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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
被告抱怨：
开放工作室是纯公益事业

在昨天的庭审现场，上海陈逸
飞建筑环境艺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与员工坐在被告席上应诉，而原告
也就是“ 逸飞”遗址的房东则指定
了一名代理律师出庭。

记者了解到，涉案的“ 逸飞”遗
址共有三处，包括泰康路210弄2号、
泰康路210弄1号，以及泰康路200弄
2号。目前，这三处遗址分别用作“ 陈
逸飞工作室旧址”、工作室旧址仓
库，以及“ 逸英模特公司”。

原告的代理律师表示，早在2001
年，泰康路200弄2号的租赁关系还是
原告所属的上海丰实食品工业机械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丰实食品”）
与上海逸飞文化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逸飞影视”）。当时，双
方约定由逸飞影视承租，租赁期限自
2002年1月1日期，租期10年。

2005年，陈逸飞先生突然病故，
承租人由“ 逸飞影视”变成了现在
的“ 逸飞建筑环境艺术”，公司的法
人代表也由陈逸飞先生改为他人。

在这10年的合约期中，尽管承租
人从公司名称到法人代表都发生了变
化，但双方依然坚守合约。直到2011
年5月，眼看合约将期满，双方原本均
有意续约，却在租金上“ 互不相让”。

此后，原告多次通知被告，将在
租赁期满后收回房屋另行出租。但
2011年12月31日到期后，被告至今

仍占用部分房屋即二楼且拒绝返还
（ 房屋面积为220平方米左右），该

行为违反了双方的合同约定，要求
被告必须返还租赁物。

庭审现场，被告公司的员工陈
先生向法庭陈述时颇有些为文化事
业“ 叫冤喊屈”：“ 原告一直强调要
按市场价涨租金。之前，我们也向对
方询过好几次价，但对方始终没有
给到我们一个明确的数字，只说要
参考餐饮业。我们免费开放工作室
旧址供游客参观是纯公益的文化事
业，跟开餐饮的商业活动没法比。”

被告公司的员工代表对记者说：
“ 如果法院判决结果是要求我们搬

离，那我们10年中，改建遗址的投资
于花费肯定要追回来。工作室旧址也
将改迁，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记者了解到，这份10年前签订的
房屋租赁合约中，泰康路200弄2号的
租金为每年22万余元，每隔5年上涨
5%。如果按照原告的诉求，被告需要在
搬离前每天支付大约366元的日租金。

庭审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法
官在原告“ 不接受调解”的回应下
宣告择日宣判。被告的公司负责人
以及员工代表则表示，已经向文物
保护相关单位反映了“ 逸飞”遗址
面临的现状。

原告爆料：
“ 二房东”转手就赚几百万

庭审结束后，记者从原告方面
了解到，原来这场看似稳定的10年

合约中，在合约到期前的2-3年，矛
盾已经开始积累。记者昨日对田子
坊的一番实地探访也印证了原告的
相关爆料。

原来，除了庭审的三处涉案遗址，
原告还曾将泰康路210弄4号租给被告
使用。原告代理律师对记者说：“ 2009
年，我们就把210弄4号李守白艺术中
心收回来了。之前，答应租给被告是因
为他们要开‘ 逸飞之家’从事服饰生
意，没想到他们倒当起了‘ 二房东’，
转租给下家靠收租金维持逸飞工作室
旧址的开销。这里面的差价赚赚就有
好几百万了。现在，我们直接就是泰康
路210弄4号的房东。”

原告代理律师表示：“ 我们作为
房东，还是倾向于保留陈逸飞先生
的工作室旧址，但文化价值与产权
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我们会与管委会以及相关的文化保
护部门一起协调保存旧址。”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田子坊管委
会，相关负责人的回答也是“ 话中有
话”：“ 因为目前是在法律诉讼阶段，
我们也不方便出面干预。事实上，在
此之前，我们已经尝试做调解工作。
逸飞工作室的运营和维护成本需要
多少，这笔账只要是商家都能算得出
来。说是做纯公益的文化事业需要政
府扶持，可转手又当起了“ 二房东”
每年进账数百万的房租，这让我们怎
么协调？如果陈先生还在世，看到家
人靠充当‘ 二房东’来‘ 养活’工作
室，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10年期满拒绝返还 田子坊内三处“ 遗址”惹争议
陈逸飞画室到期占房被房东告上法庭

10年的房屋合约已经到期，按
理说，续租还是另租本是你情我愿
的买卖，但一旦与名人遗址沾上
边，这租赁关系可就“ 剪不断理还
乱”。

昨日，黄浦区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一起与已故油画家陈逸飞有
关的房屋租赁纠纷案。房东上海数
字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将承租方
上海陈逸飞建筑环境艺术有限公
司告上法庭，要求被告位于泰康路
200弄2号的“ 逸英模特”公司立即
迁址，并且偿还房屋占用费。

本报记者 卢燕

一方是坚决要求被告迁址撤离，
一方毕竟是名人遗址的“ 正牌”管理
方，争执之下，陈逸飞工作室只好无
奈暂停关闭。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泰康
路200弄2号的陈逸飞工作室旧址看
到，漆黑的大门已是铁将军把门。
短短一条被誉为田子坊文化名流发
祥地的泰康路上，尔冬强文化艺术
中心、李守白剪纸艺术中心、名家
画廊等全都“ 亮丽”开业，路头紧
闭的大门突兀之余，也引得游客的
好奇打听。

距离工作室旧址大约20米远，街
道的斜对面就泰康路200弄2号二楼
就是“ 逸英模特公司”。记者打开街
道铭牌下方的玻璃门，沿着一条窄
小的楼梯小心翼翼地拾阶而上，一
位年近四十女性的员工正在楼上办
公。她对记者说：“ 今年3月份出现
租赁纠纷的时候，我们就暂停对外
开放了，因为有争议。我也不知道什
么时候能重新开放，大概得等事情解
决以后吧。”

回到工作室旧址门口，记者注意
到，短短5分钟内，旧址门口已有不下
30余名游客停下脚步，试图推门进去

参观。巧合的是，一位慕名而来、肩背
单反相机的游客试着拍了几下门，里
面一位解说员模样的男子应声出来，
将聚集在门口的十多名游客迎了进
去：“ 这段时间，我们时开时关，也不
是每天都开放，今天凑巧有外事接待
的需要，所以我才有机会呆在里面接
待大家。”

记者走进工作室，浓浓的油画
工作室气息迎面扑来，落地油画

《 周庄》、《 占领总统府》影印画册
等陈逸飞的知名代表作安静地陈列
在这间宽敞的工作室内。游客们不
时与解说员交流着画家生前的文化
足迹。

1998 年 ，陈 逸 飞 、尔 冬 强 等 当
代艺术家进驻田子坊，文化的底蕴
催生了今天商业的显达。而今，只
是因为房屋租赁的经济纠纷，田子
坊的一座文化地标深陷无处安放
的境地。

黄浦区文化局相关人士则表示，
目前仍在法律诉讼阶段，陈逸飞工作
室旧址究竟能否寻求到合适的文化
保护，需要从长计议，至于是否能追
认该遗址为文物保护单位，还需要当
事人向市级单位申请。 记者 卢燕

陈逸飞工作室大门紧闭
成文物保护单位需申请

田子坊“ 陈逸飞工作室”大门紧闭。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