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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尊敬的凯瑞凤凰名苑23号楼、27号楼业主：
我们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购买的凯瑞

凤凰名苑23号楼、27号楼已具备交付条件，
我公司将于2015年7月31日起开始办理交
房事宜。请您根据我公司发送的入伙通知
书上约定的具体时间，携带身份证、商品房
预售合同、收据（发票）及其他相关资料到凯
瑞凤凰名苑26号楼19号商铺交房现场办理
交房手续。特此公告。

项目地址：洛阳市西工区红山乡道北五
路与龙翔东路交叉口

洛阳凯瑞红山置业有限公司

凯瑞凤凰名苑交房公告

□记者 韩霖 见习记者 刘嘉仪 通
讯员 申社彤 实习生 王亚鸽 文/图

市民王利民珍藏了22张地契，
其中最早的为清朝同治年间的，距今
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王利民说，他
想展示这些地契，让更多市民了解这
些老物件。

在20多年前搬家时发现
22张老地契

在王利民家中，记者看到，这些
地契大小不一，其中清朝时期的有5
张，民国时期的有17张。这些地契
大多是韧性较强的宣纸制作的，由于
年代久远，其中部分地契破损严重。

记者注意到，这些地契中有官方
印制的，也有民间私拟的。其中，一
张清朝宣统三年的地契保存得最完
整，上面书写的内容清晰可见。

王利民介绍，1990年，他第一次
搬家，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这些地
契。“在一个白色的布袋子里，装有很
多破旧的纸张，我打开一看，正是这
些地契。”王利民说，“里面最早的一
张地契是清朝同治年间的，我觉得这
些东西应该挺有历史价值的，舍不得
扔掉，就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自1990年至今，王利民多次搬
家，但他宁可舍弃老桌子、旧柜子、织
布机等“大件儿”，也要将这些不起眼
的地契保存下来。

这些地契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你看，这张地契上盖有官印，这
是‘红契’。”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
支援指着那张清朝宣统三年的地契
照片说，“这下面还有中间人，他们在
上面签字画押了。”

“这个人名下面的‘小十字’就是
‘押’，是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
都是契约的中间人画的。”王支援说，

“一般来说，中间人都是同村或同族
中德高望重的族长、族老。”

“有官府的印章和族长的画押，
这个契约就具有了很强的法律效力，
买卖双方也可以放心了。”王支援说。

王支援说，地契一般分“红契”和
“白契”两种。“红契”是由官府验契并
加盖官印的，并需要缴纳一定金额的
税金；“白契”多为百姓之间的“私契”，
无官府的官印，也不需要缴纳税金。

“一般来说，‘红契’的法律效力
远比‘白契’要大。”王支援说，“‘白
契’在清晚期出现较多，那个时候国
家动荡，政权不稳，税收管理也较为
松散，人们就通过签‘白契’来逃避一
定赋税。”

王支援介绍，即便是签了“白
契”，违约者也极少，这也体现了契约
双方的诚信精神。

“地契是土地权属变更的重要史
料，真实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
价值、交易方式及管理制度等，也从
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王支援说，“小小的一张
薄纸，却记载了厚重的历史。”

地契多为纸质，不易保存，但具
有文化、历史价值，因此也具备一定
的收藏价值。“随着城镇化速度越来
越快，这类纸质地契的数量也越来越

少，持有这些地契的市民应该妥善保
存。”王支援说。

纸质地契应该这样保存

“与瓷器和青铜器相比，纸质地
契在保存时需要特别注意。”王支
援说。

王支援介绍，保存纸质地契的重
点是防潮、防火、防虫。“宣纸吸附性
较强，裸露在空气中很容易吸收水分
和灰尘。最好用塑料薄膜将它包好，
放在干燥、透气的地方。天气晴朗
时，可以打开透透气，切记远离油烟
和火源。”王支援说。

在保存时，可以适当加入一些樟
脑球，达到驱虫的作用。另外，应尽量
避免折叠，最好采取平放的方式，单张
宣纸可以卷起来，放在笔筒或纸筒中。

一市民珍藏22张老地契
专家表示，这些地契记载了厚重的历史，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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