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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遵臣

1922年，港警从威海卫招募“鲁警”

慈禧接见话家常

为己做寿的慈禧虽然横
行霸道，然而私下里接见孔府
家人时，她却是另一副面孔。

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历代
孔府主人（即衍圣公）都跟朝
廷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清代乾
隆皇帝把女儿嫁给第七十二
代衍圣公孔宪培后，孔府跟清
廷更是“亲上加亲”。

当时，孔府的当家
人是第七十六代衍圣公
孔令贻。在庆寿前20天，
他就将庆典的2000两银子呈
送给户部。九月下旬，他带领
母亲彭氏、妻子孙氏进京。九
月二十四日，彭氏和孙氏入
宫，慈禧把她们安置在坤宁宫
内居住，以便“朝夕相见”，“俨
如家人”。

十月一日，庆典正式开
始。这天一早，老太太（彭氏）
和太太（孙氏）婆媳俩到宁寿
宫拜见慈禧太后。她们先给太
后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太后
亲切地问道：“你们进来了？”
又走到老太太面前说：“我看
看你的头，你的头发好。你们
几时到京的？路上好走不好

走？是坐船坐车？你们那里平
稳不平稳？年景好不好？”老太
太和太太一一作答。接着，太
后赏给她们早膳。她们谢恩
后，太后又站起身来说：“你们
知道日本国的事不？现在已经
接仗，一时兵撤不回来，一时
做事冒失，我怪难为的。”看到
太后有自悔之状，老太太和太
太忙恭维说：“佛爷鸿福大，不
要紧。”

太后又问她们何时
走？二人回答说，等祝完
寿，就回去。太后说：“你
们为何这么忙？其实你们

在这里多住几时不好么？”老
太太回答说：“不会说话，恐惹
老佛爷生气。”太后听了大笑
说：“你还会说这些话。你们那
里有出产么？出产挂面、冬菜、
细粉是不是？”

十月初四早晨，老太太、
太太复来到宁寿宫，给太后请
安磕头后，各进上一桌早膳。
摆完膳后，太后入座。老太太
双手捧着一碗寿面跪进，太太
跟在后面跪。太后说：“你真
好，真稳当，你这碗面总是要
吃的。”老太太供的早膳，太后
看了也很满意。太太供的一桌
早膳，跟老太太供的类似。以

上两桌早膳共费银240两。如
按1两银子等于200元人民币
计算，相当于人民币48000元。
虽然跟当今高官大款的豪华
宴相比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
来说，已是相当奢侈了。

十月十二日早膳后，太后
又向老太太问及孔府田产收
租之事。老太太诉说田地歉
收，且被人侵吞，要求太后饬
查。十六日午刻，太后把老太
太、太太召到身边，对她们说：

“你们（田）地的事，叫孔令贻
递折与皇上，吾再与皇上说。”
当她俩叩头谢恩，准备离开
时，太后又将老太太叫住说：

“你过来，回去你有话说，叫你
们家人给这里太监说就是了。
吾舍不得叫你们走……”

打造金牌孔府宴

孔府的主人重金为慈禧
祝寿，并不完全是赔本买卖，
实际上收获颇丰。除了得到各
种珍贵的金银珠宝首饰、慈禧
亲笔绘写的《松鹤图》、《云松
图》和“寿”字等赏赐外，也进
一步提高了声望和身价。此
外，他们还利用这次祝寿的殊
荣，打造出新品牌的孔府宴和

孔府菜，使孔府的饮食文化更
加丰富多彩。

新的孔府宴即“万寿无
疆”宴。孔令贻向慈禧祝寿
时，礼盒上都写着“万寿无
疆”四字。他解释说：“万寿”
是祝太后寿比南山，大清国运
永昌；“无疆”寓意“吉祥、不
到头”，是祝大清国财源充
足，享用不竭。慈禧听了很高
兴，遂赐孔令贻“紫禁城骑马”
的荣誉。

孔 令 贻 很 懂 得 品 牌 效
应。他回到家乡曲阜后，立即
用“万寿无疆”为孔府宴冠
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万寿
无疆”孔府宴。这种孔府宴为
寿宴的一种，主要适用于社
会上层权贵。该宴的多数菜
都是孔府菜系中的精品，各
种美食都遵循孔子“食不厌
精、脍不厌细”的原则，并起
一个与“寿”有关的名字，如
元宝酥、如意饼、寿桃等，都
充满吉祥色彩。菜的盛器也
十分讲究，银、铜、锡、漆、瓷、
玛瑙、玻璃等各种餐具齐备，
使席面显得富丽堂皇。“万寿
无疆”孔府宴推出后，很受欢
迎，很快在山东、北京等地

“火”了起来。

□戴永夏

慈禧做寿与孔府祝寿

【走南闯北山东人】

炎炎夏日，海迪不在我身边，作
为母亲，我总是挂念着在北京的她。
回想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带着她四
处求医，她在北京宣武医院做了第
三次手术，出院时大夫向我宣布，她
的脊髓阶段性坏死，孩子要终生瘫
痪。那一刻，我悲哀地背着她一步一
步走出医院，大颗大颗泪珠砸在我
的脚上。

女儿开始了残疾人的生活。
多少个夜晚，我一个人惆怅地

站在熟睡了的海迪床边，看着她面
黄肌瘦的小脸，心头郁闷极了！我怎
么也不相信女儿会残疾？可又怎么
也想不出能到哪里去求医治病？真
是万念俱灰！

一天我突然得到一个惊喜的消
息，有人对我说省里有位名叫刘惠
民的老中医，身兼民政厅长，医术精
湛，妙手回春，他专给领导人看病，
不久前还给毛主席看过病！对这位
老先生我也早有耳闻，于是我提笔
给老先生写去了求医信，过了几天
果然接到老先生的秘书打来的电
话，约我带女儿前去看一下。

那是初冬的一天，我把海迪打
扮一番，她穿着一件红色条绒上衣，
脸色虽有点苍白，但显得机灵可爱，
当海迪听说要去找一位给毛主席看
过病的医生给自己看病时兴奋极
了！我告诉她见了医生要问好，海迪
答应着说：“我知道妈妈。”

我抱着海迪乘坐在一辆人力三
轮车上，丈夫骑着自行车，没怎么费
事就找到了老先生的家，我们直接
进门。老先生正坐在他家堂屋正中
的一个大沙发上，面前是一张办公
桌，老先生见我们到来微笑着说：

“快进来，快进来。”见老先生慈眉善
目，平易待人，我们就将女儿抱到了
老先生身边。老先生拉着海迪的小
手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生病了爸
爸妈妈操心了，快给爷爷说说你怎
么不好？”我简单地向老先生介绍了
孩子的病程及治疗情况，老先生略
加思考，令助手在旁边抄方，其间老
先生和海迪一老一小不间断地说着
话，老先生不停地夸海迪聪明可爱，
并鼓励孩子治好病就去上学。老先
生还饶有兴趣地问：“孩子你长大了
想做什么呀？”海迪一点也不怯生地
回答说：“我想画画、唱歌、跳舞。”老
先生脸上露出笑容，并顺便撕下一
张处方笺递到海迪手里笑着说：

“来，给爷爷画个千佛山好吗？”海迪
大胆地接过老先生手里的处方笺和
笔，即兴地勾画出了她心中的千佛
山。她递到老先生手里：“爷爷请
看！”在场的人都为她的表现笑了，
老先生随后对我和丈夫说：“孩子有
才！有才！”我们为了不过多耽误老
先生的时间，丈夫背起海迪，我们向
老先生致谢辞别。

拿回来的药方大都是舒筋活
血、兴奋神经和补养身体的药，记得
其中不乏有名贵药材人参、丹参、金
钱蛇、白花蛇、海马、地龙等，药里面
还要加一条新鲜的猪脊髓。上世纪
六十年代，只有一个济南肉联厂宰
猪，那时工厂管理严格，为了讨到这
条新鲜猪脊髓没少请人帮忙。

猪脊髓有了，这一服药180元，
当时相当于我与丈夫一个半月的工
资，虽然觉得药材贵重，但心中抱着
给女儿治好病的热切希望及对老先
生的信赖，心中觉得很踏实。

一个月后，海迪的身体得到了
滋补和调理，血液疏通有了明显改
善，身上的大面积褥疮开始愈合，面
色也红润光泽了，不时听到女儿发
出朗朗的笑声，沉寂了几个月的家
庭又开始活跃起来。

1964年送走了严酷的冬天，随
着女儿身体的好转，我和丈夫心情
也像钻出乌云的太阳。在迎接1965

年新春的锣鼓声中，海迪迎来了十
岁生日！

（本文作者为张海迪母亲）

□江桥

【口述城事】

香港警察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队伍，因各种影视作品的不断渲染,早已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然而,
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警察的来源地竟然是数千里之外的威海卫（现威海市环
翠区）。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作为“励志典型”,从一个警察后代成长为政界名人的奋斗历程,曾令无数
人为之折服与赞叹,而他的祖籍恰恰就是威海卫,他的父亲就是从威海卫走出来的香港警察。直到今
天,在香港警察中,祖籍威海卫的警察二代甚至三代比比皆是。

1894年，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迎来了六十大寿。为慈禧庆寿，成为当年清
政府头等重要的大事。全国各地的高官显贵们也借机大送寿礼，争表忠心。跟清廷有着
特殊关系的孔府，自然也不甘落后。在孔府档案中，就较详细地记载了孔府主人衍圣公
及其家人赴京祝寿、受到慈禧多次接见的情景，读来颇可玩味。

名医好求

身作警服的鲁警

曾经的警局大楼

威海籍警察被香港警队编为D队

威海卫于1898年与香港
新界一同成为英国的租借地，
当时香港人口剧增，政府急需
扩充警队编制。1922年香港海
员大罢工事件发生，港英政府
为稳定局势，同年9月，派遣一
名外籍和三位华籍教官以及
一名通晓山东话和英语的翻
译人员远赴威海卫，招募第一
批共约50名威海卫警察。首批
山东应招者于 1 9 2 3年 2月抵
港，同年再有两批陆续到港。
1924年8月到港的一批为人数
最多的一批，有102名警员和5

名翻译员。
在山东招募人员的要求

比在香港本地更为严格，应聘
者身高最少达5呎7吋，体格尤
其健硕。这批人员在当地受训
半年后，于1925年3月被派驻香

港协助维持公共安全。当时，
威海籍警察被香港警队特别
编为D队，以示区别（A组是欧
洲及葡国警员，B组是俗称“大
头绿衣”的印度警员，C组是本
地警员，E组是反海盗的白俄
罗斯警察）。直至1950年代末，
由于警队编制逐渐扩大，警队
方把地区编队队名取消。

据一位退役人员忆述，其
鲁籍外祖父参加警察招募面
试时，须把双手伸出，让招募
警官触摸。据说手粗的候选人
后来多能获得聘用，原因是考
官倾向挑选吃过苦头的人出
任警员。

当时的鲁籍人员多不会
英语和粤语，对香港社会了解
有限。因此，鲁籍人员往往被
编成同一组别，其人员编号亦

有别于一般本地人员。由于言
语障碍，鲁籍人员较少担任接
触市面的巡逻任务，他们多被
派驻新界、交通部、冲锋队或
是香港岛山顶警区以及保卫
港督府。

其中港岛山顶在开埠初
期主要由洋人聚居，广东人员
一般不愿往该处工作，有趣的
是当时洋人亦不太喜欢广东
人员，反而对身材魁梧和品格
单纯的鲁籍人员较具好感。因
此当时中西警区及山顶范围
常可看见鲁籍人员执勤。当时
来往香港及内地的英国商船，
为提防中国沿海海盗抢掠，会
向香港当局雇用休更人员驻
船，而被派遣上船的正是那些
体格强健和饱经风浪的山东
人员。

鲁籍警察吃苦耐劳享受特别待遇

来港服役的山东人员身
处异乡，和本地广东人较为疏
离。当中不少热衷学习英语，
以争取晋升机会，当年不少鲁
籍人员在日后晋升至警长。

在香港警局，鲁籍人员
有着一种特别待遇，当他们
来港服务满3年后，可以申请
休假3个月，免费让他们乘船
回乡探亲。当中不少人会回
乡娶妻，并且携眷回到香港
落地生根。

另外，警队为了照顾鲁

籍人员的饮食习惯，当年所
有鲁籍人员驻守的警署均设
有山东厨师，以供应山东口
味的膳食。山东人的食量非
常惊人，有些人吃了两份牛
肉炒面后，仍说只是“打了个
底”而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山东警员招募活动从此
结束。可是至今，不少鲁籍人
员在港出生的后代，都继续投
效于香港警务处。

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梁振英祖籍威海，其父
就是当年被招募来港的人员，
曾驻守于港督府及山顶。

香港政府于1922年开始
从威海招募警员加强警力，
威海卫警察是特殊时代形成
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数量曾
长期占到香港警队总人数的
五分之一，被视为警队中坚，
最终以“鲁警”留名于世。为
修复和再现这一史实，威海
市档案局启动了香港威海卫
警察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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