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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

产党的光荣历史， 如何让革命文物拂去岁月留下
的沧桑，重新焕发光彩？ 工匠们精雕细琢，精益求

精，以最传统的技艺向最光辉的历史致敬。

革命文物复原的过程，也是一个解密的过程，

在历史建筑一砖一瓦中隐藏的奥秘都值得探究。

辅德里 625号，中共二大召开的地点。百年前
的工匠在门楣上用花岗岩书写的是 “腾蛟起凤”，

“腾”字中所含的“马”字，犹与常见的字体不同，颇
有一番腾跃而起、仰天长嘶的形象动感。正是在这

块门楣之下，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为中国各民

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历史建筑因承载了许多故事而独具魅力，这
些故事或惊心动魄或荡气回肠， 等待着我们去发

现，去聆听。 革命文物中的那些密码，也等待着我
们深入了解，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历史建筑和革命文物也是最
生动的教材。 学习越是深入，思想越是明晰，步伐

也将更为坚定。

复原中解密
◆ 徐佳和

个历史瞬间充满现场感

老成都北路辅德里 625 号隶属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外立面是一整排清水墙面，今年春节后，就有工
人在此用最传统的工艺为恢复这幢 106 岁的革命历
史建筑原貌精雕细琢。有路人经过时，会忍不住对正
在现场的静安装饰公司技术负责人、“上海工匠”、中
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修缮项目责任人吴公保说：“师傅，
你们这哪里是在做泥水匠的活儿呢，这分明干的是艺
术活儿。”目前，修缮工程已经进入尾声，有望在 4 月
底完工，计划在七一前重新向公众开放。

记者昨天来到施工现场，向这位“上海工匠”详细
了解这次修复工程的诸多细节和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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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砖面的平整，以前的师傅做活儿时身边

还需要两个小工，他们问木匠借一个刨子，刨砖，
再进一步，两块砖互磨，磨出来砖面细腻得可磨

刀，手摸上去犹如镜面般光洁。
待到砌砖时，师傅不能戴手套，因为需要通

过徒手触摸的感觉，才能判断这块砖的光滑程
度是否达标。砂浆抹在砖楞上，讲究的是角度和

量的多少，砂浆多了要潽出来，少了粘不住。两块
砖一旦合上，砂浆便从两块砖之间溢出来，形成

一条圆灰缝，民间称为灯草缝。

仅这条砖缝，就包含了开缝、嵌缝、勾缝几道
工序。

“早年，这些建筑工艺并不特殊，而是手艺人
的必须，因为断层了，大家才觉得这是艺术。失传

的技艺能恢复继承几分，我不敢保证，但只要有
人愿意学，天南海北，我都愿意教。”吴公保说。他

多年的愿望，正是把十六根门柱修旧如故，尽最
大可能恢复到百年前的原貌，把遮掩的拂去，把

缺损的补上，让革命历史建筑留到下一个百年。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所在的辅德里联排式石库门

旧式里弄建筑，1915年 10月由新瑞和洋行的英国建
筑师覃维思、蒲六克设计，次年竣工，全部建筑一组四

排，包括沿原南成都路店铺共 76个单元。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南成都路辅德

里 625号李达的寓所中举行。
如今纪念馆的建筑朝着延安路方向有八个门洞

16根门柱，625号的门牌号码就挂在其中一扇黑色的

杉木门上，16根门柱正是此次修缮最难的点。
希腊科林斯式的柱头上，毛茛叶层叠交错环绕，并

以卷须花蕾夹杂其间，看起来像是一个花枝招展的筐
篮被置于圆柱顶端，但最原始的砖雕早已残破不堪。早

在上世纪 70年代，柱头就进行过一次重修，但是囿于
当时的材料和工艺，只能以黄沙水泥混合材料替代砖，

再刷上红色粉，“塑”成了门柱上的“雕塑”。“那时，老师
傅带着八个徒弟一起做‘雕塑’。师傅做了最靠东边的

第一个，徒弟们按照样子学，因为全靠手工，当时也没
有照片图纸可以依样画葫芦，因此每一个柱子上的花

纹都带着徒弟们的个人特征。”吴公保说。凑近了仔细
看，确实会发现每一个“塑”成的柱头花纹中，叶子翻卷

的弧度不一，筋脉的走向也略有不同。
水泥黄沙做成的“砖雕”保留至今四十余年，今年

建党百年之际的修缮，吴公保想好了一定要按原样做
出真正的砖雕，复原到柱头上去。一个柱头用了五层

砖，每一块砖都要手工雕刻四天半。幸好 40多年前师
傅亲自动手做的“砖雕”还完整地站在第一

个门柱上，现在的工匠才得以有一
个相对真实的摹本，续接百余年

前的影子。

圆灰缝里有讲究

清水墙也会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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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正在现场施工

■ 辅德里外景

    柱头之下的 16根柱身，用到的是清

水墙的修缮工艺，清水墙之讲究，被认为

是砌墙的最高境界。限于几十年前的客观
条件，百年前的原始砖外面被贴上了望板

砖，然后又刷上红砖色的砖粉。这次，吴公
保与纪念馆商量下来，决定使用最传统的

工艺恢复清水墙的模样。这一个决定，就
意味着必须经过十二道工序。“先要用高

压水枪调至低压，冲洗墙面，露出最原始

的砖墙。若冲不干净，就人工剥离，直至墙

砖裸露出来。百年前的砂浆酥松了钙化

了，这部分要去除，把砖抽出后重新填砂
浆。高低不平、缺损之处需要补砖。”吴公

保介绍说，然后进行表面打磨使之光滑，此
时不能使用机器，用的是手工砂轮打磨。

“老祖宗代代相传的修砖配方，要用
石灰，取自自然的材料，再掺入少量水泥。

红砖的颜色并非想当然的单纯色彩，而是

需要黄绿黑红四种颜色按照一定的比例
调拌出来。”吴公保说，用到被称作春光石

灰的清水墙，这样的墙，会呼吸，这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清水墙。

    以中共二大为主题的非虚构戏剧《辅德

里》4月 23日将为 2021上海·静安现代戏剧

谷揭幕———剧情可以从昨天在安义路 63号
开幕的微缩模型展上窥得一二。

展览所处位置曾是 1920年毛泽东旧居
展馆，如今成为静安区旅游服务中心。展览

选取了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前后的 16 个
历史瞬间，展现命运瞬间的现场感、神圣感。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的石

库门见证了党的风雨征程。1921年 7月，中
共一大在上海树德里石库门召开；1921 年

10月，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铭德里家中
被捕，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所在地；

1922年 7月，中共二大在辅德里召开，在党
的历史上书写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章》在

内的七个“第一”。

微缩模型利用了灯光、剪影、镜面等多

种手段，体现了建党初期的危机与紧张感，
以及在石库门中延续的建党历程，重现中国

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传奇故事。1927年冬，
张人亚将党的文件交给父亲，暂埋在张人亚

宁波霞浦老家后院的草棚，之后张人亚再也
没有回来；2017年 6月 30日，党诞生 95周

年之际，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出了张人亚

交给父亲保存的首部党章。同时，模型将张

人亚生前珍贵的活动影像和中共二大纪念
馆党章墙并置在同一空间，使党章守护者与

党章产生时空对话，向历史致敬。
担纲创作的是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

术学院媒介展演系 2018?全班二十位年轻
学生。展览展出至 4月 16日，《辅德里》微缩

展“相馆体验”也将同步上线，静安区旅游服

务中心还将组织“乐游静安公益微旅行———
从皮箱里到辅德里到剧院里”主题微游活

动。 本报记者 朱光

荨 吴公保介绍情况 记者 郭新洋 摄

中共二大非虚构戏剧《辅德里》微缩模型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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