现 随着动迁的

开始，“老道外们”开始收拾多年前的家底，1953年的房契

、雕花的老挂钟、泛黄的民国时期的报纸、玉制的烟袋锅⋯

⋯陆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引起了文物收藏者极大的兴趣

。 在道外住了40年的刘先生讲，自从这里开始动迁他就没闲

着，整天到居民家去搜宝，到现在为止，他手中的宝贝已包

罗万象，玉器、字画不胜枚举。 走访中，记者见到了70岁高

龄的老人。据老人讲，收拾旧物时，本打算将家里一直多年

无人问津的破花瓶丢掉，但又一想，很多人都把旧物拿去卖

钱，自己也去试试看，没想到，一到那里，便有许多人围了

上来。他感觉这只花瓶一定价格不菲，找到行家一鉴定，果

然价值连成。 记者在南新街64号看到，一座中式古典三合院

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只有大门洞与正房还有原来摸样，后

院两间厢房已变为残垣断壁。据介绍，17日，哈市文物保护

站来人拉走了两扇大木门、门框和两个雕花石门墩。而正房

还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要等拆时才能取下来，比如：立柱础

石、壁炉、炉门等。邻居陈大娘今年83岁，在后院，她指正



房朝南门庭立柱和横梁说：这上原来都有雕龙，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时都被铲掉了，但现在门庭上方一块块顶板上的还都

有手工绘画图案，只是都被油烟尘灰盖住了。 据哈市文物管

理站负责人介绍：单是带有南新街64号门牌的老门梁就具有

文物价值，因为这一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式古典建筑老宅

将被彻底拆除，老门梁和门牌号已经成为绝版。现在文物管

理部门已经就现有的其它未拆除的有价值建筑构件逐一登记

，在将要拆除壁炉时，每块方砖都会编号，以便恢复原状。 

百年古刹浮出水面 哈市有一座老道庙，这不仅对哈市大多数

市民来讲前所未闻，对很多在老道外住了多年的人来讲也是

个新闻。而在这次拆迁中，不仅这座老道庙出现在人们的面

前，而其神秘之处也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 据哈市文物管理

站副站长刑晓莹介绍：根据哈尔滨市地方志记载，武圣庙

是20世纪初中国道教传统建筑，虽然西面偏殿已经被毁，但

其它建筑保存较为完整，正殿立柱有的被砌于墙中，墙上壁

画有白灰覆盖，室内吊棚上方横梁上有保留很好的彩绘图案

，这些都具有文物保护价值。位于哈市道外区太古街89号的

百年道教古刹武圣庙正殿(现为哈尔滨市道教协会)内惊现神

秘地道。目前，哈市文物管理部门已经介入，考古勘察工作

将依据相关程序逐步展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评春

认为：目前在地道口探查，能看到地道为青砖拱型构造，可

以初步认定，武圣庙正殿内的地道应与武圣庙建筑同期施工

。其价值目前很难估量。 老道外不仅有古屋、古刹还有古树

。在武圣庙正殿后面的院内有三棵被居士称为“刘关张桃园

结义”的柳树，平日里总是挂着许多红布条，据说有上百年

的历史。这三棵柳树中被称为“刘备”的那一棵树围达到3.7



米，要两个人才合抱得住。还有一棵“张非”，多年前不知

被谁在树干中间打入一根角铁，使受伤处向外凸起，很像一

张怒目的面孔，被人说成是“张非咬铁”。 该保护的建筑是

个迷局 随着老道外拆迁工作的推进，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

的老建筑被挖掘出来，那么记载着哈市历史的老道外究竟还

有多少应该保护的老建筑呢？ 记者采访了哈尔滨市道外区建

设局张局长。据他介绍，2004年，哈尔滨市规划局名城保护

处及哈工大建筑设计院等部门已经对老城区的文物保护建筑

进行了调查和鉴定，所有资料均已上交到了哈尔滨市规划局

名城保护处。此次申报的文物保护建筑至今无一通过审批。 

据哈尔滨市规划局名城保护处负责人讲，目前，他们仍在对

道外区老城区内的文物保护建筑进行统计，至于有多少老建

筑需要保护，目前还没有最终统计数据。 哈尔滨市博物馆杜

馆长在谈及道外区棚户区内的文物保护建筑时说，评定一处

建筑物是否属于文物保护范畴，应从其所承载的历史价值着

眼。其标准涵盖了历史、艺术和科学三方面内容，文物建筑

保护也有等级划分。在棚户区改造中，很多老房子被拆毁，

其中可能也包括部分文物保护建筑，对这些建筑的去留问题

有关部门应该尤为慎重。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眼看着哈市的老

建筑一座座的倒下，有价值的建筑越来越少，成为凤毛麟角

，尚存的老建筑也即将遭受灭顶之灾，专家呼吁：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专家认为：追溯哈尔滨的历史，道外无疑就是这

座城市发展的雏形。哈尔滨自开埠设治100多年来，老道外汇

聚大量“中华巴洛克”和中国古典式建筑精华，其独具特色

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折射出这座城市浓缩的历史侧影。历

经沧桑，至今有价值的老房子能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然而



城市改造中大片的拆迁工程又使仅存的一些保存完整的老建

筑面临灭顶之灾。在老道外有很多优秀近现代建筑，它们能

够反映城市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它们是城市

历史文化发展的生动载体，是城市风貌特色的具体体现，是

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在权衡眼前经济利益与老建筑对

城市的长期价值时，城市规划部门应该重视对城市文化、历

史的保护，而不应一味为追求经济利益。前些年由于保护意

识不够，许多老建筑已经被夷为平地，其损失无法估量，在

这次改造中又发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老建筑，如果我们对

这些建筑再不加以保护，那么我们这座城市就会变为一个没

有“历史”痕迹的城市。到时我们的后代只能从书本上去品

读我们的城市。这对我们来讲无疑是一大遗憾。 一个城市的

文化，是通过一棵大树、一盏街灯、一幢房屋，长期的积累

而缓慢形成，然后靠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来延续的。道外老

建筑，就是记忆的载体，扒掉它们了，就无法再生，历经百

年沉淀的文化就会荡然无存，哈尔滨人的记忆也会变得模糊

不清。哈尔滨市民希望政府宁可牺牲些眼前的经济利益，也

要多保护一些有价值、有特色的老建筑、老街区，不能留遗

憾，不能让我们的后人来骂我们。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