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6月是全国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宣传活动月。 由市文
旅局与本报携手推出的 “与
革命文物面对面”系列报道，

将聚焦革命文物的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 通过采访党史
专家、历史学者、革命场馆负
责人和红色文化主题创作的
艺术家等， 以真实的力量和
艺术的再现讲述革命文物的
前世今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建于 1920?，石库门里弄住宅。 1921? 7? 2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 1951

?，会址进行了全面整修，1952?正式对外开放。1961?，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版摄影 郭新洋

“这次修缮，我们又把树德
里恢复到了 100 年前的样
子。”近日，中共一大纪念馆党
委书记、馆长薛峰沿着焕然一
新的树德里弄堂，边走边介绍
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在这里召开时，树德里的房
子刚刚造好不到一年，都是崭
新的，当时房屋的结构按照现
在的说法，就像如今时尚的
loft 式公寓结构，楼上是书房
和卧室，楼下是餐厅和客厅。当
年，13 位代表迈着坚定的步
伐，沿着这条弄堂走进了这栋
房子，步入了会场，开启了一个
时代。”

在 100 年的岁月长河中，
这幢老房子就像一位老人，经历
了沧海桑田却风华不减，静静地
矗立在那里，望着身边高楼渐
起，看着路上车水马龙，如同当
年一样，对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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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白领公寓
如今繁华的新天地，是时尚中

心，一百年前，这里其实也是高级白

领的聚集地。1920年夏秋之间，陈
老太出资建造了两排共九幢石库门

房屋，沿马路一排五幢房屋，即望志
路 100号至 108号（今兴业路 70号

至 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

房屋，没有厢房，但每幢房屋各有一
个大门、一个天井。

房屋就像如今时尚的 loft式公
寓结构，独门独户，楼上是书房和卧

室，楼下是餐厅和客厅。因为当时那
里是法租界，建造这样的房屋结构，

也是为了出租方便一点。薛峰说：
“李书城当时在孙中山政府里任职，

绝对是高级白领，他就租住在那
里。”39?的李书城和 15?的上海

松江姑娘薛文淑在这里结婚。李书
城的弟弟李汉俊从日本东京帝国大

学毕业，回国之后也住在这里。薛文
淑记得，李汉俊交际广泛，不断有朋

友来李公馆看望他：“汉俊的这些朋
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

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
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

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
快。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中共

一大召开前，李汉俊提出把会址安
排在哥哥李书城家，得到了李书城

的同意。所以，按照时间来算，中共

一大在 1921年 7月 23日召开时，
房子建成还不到一年。

从去年 11月 17日起，中共一
大会址暂停对外开放，实施场馆修

缮改造，以良好面貌迎接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如今重新开放，与

其说是修旧如旧，不如说是让这幢

老房子重新回到它刚刚建好的模
样。铺设于中共一大会址屋顶的是

一种青灰色的瓦片，为了与原建筑
使用的瓦片风格、形制保持一致，特

意从各方收集来老旧小青瓦，在此次
中共一大会址的修缮中一共使用了

30000多片。值得一提的是，建筑原
本的瓦当很有特色，白底上有两个黑

圆圈，被称为“熊猫眼”，这一设计在
古建筑中被称为“画龙点睛”，这次修

缮工程中，工人也在所有瓦当上，用
黑色颜料给白底的瓦当上色，重新绘

制，复原百年前的建造风貌。
这幢百年石库门建筑的特征是

乌漆木门，朱红窗棂，清水外墙，在

对待老工艺上，修缮工程应用了砌
筑后不抹灰、不贴面的工艺，以表现

砌体本身质感的清水墙体；清水墙
面砖与砖之间的勾缝，特别采用了

半圆形的“拱形”设计，用手抚摸感
觉略微有些凸起，这在建筑上被称

为“元宝缝”，此次修缮延续采用了

这一当年的工艺。中共一大会址客
堂间的窗户雕花木板，也保留了原

先的设计，其中镶嵌着金色构件，为
保证颜色鲜亮耐久，修缮用金箔代

替了原先的金粉漆。“我们请来的师
傅都是修复江南建筑的老

工匠，水平高经验丰富，不

论是一扇门，还是一盏灯，
团队都细细确认。”薛峰说。

从酱园开到面铺
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

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也搬

走了，房东陈老太后来回忆

道，当时他们家往来客人很多，后来

被巡捕房注意，就搬走了，前后住了
三年光景。

1924年，陈老太又将这两幢房
屋连同与其并列的另三幢房屋全部

租给生意人董正昌。董正昌对房子
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将其中三幢

房子改建成为“万象源酱园”。根据

董正昌的回忆，他把东面 100号、
102号、104号打通改为三上三下结

构，成为“万象源酱园店”，并将外墙
改为混水墙，内部又添造了一个厢

房摆酱缸，为了在前面墙上写两个
大字“酱园”，他还砌掉了两个大门，

只留一个。
“酱园开起来之后，董正昌生意

稳定了，他又开始做起了二房东，自
己搬到了隔壁马路的房子去住。”薛

峰说。董正昌把房子 106号、108号
改建成两上两下房屋，106 号天井

改成厢房，仅留 108号大门，租给了
亲戚。后来，他的亲戚在 106号开了

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
屋里安装了摇面条的机器，生产挂

面，外墙也刷成白色。
如此这般，那一排房子从白领

公寓变成了“酱园”和“面铺”，生意
是不错，不过房子从里到外却也都

面目全非。再后来，1943年望志路
改名兴业路，106号改 76号，108号

改 78号。难怪几十年后，沈之瑜约
了杨淑慧再寻一大会址，站在马路

上完全不见当年的样子。

还原的会议室
1950年 9月，中共上海市委经

讨论后决定，寻找“一大”旧址，并加

以恢复。经过半年的寻找和确认，终
于确定了“恒昌福面坊”就是当年一

大召开的地方。不过那时，外墙的清
水墙被涂满石灰, 成为看不见砖缝

的混水墙，楼上还住着居民。“一大”

会址查实后，上海市委立即承租下
来，并请有关部门将旧址加固修缮。

但如何恢复原来的模样是个问
题。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与“一大”相

关的中文资料和档案，纪念馆只好
眼光向外，查阅存于俄国和日本的

相关材料。同时，市委还邀请了“一
大”代表李达前来指导会址内部布

置。李达将“一大”会议室布置在兴
业路 78号（原望志路 108号）楼上，

房间中间是一张会议桌（即长餐
桌），桌上放着花瓶和烟灰缸，四周

有几把椅子和
圆凳，墙上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的

照片，还嵌上了毛泽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手迹。

1954年 3月，纪念馆邀请李书
城的妻子薛文淑和“一大”代表包惠

僧前来，核查会址内部建筑结构。薛
文淑指出，客厅应当在楼下，家里仅

有的一张长餐桌是放在客厅里的，

从来没有放到楼上去过，客厅里还
有椅子、茶几和圆凳子，墙上不挂字

画和照片。1956年 2月，时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大”代表董必

武前来视察，他肯定地说：“当年我
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

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他还分析：
“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

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
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于是，纪念馆进行了重新布置，
薛文淑也送来了当年 78号楼上起

居室内的一张红木六角形茶几和一
张椅子。最终，还原成现在的模样。

焕发新颜的老房子
2001年，上海新天地竣工，让

“整旧如旧”的创新设计理念广为认

知，这个街区传承了上海石库门的
历史文化风貌和城市肌理，也开创

性地融入了当代乃至前沿的生活方
式理念。如今，在上海，市中心的“新

天地”早已成为时尚地标，成就其蜚

声中外名头的，不仅是这里的繁华
商业、摩登气质，更有那片承载厚重

人文主题的石库门经典“老房子”。
年复一年，这里持续吸引着众

多历史探寻者，来自各地的参观者
络绎不绝，门牌前总是有很多游人

争相留影，游客中也有很多外国人
的身影。“自从 2017年 10月 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
局常委同志来这里，面对党旗一起

重温入党誓词后，每年来这里参观
的人数从原来的几十万增长到一百

多万。”薛峰说。

“一大纪念馆新老建筑横跨兴业

路两侧，形成开放式、街区式博物
馆，与周边新天地商业区等合为一

体，更便利游客前来参观。”薛峰说，
“这幢老房子本来就是借于民，现

在用于民，也教于民。”

借于民
用于民
教于民

◆ 吴冠玟

    听一大
纪念馆党委
书记、 馆长
薛峰讲树德
里老房子的
故事

■ 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

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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