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奇启航 半世纪阔别重逢，三余载铁杵磨针

在保时捷博物馆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的 （ ，

编号 ） 传奇启航 专题展上，出现了一台新增的珍品：底盘编号

的保时捷 。

或许你会觉得这台崭新的 只是保时捷博物馆众多藏品中的一台，并没有什

么值得意外，但其实，直到 年前，博物馆成百上千的藏品中，唯独缺少

这款最能代表保时捷的珍品。

身世微百科

这个数字，早已成了第一代保时捷 的代名词。但其实真正意义上的 只在

年生产了很少的数量。

这台红色硬顶跑车于 年 月生产，是第一批量产跑车，当时编号为 。 年

前，保时捷以 的型号名称开发并推出了 的继任车型。但是，在 年秋季开

始生产几周之后，由于商标纠纷，这款车不得不更名为 。在那之前生产的所有客户车

辆均采用了 编号，但以 的名称进行销售。

年来，保时捷原厂藏品中一直缺少这款稀世珍品。而就在 年前，保时捷博物馆偶然

间发现了这件宝贝，并决定购买下来，希望将其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今天，我们就来探寻这台最古老的保时捷 。

阔 别 重 逢

年德国一档古董和纪念品节目在一个大仓库中发现了两台 世纪

年代的 。

被找到时，其中一台红色 的前翼子板连同前保险杠和车门都已不见，车身

大量锈蚀，发动机内部和刹车都已经生锈卡死。



内饰更是惨不忍睹，座椅已经被拆下，真皮老化开裂。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台车可能已经是一堆 不值得拯救 废品。但对于热爱

的人来说，它却闪耀着光辉。



在咨询保时捷博物馆的专家之后，人们发现，两款跑车中底盘号为 的

跑车正是保时捷寻觅已久的 车型。

而进一步查证发现，它的下线日期，更是正好落在保时捷决定将 更名为

的那一天 年 月 日。

保时捷博物馆决定以专家评估的价格买下这两台 ，并很快开始筹划将这台

展现给世人。

匠 心 三 载

购买该车最有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这款古老的 没有经过任何修复，因

此，博物馆专家们能够尽可能地按照原车进行复原。

博物馆总共花了三年时间，使用取自同时代其它车辆的原装车身部件，才将这台

锈迹斑斑的跑车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发动机、变速箱、电气设备和内饰均遵循相

同的原则进行维修。



修复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保留部件和组件，而不是更换。保时捷博物馆坚持

采用这种复杂的修复方法，因此花了很长时间才让这款极具历史意义的跑车重生，

也填补了保时捷博物馆 历史的空白。

铁 杵 磨 针

在保时捷博物馆的工作间，保时捷博物馆经典车负责人 先生讲述

了修复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修复的材料主要来自于一台同时代的 车型，他们把两台车都大卸八块，并

将 备件车 的翼子板车门等大部件安装到了 上。



而有些已经找不到备件的部分则需要通过当年的图纸精确地复刻出来，例如前保

险杠上的两个挡块。

在修复过程中，一些现代工艺也被因地制宜地应用，例如化学除锈除漆工艺使得

车身不会被传统喷砂工艺磨损，而随后的阴极电泳防锈则是直接在量产车的生产

线上完成的。最后喷涂的漆面也使用了现代环保的水性漆。



前 世 今 生

修复的成果令人惊叹不已 整台车宛若新生，就如同 年驶下生产线时

那般簇新。

通过对比之前的状态，不得不佩服这精湛的修复工艺。





博物馆还提供了一台 年的 车型来和这台 作对比。即便是阅历

丰富的博物馆专家们，也是初次了解两台车的细节差异。

处于量产初期的 许多配置与后来的 有所不同。专家们参考了大量的

史料，力求将所有属于这款早期 的细节还原出来。



其中不得不提它的座椅 的前排座椅中心有 条缝线做成的 管道凸

起 ，而后期的 只有 条。戏剧性的是，有 条 管道凸起 的两个前排

座椅被前任车主错误地安装在了一同找到的另一台 上。

现在前往保时捷博物馆参观这台 ，你可以在它旁边查阅这些非常有趣的信

息卡。了解这台 的所有细节 比如车身名牌上的 编号代表它

的车漆颜色： 年的 号漆 。



愿这一抹来自祖文豪森的红色带给所有热爱保时捷的人一个快乐的圣诞和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