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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今日塘下

如今的朱正钧宅还能看出当年的模

样，除了老宅东首诊所内比较具有现代感

外，其余部分均保持原貌，从外观上看还是

一间传统民居。

现在老宅住有 7 户人家，其中朱正钧

后代本家族占了四分之三。“老宅周边的房

子也是我们祖上的，只是后来都转手卖掉

了，现在老宅内部的分房间也租出去了。”

朱醒华说，老宅破坏程度还是比较严重，2

楼住房如今都有小改变，安装上窗户、空

调。目前，对老宅主要的保护还是靠主人

家自己，保护的力度显然还是太小了。

走进老宅，总体外貌、格局等变化不

大，比较突兀的是宅子西首厢房内摆放着

的两三台机床，有工人正在机器前操作，响

声不小。显然，生产机器进入老宅，对老宅

的保护十分不利。

“老的建筑、文化的根基越来越少，对

老宅的保护要及时有效介入，主人可以改

善居住环境，但不能改造它的文化记忆，不

能改变它的材质，生产作坊搬进老宅无论

如何都不会对保护有好处，加重破坏程度

不可避免。”李刃说。

古宅外貌
与现代“内饰”并存

晚清浙南古民居建筑代表

解读鲍田朱正钧宅
■记者 杨微微

朱 正 钧 宅 位 于 塘 下 镇 后 朱 村 朱 胜 街
84—92 号，现存建筑为清咸丰三年（1853）
建成，宅子坐北朝南，临河而建，占地面积达
600 平方米，距今已有 159 年，至今尚保存完
好，仍住着多户人家。

朱正钧宅为江南水乡典型的庭院式民居
建筑，屋里屋外皆是各种精致的雕刻与灰塑
装饰。台门，作假三间形式，落翼式悬山顶，
小筒瓦铺面，墙体用大轮打磨青砖撕缝砌筑，
石质上槛磨制细腻精美。主楼为 2 层楼房，
面阔 7 间，进深 4 间，穿斗式梁架，重檐硬山
造，小青瓦屋面，瓦口置勾头滴水，雌毛脊，四
重马头山墙，墙面青砖撕缝砌筑。普通台基
础，用阶条石压面，青砖墁地，明间台基前设
两级垂带踏跺。厢楼各面阔 3 间，进深 3 间，
穿斗式构架，重檐硬山造，小青瓦屋面，瓦口
置勾头滴水，清水脊，脊吻作花卉状。

整座建筑造型精巧，用料讲究，雕刻工艺
精细，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朱正钧宅建于晚清，建筑风格上带有

一点西洋风貌，但又保持了传统的建筑风

格，是那个年代留存下来比较优秀的浙南地

区古民居建筑代表，这种建筑风格也是当时

瑞安的一个建筑文化现象。”建筑专业出身

的市文联主席李刃说，朱正钧宅是典型的浙

南建筑的一个优秀代表，无论从工艺、布局、

轮廓线以及楼度都呈现出了优美姿态，且伴

水而居，水上交通便利，而前街后河的瑞安

民居特色，说明老宅的主人是个文化人或者

很有地位的富商。

曾在市文物馆工作过的李刃，一度研究

过老宅的建筑历史，他分析了老宅的建筑特

色。朱正钧宅的建筑是一种清水做法，从如

今仍保存完整的墙体可以看出，没用水泥抹

过，建墙体的每块砖都是磨砖对缝，每一块

砖都要对齐，这种做法对材料、工匠要求很

高，就此可以推断朱正钧宅是个下了大本钱

的建筑。

建大宅，把自己的理想、钱投入到建筑

上，是古代文人的一个典型做派。那时，投

资理财途径不像现在这么多，在建筑上花钱

也是当时人们对钱的一种处理方法。

“痴迷建筑是文人的一种情趣爱好，不

一定有设计图纸，但会把建筑做到精致，把

心中的美好全体现在建筑上，也是用建筑来

体现自己跟周边人的地位差异。”李刃认为，

朱正钧建起这间大宅，除了个人情趣爱好或

是对钱处理的一种方式外，也符合中国伦理

文化的潜移默化意识，即赚了钱一定要在家

乡造房子，留下建筑给后人做个榜样，激励

后代，要顶天立地。

李刃说，朱正钧宅的建筑风格带有那个

时代的模式和潮流。总体外观来看，老宅与

水形成的倒影很漂亮，堪称现存比较优秀的

古建筑。但是工业发达的塘下，如今老宅的

传统格局已经不是原貌，在传统文化日益消

逝的当前，无论从建筑学、社会文化层次还

是人文的角度，都需要去抢救和保护。

浙南建筑优秀代表

朱正钧的部分后人如今还住在老宅中，

宅子东首开诊所的是朱正钧第 9 代后人，诊

所的主人有三兄妹，记者找到对老宅的历史

较为清楚的老大朱醒华。

“上世纪 90 年代，我考上大学后，就搬

出老宅了。如今我妹妹住在老宅。”朱醒华

说，关于老宅，他收集了很多材料，包括朱姓

家族的历史、族谱上的记载等。

从有关资料的记载来看，修建大宅的朱

正钧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同村人出门谋生他

还会相赠盘缠，如今隆山公园上的“观海亭”

最初就是朱正钧捐钱修建的。朱正钧娶有

两房太太，共有3个儿子、5个女儿。根据市

文物馆的考究认定，该宅建于清咸丰年间，

历时3年建成。

“我祖上应该是做生意发家后，才盖房

子的。”朱醒华称，从一些族谱记载上推断，

当时恰逢太平天国运动，朱正钧很可能是在

这个时期做木材或是大米生意。朱醒华的

这个推断，得到了后朱村一些老人的认同。

该村老人们说，朱宅后门就是塘河，宅子边

上就是一个码头，朱家的货物应该都是从这

个后门运到屋内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最发

达的就是水上交通，房子前街后河，是极优

越的位置。

但也有一些民间传说，当时的朱正钧

很穷，欠下很多债务，除夕夜还要被人上

门讨债，为此朱正钧父子俩出门躲避讨

债，直到除夕夜后半夜才回家。当父子俩

回到家门口时未进家门，而是坐在大门

口，发现屋前不远处有一个发光的东西，

挖开后意外挖到一大笔银两，从此还了债

务，盖起大宅。

不管是民间的传说还是历史的考究，根

据朱姓族谱的记载，朱正钧的后代受教育水

平都很高，出过多位举人。

“我曾祖父的父亲行医，可惜我爷爷的

父亲过世较早，在我爷爷 5 岁时就去世了，

所以很多家族里口口相传的东西都没有流

传下来。我比较清楚我爷爷那一辈，我爷爷

11 岁到 16 岁在瑞中上学，22 岁到湖岭开诊

所，是当时当地第一位西医医生。”生于老

宅、成长于老宅的朱醒华，对老宅的感情依

然浓厚，经常回家拍些照片回去自己研究。

朱醒华说，妹妹最初跟着爷爷学医，

后去学校进修，算起来，这也算是“祖传手

艺”了。

老宅主人如何发家说法不一

朱正钧宅 （刘峰 摄）

老宅院内现状

老宅正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