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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军军公公所所笔笔记记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约 稿
【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或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亦或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 、
历史文化、 吃喝玩乐……本栏目
注重记录旅途中的美好过程， 以
玩家身份为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
务 。 字数在1000-1500字 。 要求
有小贴士， 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
旅途中的风光景致 、 人文历史 、
游历故事所引发的情思、 带来的
感悟。 就像品一杯清茶， 淡淡悠
远。 本栏目注重旅途故事和旅途
感悟的分享， 为您提供一个休憩
的场所。 字数在600-800字。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

点， 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
摄， 只要图片精美， 再精美， 标
明拍摄地 ， 文字风格活泼生动 ，
吸引人， 都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
要求大图、 100字以内的图说。

海军公所曾是清代北洋海军将领
议事办公之地， 主体建筑依然保持着
原貌， 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清代
军事衙门。 朱漆正门之上， 是李鸿章
题写的 “海军公所” 匾额。 当年， 李
中堂挥毫泼墨写下这几个大字时， 心
中一定也充满了一个强大海军的梦想，
只是没有料到这个梦很快就会破碎 ，
一场甲午战争让北洋海军在这匾额下
灰飞烟灭， 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幸而， 折戟沉沙铁未销， 那些收藏在
海军公所的战争遗存， 依然能带我们
触摸那段悲壮的历史。

一门炮身残件， 静静地陈列在大
门外， 看介绍才知道， 这是当年装备
在日岛炮台的地阱炮。 日岛面积只有
14亩， 位于威海湾南口中央， 其炮台
可以与刘公岛和威海湾南岸炮台配合，
形成交叉火力， 控制刘公岛东南海口，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在日军对刘公岛
发起全面进攻前， “康济” 舰管带萨
镇冰带领30名水手驻守了日岛炮台。

1895年2月， 面对日军从陆地和海
上发起的进攻， 萨镇冰指挥守岛水手
与敌展开激战。 由于地阱炮的构造非
常特殊， 没有瞄准镜， 需要有人在外
面指引开炮方向， 稍有不慎就会被敌
人的炮弹击中 。 萨镇冰作为指挥官 ，
曾亲自承担了这项任务， 这极大鼓舞
了水手的士气， 据日军的战史资料记
载： “此役， 敌炮台颇能战。 以八门
大炮抗击我舰队二十余艘， 运转巧妙，

猛射我各舰。” 但是经过激战的日岛炮
台损毁严重， 丧失了战斗力， 按照提
督丁汝昌的命令， 萨镇冰撤回了刘公
岛。 多年后， 作家冰心撰文 《记萨镇
冰先生》， 文中写到： “萨镇冰先生，
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 从六七岁的时
候， 我就常常听见父亲说： 中国海军
的模范军人， 萨镇冰一人而已。” 冰心
的父亲谢葆璋与萨镇冰是福州同乡 ，
在北洋海军 “来远” 舰任职， 亦是多
次与日军激战， “来远” 舰最终就沉
没在刘公岛， 谢葆璋死里逃生。

走进海军公所 ， 议事厅的牌匾
“威镇海疆”， 刺痛了我的双眼， 看不
出是何人题写， 但怎么看这都是对那
段屈辱历史的嘲讽。 一个个栩栩如生
的人物蜡像， 还原了北洋海军高级将
领召开军事会议的场景， 这中间有人
壮烈殉国 ， 也有人怯战偷生 。 其中 ，
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苦战多日， 却盼
不到援军， 在军心涣散、 难以为继的

情况下， 最终选择了自杀殉国， 做到
了 “余决不弃报国之大义， 今惟一死
以尽臣职”。 走入丁汝昌的公事房， 阳
光透过窗户格栅， 在依然如昨的陈设
上洒下了斑驳的影子， 伴随着讲解员
的讲解， 似乎能更真实地体会走到生
命尽头的丁汝昌。 不能把装备留给日
本人， 炸毁 “定远” 舰， 派鱼雷艇向
搁浅的 “靖远” 舰发射鱼雷……下达
这一系列命令的丁汝昌， 是多么的悲
愤与绝望。

在海军公所的后院， 陈列了一些
多年来打捞出水的北洋军舰遗物， 有
两门德国克虏伯1884年生产的210毫米
口径后膛炮， 曾是” 济远 “舰上的主
炮， 被称为镇馆之宝。 在长长的炮管
下， 有个小男孩在抬头仰望， 若有所
思， 这引起了游人的注意， 纷纷把他
纳入了镜头。 我注意到， 小男孩神情
肃穆， 拳头紧握， 海军公所里的故事，
一定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受到教育震
撼的何止是小男孩，离开刘公岛， 同行
的游人唱起了《红旗飘飘》。在这歌声中
我又想起了萨镇冰，1949年五星红旗升
起的时候， 他荣任首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军委委员等要职， 是北洋海军中
唯一一位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高级将领。
那一年，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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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周末， 放松休闲哪里去？ 近
年来，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桥
附近的御仙都皇家菜博物馆 ， 运用
“博物馆在饭店中， 饭店在博物馆中”
的理念， 为京城的餐饮文化消费增添
了一抹亮色， 这所3A级的 “景点+餐
厅” 日益成为消费者喜爱的网红文创
打卡地 。 这里 ， 不只是一家博物馆 ，
它还是皇家菜餐厅， 更是品文化大剧
了解宫廷美食文化的一个好去处。

皇家菜博物馆的楼面主要分皇家
菜历史文化展示区、 皇家菜品尝体验
区、 活态观光区， 呈现一馆三区、 三
位一体的格局。 其中活态观光区即为
别具创新的开放透明、 低碳节能、 绿
色环保的现代化中央厨房。 整个厨房
采用玻璃幕墙， 每个炉灶安装有摄像
头 ， 厨房内菜品加工制作全程可见 ，
观光者与就餐者可通过视频实时观看
菜品制作。 博物馆从内容、 设施、 手
段、 风格和服务等全方位融合传统和

现代元素 ， 具备能看 、 能吃 、 能学 、
能玩四大功能， 把过去纯粹吃喝的地
方变为传播文化、 培育新风、 崇尚文
明的场所。

据介绍， 皇家菜博物馆精选历代
帝王食事趣闻和名菜典故、 名厨故事，
特色鲜明， 展示内容采用全透明精品
陈列柜、 高仿真菜模、 感应触发全息
成像、 双画面幻影成像等新手法， 在
这里可以看源远流长的中国皇家菜历
史文化展览， 看古朴典雅的中国皇家
厅堂斋室高仿建筑， 看技艺超群的皇

家菜炮制过程， 看流光溢彩的以古代
宫廷夜宴场面为背景的情景剧演出
……总之 ， 打卡此地 ， 消费者可在
“以乐侑食” 环境中享受一场高品质的
文化大餐。

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全新排演的
《中华一品宴》 大型餐饮实景演出， 带
您穿越到清乾隆年间， 观崇庆皇太后
八旬万寿庆典盛况， 品中国古代皇家
御膳巅峰盛宴。 演出阵容强大， 还原
了曾被赞誉为 “六旬帝子八旬母， 史
册谁曾见此景” 的昔日盛典。 一场万
寿宴 ， 感悟礼义仁孝和之儒家精神 ，
探寻美食背后的神秘往事， 还原膳房
里面的非凡绝技。

□本报记者 博雅 文/图

■周末推荐

昔日帝王盛宴 今日文创大餐

威海湾岸边的幸福门， 像一个水晶相框嵌入了无穷的海滨
风光， 但不论怎么取景， 碧海蓝天间的刘公岛， 都会以独特的
身影成为焦点。 身旁的游人感叹， 这漂亮的小岛， 真是让人忘
记时间的地方。 我不以为然， 刘公岛怎么会让人忘记时间？ 在
岛上， 我分明看到堂堂煌煌的海军公所， 早已将时间定格在
1895年， 那是中日甲午战争打下的时间烙印。

皇家菜博物馆成网红打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