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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地标探访

修旧如故，
百年红色建筑这样焕发新生

党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文提出“中

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我们要让‘老房子’恢复原貌，让每一块青砖，每一条

嵌缝，每一个门楣都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展示良好的形象。”

正如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尤玮所期待，历

经 169 个日夜、4056 个小时，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在加固建筑

本体、修复风貌的同时，优化了场馆空间布局、改造提升展陈，

以更丰富、更创新的表现方式呈现“石库门里的纪念馆”，再

现了辅德里 1915 年建造之初的历史风貌。

事实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拥有丰富的红色资

源。根据去年的复核统计，全市自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上

海解放，现共存包括旧址、遗址在内的红色资源 612 处。经过百

年风雨的上海红色建筑，正在能工巧匠的修缮下“焕发新生”。

用 120 分的力去修旧如故

纪念馆的南侧墙面靠近延安路高架，又是行人主干道，清

水墙上有八个石库门门洞，一个门洞两侧还有 16 根立柱。这里

正是此次维护保养中，修复的重点和难点。

“因为中共二大会议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

严格按照‘修旧如故’的原则，要用原材料和原工艺。”黄俊

雄告诉《新民周刊》，首先要根据现场情况和历史资料考证工

艺和材料，严谨考证后再研究如何修缮，“包括我们使用的工

具用的也是当时使用的传统工具，而不是用现在快捷式的水泥

或者砖粉这些东西”。

据了解，常规清水墙的修缮材料分两种，一种是进口的专

用砖缝和砖粉修缮材料，另一种则是传统材料——春光石灰。“原

材料其实并不难找，难的是需要通过各种材料配比调和出最终

使用的材料。”黄俊雄说。

此外。砖块修补的调色也不简单，通常在上色前要先调出

小样，通过颜色配比，做到与原来颜色非常接近的程度，经过

多方确认后，才能进行大面积施工。

在现场，黄俊雄无疑是最忙碌的人之一。他的一天从清晨 7

点开始，工人出工，他也上岗，给工人开班前会，说明一天重点

工作及注意事项，班组长领到分配好的任务后就带着工人开工了。

黄俊雄则要不时在现场巡查，看工作质量和进度。虽然每

天活动半径只是绕着纪念馆走，但他的步数却也可观，每天平

均能达到 1.5 万步，最高有 2 万步。等傍晚 5 点工人收工后，

他还会再去巡查一遍现场，确认无误后才能放心地下班。

而黄俊雄的师父、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修缮项目负责人、“上

海工匠”吴公保也几乎天天“泡”在现场把关。

在吴公保看来，上海的老建筑就如同一部部活的教科书，

它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岁月流转，无数近代化的思想在这

些红砖白墙之间萌芽，无数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

建筑总会老去，为了让这些承载着历史的老建筑免于消失在时间

的长河中，吴公保用了自己的一生在和这些老房子打交道。

1979 年，当时只有 21 岁的吴公保进入当时的静安区房地

局系统，成为一名房屋修缮工人。多年来，他视木工技术为一

种工匠精神的修行，穷尽一生磨练技能，从一名木工成长为公

司历史建筑保护事业部的领头羊。

多年的修复经历，吴公保的肚子里装满了老建筑的故事，二

大会址就是其中之一。从1999年起，他参与了历次的修缮维护工作。

吴公保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上世纪 70 年代，二大会址

3月 22日，工人在一大会址修缮现场施工。 4月 7日，工人在修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西式门头。摄影 /郭新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