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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情怀诉说地理故事

“陈家大洋房”肯定不在培德巷1号，

是不是供水集团这里的“陈延年陈乔年

读书处”呢？张健初先生表示不是的，陈

家在这里也没住多久，搬到了南水关22

号。在那里，陈昔凡建起了“法月之家”。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需要马匹，商

人纷纷从蒙古贩马到奉天，地方官员趁

机大抽牲口税，在这里任职的陈昔凡成

了暴发户，并在奉天、池州购买近千亩土

地，在北京开了古玩铺子，老家安庆四牌

楼也置了10余间店铺。

1908年，官至省级道员的陈昔凡看

到大清江山日暮途穷，审时度势，回归故

里，将“法月之家”进行扩建，共二十七大

间，人称“陈家大洋房”，陈松年就诞生在

这里。

告老还乡的陈昔凡潜心书画，而陈

独秀则热衷于办报，传播先进思想。陈

独秀先后四次留学日本，结识了一批志

同道合的青年，一回国就是组织“青年励

志社”、组织藏书楼演讲、成立“安徽爱国

会”，创办《安徽俗话报》。来南水关交谈

的，都是一些后来彪炳史册的青年才俊，

他们讨论的问题不得而知，但主题肯定

是改造社会、改造中国。

1901年前后，在“培德巷1号”仅生

活两年的陈独秀一家又迁到南水关

西端的“道院”。1902年，陈乔年出生

在这里。

建水厂时，南水关道院陈家房子

拆掉了一部分。为什么这里挂的牌

子是“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而不是

陈独秀故居？张健初先生认为，特殊

的时代，说“陈独秀故居”就难保存，

只能以他两个为中国革命不息奋斗

并付出生命代价的儿子的名义保存

下来。

高登科多希望女婿陈独秀能一

路科举或者守着祖业过日子。然

而，门前大江流，滚滚波涛激荡了

陈独秀广阔的胸襟，他无法安定，

更无意潜心科举。当母亲去世后，

嗣父陈昔凡要求他与兄长庆元一

起去东北抄抄文稿时，他选择了去

日本留学。

革命先驱陈独秀出生在安庆，并且在那里从事早期的革命活动。由于特

殊的历史原因，他在安庆居住的几处遗存也先后拆除了,“陈家大洋房”也就

留在传说中。然而，“陈家大洋房”到底在哪？近日，记者前往安庆，寻找这位

革命先驱在安庆居住的老房子。 周玉冰

门前大江流日夜
探寻陈独秀的安庆老房子

傍晚时到达安庆。秋雨霏霏。

此行目的是看一看位于安庆的

陈独秀老房子，人称“陈家大洋房”。

一位朋友告诉我，“陈家大洋房”

在安庆供水集团旁。在安庆水务局

门前下车。沿江的景观防洪墙建得

很漂亮，店铺里多是卖花草奇石，这

与当初陈独秀独自行走的江边的情

景肯定是不一样的。询问许多人，都

说不知道安庆有陈独秀的老房子。

这不能怪，安庆到处都是历史遗存。

过迎江寺，继续沿江行走十来分

钟，就到了安庆供水集团。从一条小

巷进去，没看到“颇有气势”的房子，

正碰上一位闻姓老奶奶从雨中匆匆

而来，说他们住的就是。

跨进青石门槛，里面显得破旧逼

仄。一共有三进，两旁的厢房里共住

了7户人家。闻奶奶夫妇告诉我，当

初花了几百元买了3间厢房，住了20

多年。

我询问来参观的人多不多？可

知道陈独秀当年在这里生活的一

些细节？老奶奶似乎才弄明白我

要询问的是“陈家大洋房”，说陈独

秀家的房子在隔壁，拆了，建起了

安庆自来水厂。这个老房子是姓

汤的教书先生的家，当年，陈独秀

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在这里读

过书。她带我看看墙上，果然有标

明延年弟兄读书处的牌子，安庆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电话里告

诉我，建水厂时拆了一部分当年陈家

的房子。水厂是在今年3月份组建

成安庆供水集团的，钢筋混凝土楼

房，很难看到历史的痕迹，只有紧挨

着延年弟兄读书的老房子有个亭子

和碑刻，显示了它曾是中共创始人陈

独秀先生生活过的地方。

夜色降临，雨雾中的街灯显得格

外昏黄，也带着淡淡的忧伤。

第二天，幸会著名编剧、安庆作

协主席金海涛和作家姚岚、吴永生、

洪中为等人，大家海阔天空，话题多

是安庆的人情故事。我总是说起陈

独秀的老房子，众人说拆掉有一二十

年了，可惜！

随后，我又请教了皖江文化研究

专家张健初。综合各人的讲述，才算

基本上理清了陈独秀在安庆的几处

住所，不得不感叹，陈独秀的一生是

奋斗的一生，也是飘荡的一生，他在

安庆生活的二十来年也是屡屡搬迁。

陈独秀老家在怀宁县陈家剖屋，

祖父陈章旭一生在候知县中度过。

1879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庆北门“后

营”（今海军116医院附近）。3岁时，

他的生父陈衍中在苏州感染瘟疫死

去，便过继给没有子嗣的叔叔陈昔凡。

1898年前后，安庆基督教圣公会

征用“后营”一带菜地，准备建同仁医

院，陈独秀一家被迫搬到大南门培德

巷1号。

陈独秀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不长，

但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重要阶

段。他高中乡试第一名后，安庆副将

高登科将漂亮、忠厚的女儿高晓岚许

配给他，他们在这个房子里结为夫

妇，长子延年也在这里出生。

培德巷1号

南水关“道院”

寻找“陈家大洋房”

陈独秀与这座房子关系发生转折的

一年是 1909年。在北京女子师范读书

的姨妹高君曼来到这里，她非常折服陈

独秀的才识，整天听他指点时事。相近

的思想激烈碰撞，两人越过了雷池。

南水关陈家也因此与几十米外的长

江一样，波涛滚滚。陈昔凡称要与陈独

秀断绝父子关系。

新年伊始，陈独秀带着高君曼去杭

州任教。再次回到安庆时他担任安徽都

督府秘书长，高君曼不愿再住进南水

关。于是，他们住在宣家花园。如今，也

是踪迹难觅。

“陈家大洋房”气派的时间并不长

久。因为寂寞，陈昔凡去浙江看望换帖

弟兄曾子固，两人答应去东北给英商收

购大豆，却遭到英商算计，家产又赔得差

不多了。

时局动荡，袁世凯上台。因为陈独

秀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他的爪牙

倪嗣冲抄了“陈家大洋房”。后来的特殊

岁月里，陈家大洋房完全拆除了。

南水关陈家，因为出了个陈独秀，父

亲没有体会到儿子的孝敬、妻子没有体

会到丈夫的温存，子女更没体会到父亲

的慈爱。就是高君曼，伴随陈独秀的岁

月也是担惊受怕，乃至临终时告诫女儿

子美不要找搞政治的丈夫。

这怨谁呢？硬汉子陈独秀思考的不

是一个家，在动荡的乱世，他的思想随着

门前的长江，行走得很远很远。

南水关22号

“陈家大洋房”的波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