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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焕鸭面

福州 产物物

鼓楼区米仓前有一家称“阿焕鸭面”的小店
铺，无招牌，因在“二桥亭”旁，所以俗称“桥亭鸭
面”，创始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老板叫林
阿焕，经营鸭面，生意极火。据说他每天都要宰
鸭十多只，用鸭汁和上等的虾油泡面条，面的味
道极为鲜美。远近食客皆慕名而来，吃后赞不
绝口。有诗曰：“邻居巧制象生花，阿焕独将鸭
面夸。寄语老饕休错过，二桥亭畔第三家。”

米仓前在光禄坊之南，原称“察院庄三十
二门”，南北走向。北自光禄坊，南至灵响路。
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优待“旗人”，按口
到米仓领粮。“米仓”即为“米”的仓库。为了方
便，仓务负责人特在附近察院庄中段建一座大
宅子，开有 32个门，每个门都是“领粮”的窗口，
因此也称其为“三十二门”。曾为福州药厂仓
库。米仓前附近家家制作“纸花”，因此又称

“花仓前”，所以诗里说“邻居巧制象生花”。有
桥，称“二桥”。桥旁有亭，叫“二桥亭”，从二桥
亭起，第三家便是阿焕的鸭面店。

阿焕不但泡的鸭面好，还兼营蒸上排、芝麻
龙肠等。其鸭是他在乡下自养的，又肥又大，味
道也特别好。面也是他自己亲手打的，又滑又
润又香，吃后齿颊生香，而且价格便宜。据说，
顾客上门要一碗鸭面，另加上排一片、龙肠（卤
鸭肠）一碟，也不过 2元钱，因此老少皆宜，贵贱
不分。

阿焕鸭面不但在二桥亭的生意极为红火，
外卖生意也十分到位。他店里的清汤面，也有
鸭汁的味道，因此十分清香可口，又花费无多，
在福州城里各家澡堂里都十分畅销。民国二十
二年（193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回福州，在百
合澡堂无意间吃了一碗阿焕的清汤面，赞不绝
口。以后每每过南街，都要把车停在商务印书
馆里，派他的副官从小路赶到二桥亭，买一碗阿
焕鸭面。

阿焕病逝后，其子林云龙接手掌门，直到
新中国成立后还是生意兴隆。阿焕鸭面被列
入《福州名牌货集萃》，享誉海内外。

（林国清 林荫予）

年轻时的郑滋樨。

北洋岁月

郑 滋 樨（1869- 1944
年），号露湘，同治八年（1869
年），他出生于福州军门前，
故居津泰路，12岁在福州南
街玉章书纸店当学徒。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6
年），27岁的郑滋樨考入天津
水师学堂第六届管轮班学
习。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六月，郑滋樨毕业于天津水
师学堂，入北洋水师提督衙
门，得到福州人、统领叶祖珪
的器重，上书朝廷推荐其承
办自测大沽口航道。他只用
了八个月的时间，动用了五
分之一的经费，就定出大沽
口四季通航的安全航道，并
重绘了海图。

《清国郑氏海图》被世界
航海界正式采用，“华人不能
独立测绘海图”的谬论不攻
自破。

留学英国

不久，郑滋樨出任当时
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
天”舰见习二管轮，一年后积
功升迁为少校大管轮，后由
当时的“海天”舰舰长萨镇冰
推荐到英国留学。

1901年，郑滋樨进入英
国著名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军
学院。该学院因坐落在伦敦
郊外的格林威治而得名，学
院原为国王行宫，英法战争
期间改为伤兵养病院，1871
年改建为海军学院，每年所
需经费约 2.5万余英镑。该
学院的学员都是现役海军军
官中优秀而有培养前途的初
级和中级军官。学院教授的
学科分为数学、炮台、机器、
外语等。中国政府早期派遣
的海军留学生大都就学于
此，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萨镇
冰、严复、方伯谦、何心川和
林永升，曾在此学习军舰驾
驶和海军战役战术。

一年后的1902年，郑滋

樨又被保送入阿姆士曲郎皇
家海军研究院专攻舰炮制
造。学习期间，因为专业技
术突出，郑滋樨被邀请参与
兵工厂岸炮设计，参加了英
国远程岸炮设计和制造全过
程。

郑滋樨一到英国便被时
任驻英公使李经羲看中，聘
任他为使馆英文总文案。
其后，只要遇到外交难题，
李经羲便委托郑滋樨以参
赞的名义，进行交涉。郑滋
樨奔走于皇室、元老、重臣
之间，促使英国内阁按照国
家惯例办事，尽量照顾到中
国的利益。李经羲四年任
满回国，向继任公使曾纪泽
推荐了郑滋樨，让他续任使
馆英文总文案和参赞。同
时，李经羲也在清政府内阁
力主正式委任郑滋樨为驻
英参赞。不久，郑滋樨被朝
廷正式委任为大清帝国正
四品驻英使馆参赞。

归队海军

1912年夏，郑滋樨回国，
因为无心从政，应商务印书
馆聘请，主持东方印刷所机
械修理厂工作，所学非用，专
业不对口。

仅仅六个月，北洋政府
严令他立即到北京报到。三
个部门均想要他：海军部以
他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又
保送赴英国留学为由，要求
他归队海军部；陆军部以他
在英国留学学的是军工，而
军工人才十分缺乏，要求他
去陆军部；外交部以他离开
英国时，仍保留驻英使馆参
赞衔，月薪及回国盘缠均由
使馆开支为理由，要他到外
交部工作。

后来，经原“海天”舰舰
长、时任海军总长的萨镇冰
斡旋，郑滋樨回到海军部，任
上校一等军械技正，并兼任
海军部顾问。到职后，郑滋
樨第一个任务就是奉命整顿
海军军械所。

扭亏为盈

海军初创之时，所需的
军械大多是向外国购买，或
者由各地制造局拨给。1913
年7月，北洋政府在上海高昌
庙设立了海军军械所，所长
兼教官为德国人哈博门，隶
属海军总司令公署军械课，
这是第一次海军军械有专门
的管理机构。高昌庙是洋务
运动时期著名军工企业——
江南制造局所在地。1865
年，为了自强、御侮，李鸿章
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这
个最早、规模最大的军工企
业。他命人买下美国人佛尔
士设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并
将另外两个洋炮局并入，命
名为江南制造局。两年以
后，江南制造局迁址高昌庙。

1913年10月，上海高昌
庙海军军械所所长哈博门被
解聘，北洋政府海军部下令：
由郑滋樨继任该所的所长兼
教官的职务。12月，郑滋樨
正式到任。

当时的上海高昌庙海军
军械所，作为中国重要的兵
工厂，生产大权、技术大权全
部被德国人掌握，技术落后，
长期亏损，产能极低。郑滋
樨到职后，新官上任三把

火。第一把火，从德国人手
中收回权力，把生产大权、技
术大权全部从洋人手里收
回。第二把火，迅速裁减冗
员，节约成本。第三把火，他
将在德国学到的转炉炼钢技
术在兵工厂推广，成功炼出
了华人第一炉钢。经过这三
把火，海军军械所的产品质
量、产量均得到了提升，该厂
迅速转亏为盈。

1915年10月5日，郑滋
樨被调任烟台海军枪炮练习
所任总教官。1917年10月，
烟台海军枪炮练习所停办，
归并于南京海军雷电学校，
改称海军鱼雷枪炮学校，校
长为郑纶，海军部派遣留英
制炮专家郑滋樨来校专任枪
炮正教官。枪炮班所授的科
目有弹道学、射击学、各种弹
药与引信、舰炮和机关枪炮
的拆装和操练等。校中有舰
炮、机关炮，以及各种舰炮、
弹药、引信等，供学生实习使
用。枪炮班毕业生，由郑滋
樨带到其曾经任职的上海高
昌庙海军军械所等处参观。

因为从事军工制造、教
育的功勋，郑滋樨于1920年
晋升为轮机少将、造械大监，
1925年又被晋升为轮机中
将、造械总监。（赖晨 文/图）

让海军军械所扭亏为盈的福州人
海军军械所是民国海军总长刘冠

雄主持创办的军工企业，是民国时期规
模比较大的海军兵工厂，在中国近现代
史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鲜为人知
的是，福州人郑滋樨曾经让该厂扭亏为
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