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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
之后，加拿大传教士李克忠和
叶溶清主持了几大建筑的修
建。“苏木匠”1908年踏上中国
土地，在自贡、乐山等地主持修
建医院和教堂，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1925年，“苏木匠”接任
总工程师时，华西坝正处于建
设的高潮期，他孜孜不倦地在
这里工作了25年。

时间一久远，记忆就模糊，
加之李克忠与叶溶清离开华西
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所以，一
说到华西老建筑，老成都人都
异口同声地说：这是“苏木匠”
修的！

我认为，此话也不错。可
以将“苏木匠”理解为率领一批
又一批中国工匠，将荣杜易的
图纸变成大地上的建筑物的所
有洋“掌墨师”。

赖云章说：“华西老建筑，
经历百年风雨，门窗依然是好
的。让我想起‘苏木匠’如何挑
选和管理中国工匠。”

1925 年春天，成都难得的
艳阳，中国木匠们闲散地围成
一堆，讨论着：“听说洋人在盖
大房子，工钱高得多，给现大
洋。”“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
人，竟然会说成都话。”

龙门阵没摆完，“苏木匠”
出来了，“各位老板，请排个
队。对，站成一排也要得。把
家什都摆出来，放在你们面
前。斧子、刨子、钉锤、钻子、锯
子……对，还有墨斗，全摆开
了。”

木匠们嘻嘻笑起来，哪个
老板选木匠是这样挑选的。这
个洋人太怪了！苏继贤根本不
看木匠面孔，只看木匠们的工
具。这几十个木匠，有师徒，有
父子，也有独立大队，个个信心
满满。苏继贤弯下腰来，眼光
比老雕还厉害，不时拿起一把
锯，看看锯齿；又拿起一把斧
子，看看锋刃。

折腾一阵，竟然只有两个
木匠被挑出来，其中一位一脸
稚气，惶恐不安地指着一老者
说：“他是我的师傅，你咋个不
挑他，挑我？”

苏继贤微笑着，扫视了一下
众师傅说：”对不起，各位老板。
我想，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木
匠，得先看手头的家什。我挑出
来这两个师傅，首先是他们的工
具好！不信，你们可以比比看。”

那个老师傅，才注意到自
己的锯片上有了锈斑，脸腾地
红了。

这 第 一 关 ，就 刷 掉 一 大
半。苏继贤表示，欢迎大家把
工具拾掇好了，再来报考。

第一轮录取的木匠，还得
经过第二轮考试：四个工时做
一扇门或窗，超时的淘汰，提前
做完也要淘汰。苏继贤说：“做
慢了，说明你不熟练；做快了，
说明你有的细节没有做到位。”

正式开工了，苏继贤查得
更严。先不看你做的活路漂不
漂亮，他要摇一摇马凳，看是不
是站得稳扎。若马凳“活摇活
甩”，立即叫停：“马凳都在走
路，你做活路咋个做的？”

四川话中，有个词儿“夹
磨”，很适合用来描绘苏继贤如
何要求建筑队伍。他手下的师
傅，无论老幼，个个备受“夹
磨”，都在议论：

这个洋人太厉害了！眼睛
就是尺子，一看一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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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档案馆，既安静又神秘。
管理员从档案柜中轻轻抱起几本

图纸，放在桌子上说：“这就是英国人
设计的图纸。”

图册封面，用古老的花体字为设
计师署名：弗烈特·荣杜易（Fred
Rowntree）。

成都建筑设计界泰斗庄裕光调亮
了台灯，戴上白手套，轻轻揭开了羊皮
图纸，仿佛一下子穿过“时光隧道”，看
到英国绅士荣杜易先生，正在向创办华
西的基督教五个差会讲解自己的构思。

100多年前的一座座中西合璧的
大建筑的设计图：讲究平衡，对称，使用
灰色砖，小青瓦，大红柱，大屋顶……线
条是如此规范，数据是如此准确，整体
是如此恢弘，细节是如此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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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五个差会
在华西坝这块土地上联合办学，在建筑设计方面，
进行了全球招标。

中标的是英国著名的建筑师荣杜易，读他的设
计图纸，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充分理解中国古典建筑
内涵，充分信任与尊重工匠，非常了不起的设计师。

从上海溯长江而上，荣杜易细细观察中国南方建
筑的特点，多次逗留北京，饱览中国著名的古建筑。

悟性极高的荣杜易，与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
并无交往，但他在设计中，完全体现了梁思成概括
的，中国古典建筑由三段，即屋顶、墙身和基础构
成。荣杜易掌握了三段的特点，细节处，巧妙融入
了西方建筑元素，真是出神入化！

华西坝的老建筑，猛一看，全是大屋顶，中国人
看它是典型的中国古建筑，细看屋顶中间竟有带装
饰味的西式老虎窗；再细看，屋顶上雕塑的中国龙、
凤、貔貅等神兽，变成了西方建筑物常见的蜗牛、鳄
鱼、狗、马、象等动物，西方人看到它也很亲切。

由于有砖墙牢固支撑屋顶，不需要斗拱、撑弓，
但几乎所有华西坝的大建筑都有精美的斗拱、撑
弓，加上雕花门窗，让建筑物透出浓浓的中国味。

再看基础，由于成都平原比较潮湿，所有房屋
的基础高出地面近一米，留有砖洞，通风透气，让
木地板保持干燥。再看外观，西式的多级台阶，配
上中式栏杆，既有庄严感，又显得典雅高贵。

考虑到医学教学的特殊需求，便于存放标本、
教具，在怀德堂和一些教学楼下修建有地下室，这
在成都地区的建筑物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庄裕光小心翼
翼地拍照、复制、整
理，为每座老建筑立
传，在档案馆里工作
了一个多月。之后，
又多次现场考察，就
像钻进巨人的身体，
将它的骨架、肌理、
五脏六腑来一番条
分缕析，弄得一清二
楚。

历 经 百 年 风
雨，华西坝的老建
筑仍气宇轩昂，在
千城一面的城巿建
设中保持着鲜明个
性，让庄裕光充满
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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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精雕细刻，庄裕光订制出四大卷维修
方案。

经过向全国招标，请来了维修故宫博物院的最
负盛名的古建筑修葺公司“蒯祥苏州公司”，以及其
他四支古建筑队伍。

以明代“香山帮”工匠宗师蒯祥为总营造师所
建造的明北京故宫古建筑群，庄严古朴、气势雄伟；
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堪称世界奇观。“香山帮”传统
建筑营造技艺“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香山”工匠及其传统建筑工艺，历史悠久、蜚声中
外。有蒯祥公司领衔，华西建筑群的维修工程，让
庄老很放心。

五支队伍，整齐集合在怀德堂前，按古老的行
规，杀鸡公，点香烛，放鞭炮，拜祖宗，每个程式，一
丝不苟，表达了对鲁班爷爷和无名的先辈匠师崇高
敬意。

白发皤然的庄裕光矗立香烟之中，就像云雾中
一座雪峰。他预感到，华西老建筑群，迟早将被列
入国务院下令保护的国家级文物。

著名学者流沙河说：杜甫草堂，华西坝，是成都
的两大文化地标。一个是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地标，一个是东西文化交融的地标。

庄裕光深知，毕竟是百年老屋，在潮湿多雨的成
都，木质建筑寿命有限，如何有效地维修，是件很费
脑筋的事。每个细节，对于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
他都做好了预案。

面对巍峨的怀德堂，他感觉到在与英国建筑设
计师荣杜易，与总建筑师、加拿大人李克忠、叶溶
清、苏继贤心灵对话。

开工典礼之后，有记者问：请问庄老，要把荣杜
易画在纸上的房子变成现实中的房子，是不是还需
要有巨大的付出？

庄裕光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实现设计
方案，要靠工匠。特别是一百多年前那样的设计，是
比较简约和概括的，需要一批能工巧匠，更要一个出
类拔萃的总工程师，中国称为‘掌墨师’，统领这一群
能工巧匠，把图纸上的房子，落实到大地上来。”

“建筑学上的‘中国卯结’，在华西的建筑上充
分运用。所谓‘中国卯结’，就是木结构的穿斗，让
位置准确、尺寸合适的“公榫”“母榫”相接合，加上
销钉，使得梁柱连成一体，形成建筑物屹立百年的
骨架。事务所（怀德堂）高达10米的巨柱，与长达
16米的横梁，在成都的古建筑中实属少见。”

“有一张老照片，拍下了十八名壮工喊着号子，
抬一条横梁前行，很让人振奋。在没有吊车、塔吊
等建筑机械的条件下，先后有李克忠、叶溶清、苏继

贤三个洋人担
纲 ，具 体 负 责

‘ 按 图 作 业 ’。
他们是如何指
导一群中国工
匠，圆满完成了
华西坝上堪称
经 典 的 大 建
筑？由于年代
久远，我们只能
作一些猜想。”

庄 老 给 记
者，也给自己留
下了一个巨大
的悬念。

苏露松是大名鼎鼎的“苏木
匠”苏继贤的孙女，1949年生于华
西坝。

她穿一身牛仔服，浓密的头
发往后一梳，挽成一个结，显得干
练、利落，完全看不出年龄几何。

她的父亲苏威廉，长期任华
西协合大学财务室主任。因为
我的父亲曾就读于华西协合大
学经济系，1944年毕业后留校任
助教、讲师。1949 年前夕，会计
室缺员，父亲曾在会计室苏威廉
手下工作过。新中国成立，父亲
从苏威廉手上接过学校的全部
财务工作，一直任财务科长，计
财处长，后来又管理校友基金
会，直到 1996 年病逝，一辈子没
有离开过华西坝的财务工作。
沉默寡言的父亲极少和我们谈
到“苏木匠”、苏威廉父子。

小时候，我曾多次跟爸爸到
财务室去，他加班，我削铅笔。

财务室不仅有键盘打字机，
还有一架削铅笔的“机器”，拳头大
的铁疙瘩，固定在桌子上。用秃
了的铅笔，只要塞进孔里，一摇手
柄，嚓嚓嚓嚓，几下子就削得又细
又尖。我喜欢到每一张办公桌上
去收铅笔，直到把所有的铅笔削
好了，才肯罢休。

放在今天，刨笔刀刨笔机简
直不值一提，但财会室的削铅笔
的“机器”，却留在我的童年记忆
里。

苏露松说，她也去过爸爸的
办公室。我比划说，你喜欢玩那
一架削铅笔“机器”吗？她说，那
时她才两岁，记不得了。

我问：“你在幼儿园学唱过
哪些儿歌？”

她笑着说：“好多儿歌都忘
记了。只记得一首歌：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
祖国，就是保家乡……”

我还来不及惊讶，云从龙加入
进来，跟我们齐唱：“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
野、心、狼！”唱罢这一首“儿歌”，我
们相视大笑。

我问苏露松，有没有她爷爷
在华西坝修房子的故事，她说，
1952年她和家人就离开中国，没
有听过有关爷爷修房子的故
事。她突然想起一个人：赖！找
赖，他住我们家，他知道一些故
事。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赖叔叔，
华西坝著名的摄影师赖云章。

赖叔叔的哥哥赖祥福善做
中西餐，在“苏木匠”家任厨师多
年，赖云章也跟随哥哥住苏木匠
家里。

夏日午后，我敲响了华西坝
“高知楼”赖叔叔的家门。年过
八旬的赖叔叔说起“苏木匠”父
子的故事，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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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继贤。荣杜易。

华西坝教学楼。
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华西校舍鸟瞰图。

四川大学华西医
学中心校南路7号的
苏继贤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