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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

前世： 旧时筑城的

“新高度”

曹状元街毗邻的中华南路， 自古为商

业繁华之地。 清代集中了贵阳最大的几家

盐号；民国又聚集了银行 7 家、银号 1 家、

钱庄 1家、保险公司 2 家，其中最知名的当

属贵阳巨商戴蕴珊开设的 “怡兴昌银号”

（贵州银行前身）。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戴蕴珊生于贵州麻江县乐坪乡一户寻

常人家，略略读过几年私墊，此后开始当学

徒、做生意，后得湖南商人张文斋赏识，即

往返于湖南、贵阳等地。 十多年的时间，戴

蕴珊一跃成为省城富商，人称“南百万” ，

即“省城南面的百万富翁”之意。这一称谓

的得来，除因其商业总部位于中华南路外，

也有其府邸建于南门新市场的缘故。 戴氏

府邸，时人称“戴公馆” ，也即“戴蕴珊别

墅” 。

戴公馆开工、建成的日期约在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具体时间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已故贵阳学院教授刘隆民先生认为建于

1924年，“建筑时间晚于王伯群故居，但比

毛公馆、虎峰别墅早。 ” 他在《一条路上的

老贵阳———从龙洞堡经老城区到鸦关忆

旧》一书中有详细的回忆：“戴公馆是一座

民国大院。这个大院有前后两进，前院极宽

大，左右是很高的青砖围墙，墙基由半米高

的条石砌成， 上刻花木鸟兽。 后院是个花

园，奇山异石林立，中有两个鱼池，四周种

有梅和竹。 穿过后院，是厨房、仓储和勤杂

工的居室，还有一个家庭防空洞。前后院之

间是主楼，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中西合璧豪

华建筑，每层五间，均为半圆形拱顶，窗子

一律装彩色玻璃。建筑所用的优质梓木、彩

色玻璃，都是从湖南、湖北、上海等地通过

汽车、 马驮等方式运来， 可见其用材之讲

究。 ”

在正楼后面，还有右厢房与后楼相连，

均为二层建筑，占地约 100平方米。

岁月变迁，戴公馆其他附属房屋、花园

均无， 唯主楼尚存。 主楼占地约 500 平方

米，三层，是旧时筑城的“新高度” ，当年立

于楼顶可俯瞰贵阳老城。从建筑风格上看，

主楼有如“中国人穿着西装” ：内部结构是

典型的中式格局，各层的回廊、拱券、玻璃

花窗带有明显的欧式建筑特征。可以说，整

座宅子是中西合壁的产物。 类似的建筑贵

阳也有几处，如王伯群故居、毛光翔公馆、

虎峰别墅等， 是近现代建筑在贵阳遗存的

典范。

据戴氏后人回忆， 戴蕴珊先后迎娶了

三房太太，刘氏、胡氏、金氏；育有三子、三

女，三子为戴绍国、戴绍民、戴绍华，三女为

戴碧英、戴秀英、戴丽英。“戴公馆”曾经历

过接待进步人士、地下党工作，还开设过地

下图书馆、文化补习班等。戴蕴珊的二儿子

戴绍民心向革命，成为一名“旧家族里走

出的新青年” 。 1946年 3月，西南学运领导

人彭珮云等从昆明随西南联大迁返北平路

过贵阳， 在戴家三楼与贵阳各大学学生举

行座谈，分析时局发展，交流学运经验，互

相鼓舞斗志， 戴绍民便是这些活动的积极

支持者和参与者。

戴绍民又名戴力，1925 年出生于贵阳

曹状元街戴宅。 先后在正谊小学、 达德中

学、贵阳中学、国立十四中、贵州大学、大厦

大学等学校就读。

1949 年 8 月 9 日， 戴绍民不幸被捕，

后被杀害于马家坡，是贵阳“双十一” 惨案

烈士之一。

解放后，“戴公馆” 曾是 “绍民幼稚

园” 所在地，“绍民幼稚园” 之名是为了纪

念戴绍民烈士，1951 年改建为贵阳市第三

幼儿园。 团市委也曾借此房办公。 1958年

起，“戴公馆” 先后成为贵阳市百货公司、

公安局二分局、清真糕点厂、贵阳市土产公

司、 甲秀针纺厂等办公地……在近一百年

的时间里，“戴公馆” 的墙上满是时光积累

的印记：贵阳市总工会“奖给贵阳市土产

公司秘书科工会小组先进集体” 的奖状，

时间为 1994 年 12 月；不明年代的“女工

生产宣传栏” 、建筑公司流程表……

随着时间的延续和城市的发展， 这座

曾经的高楼被逐渐淹没在城市的高墙水泥

之中。 房屋门窗朽坏，彩色玻璃落满尘土，

墙体粉饰脱落， 木地板、 木楼梯槽朽坏，

“从高处看， 戴公馆像是置身繁华夹缝中

的废墟。 ” 戴公馆修复项目负责人、建筑师

越剑回忆说。

修复活化： 从城市

夹缝的废墟中再生

建筑师越剑是贵州城乡遗产保护的积

极推动者，近年曾组织工作营在安顺屯堡、

贵阳香纸沟等地做乡村遗产修复抢救。 越

剑接触到戴公馆最初只是出于一个建筑师

的好奇心。“这栋老房子这么特别，它有什

么故事？ ”抱着这样的念头，越剑克服了各

种困难， 终于进入了当时已废弃无人的戴

公馆。

因为经历了多次改建扩建， 风雨侵蚀

下的戴公馆原貌早己模糊不清。 不仅要区

分哪些是建筑原本的、 哪些是后来加上去

的， 房屋同时还要进行加固修整以及现代

化水电改造等， 整体的修复设计就变得至

关重要。

那戴公馆以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越剑

找到戴家后人进行了解， 甚至拜访了麻江

县的戴家祠堂。 在对建筑进行评估修缮的

过程中， 越剑发现了戴公馆许多精妙独到

之处。比如屋梁，是西式的桁架体和中式的

当地梁架体系结合在一起的方式， 房梁上

的六条排水沟分别汇聚到四个角上的排水

口一直排到地面，排水管道用的是陶管，比

现在一般用的排水管直径都要大， 一楼的

排水沟也很宽很深，排水效果很好，所以戴

公馆才能不受雨水侵蚀，屹立不倒。

戴公馆还是这类民国时期跑马回廊式

建筑里唯一一个用石板铺地的， 并且石板

还有一定的坡度。越剑经过分析后发现，因

为回廊每层的建筑层高都有 4 米以上，所

以雨水会进入到回廊里， 如果用木头铺设

很容易被雨水侵蚀腐朽。 使用石板加上斜

坡的设计可以遮挡部分雨水， 雨水也会顺

着坡度进入到排水口中， 起到排水保护的

作用。

在了解这栋建筑的历史之后， 越剑萌

生了修复戴公馆的念头。 这一想法得到了

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 以越剑为项

目负责人的戴蕴珊别墅修复、 活化团队成

立， 戴蕴珊别墅成为了贵阳市第一个由社

会力量自筹资金修复的市级文物建筑。

2018 年 12 月 26 日起，省、市文保专

家和贵州城乡遗产保护志愿者们齐聚贵阳

市曹状元街 68 号戴蕴珊别墅前，经贵阳市

南明区文体广电局批准， 启动对戴蕴珊别

墅进行主体建筑修复， 具有国家文物保护

工程施工一级资质的企业正式进场。

按照文物修复的 “保存现状原则、恢

复原状原则、可逆性原则、可识别原则和最

小千预原则” 五原则，修复团队和合作施

工企业一起对戴蕴珊别墅进行了全方位监

测和修复设计，按照原材料、原工艺、原结

构、原形制修复戴蕴珊别墅，仅前期勘测和

设计工作就进行了 10个月。

最终， 这座因地制宜设计独特的老宅

被“调查” 清楚：实际上戴蕴珊别墅并不是

常见的长方形建筑， 也不是修复组初期调

查的平行四边形建筑， 而是因地制宜建成

了一座不等边四角形建筑。 巧妙选址具有

稳固的地基不但是这座老屋百年不倒的原

因之一，也让其在百年城市变化中，没有受

到周边兴建高层建筑影响而出现地基塌陷

等情况，实属难得。

修复是一项精细活，一砖一石、一草一

木皆需留意。主楼前的石板路，在修复的过

程中用的是原有的老石板。 在未进行修复

之前，这条道路原本己被泥士深深掩埋。通

过慢慢地挖掘地面， 考古般地将老石板发

掘出来，其中边缘损坏的部分，得像“补衣

服〞一样恢复其原有模样； 二楼的室内地

板为木质， 但两米多宽的回廊上却铺陈了

一层青石板。 这一地面处理方式在民国时

期算很是讲究， 因为当风雨飘入阳台侵蚀

回廊，会不断腐蚀地板，而石板则会发挥比

木地板更防腐更易排水的功能。 在修复过

程中， 施工团以特別注意并保留了这一细

节，投照设计，一、二楼几乎改变了原有的

历史使用状况， 只有三楼还继续保留着最

初的一个空间格局：中间的一面墙上，有一

个废旧的壁炉， 旦能清楚地看到烟道往上

攀爬以及在天花板上延伸。 这些细节是对

建筑原有风貌的保留。

总之，专业文物修复团队的匠人们，基

于安全的基础上使用原材料、 原技术的方

式恢复建筑的原始风貌与形式， 同时采用

恢复建筑外廊原状与保持建筑外观现状相

结合的“折衷修复” 方法，展现了不同时期

的建筑记忆。

2019 年 5 月底， 修复工程基本完成。

同年 6月 29�日，“戴蕴珊别墅修复开放日

暨戴公馆文化艺术中心启幕仪式” 在别墅

内举行。 当天，一场名为“发现、保护、修

护、活化” 的沙龙向人们讲述了这个贵阳

市第一个由社会力量自筹资金完成修复、

开启活化的项目涅槃重生的始末。

“我认为活化利用而不是呆板死守，

保护历史文化，不是将古迹封存，放在玻璃

橱窗里， 而是需要将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与

现代社会功能街接， 让如戴蕴珊别墅这样

的百年老屋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 戴蕴

珊别墅项目社会力量活化项目参与人员在

沙龙上介绍说，经过反复的推敲考虑后，团

队决定延续戴蕴珊别墅的历史文化， 将修

复后的戴蕴珊別墅作为一个文化芒术中心

进行活化运营， 让这座老楼再次回归到贵

阳人的生活中。

“戴蕴珊别墅” ，一个原本在地图上查询不到地理坐标的百年建筑。虽有老贵阳民国五大建筑之一的名

头，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一副“危楼” 的模样：墙体斑驳，满面尘埃，门窗坏朽、拱券主体出现较大的裂缝

……这座老宅院就这样沉睡在闹市区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的缝隙间。

2015 年年底，戴蕴珊别墅被列为贵阳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引起了省市各级政府、文物保护机

构、民间文物修复团队、活化团队的广泛关注。历经 10个月的前期勘测、修复设计，“戴蕴珊别墅”的整体修

复重建工作于 2018年 12月正式开启，并在 6个月后顺利完王，成为贵阳首个民间力量修复的文物建筑。近

几年间，随着戴蕴珊别墅的活化利用，这一宅院日益融入市民生活，成为一处颇有影响的文化空间。

贵阳戴蕴珊别墅修复始末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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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越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