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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晓玫老师没想到金成功竟然是这样的理
由，心头的气猛地涌上来，她想说，如果没有金春
雨的话，你就真的把生病的老婆扔在医院不管
了？你儿子吃饭重要还是老婆生病重要？没人管
孩子吃饭，这能是理由？你不在家，孩子总有人管
的，他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哪个不能管他吃顿
饭？梅晓玫老师再一次压下了心头冒上来的火
气，她努力把微笑挂在脸上：“你的困难我们都知
道，非常时期，咱们一起来克服好不好？你看能不
能先把儿子放在亲戚家里住几天呀？”

“那可不行，不行。”金成功听完梅晓玫老师的
话，很坚决地摇着头。“没人看着他，万一走丢了，
谁负责？你负责吗？你能负的起吗？”又说，“我去
医院也行，你找个人把我儿子照顾好，保证不让我
儿子出半点闪失，我就去。”

看到金成功如此无赖，梅晓玫老师终于忍不
住了，她想再跟他磨牙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她
想你不是狠吗，那我也跟你来个狠的，看你怎样？
想到这里，梅晓玫老师盯着金成功，一字一顿地说
道：“行，我答应你，我把你儿子带着，保证他不出
现任何闪失，行了吧？”

金成功一下愣住了，他没想到梅晓玫老师会
这么说。他本来只想吓唬她一下，没想到竟然没

能把她吓倒。他伸出手，挠挠脏得打了结的头发，
小眼睛转了转，说：“那也不行。我儿子还不一定
愿意跟你哩。”金成功咧开嘴笑了，他觉得自己很
聪明，能把学校的老师难倒。他对自己刚才的话
很满意，对下边说出来的话更满意。他说：“再说
了，俺家春雨是替你们学校做事出力，她妈病了，
你们学校应该管，你们不管谁管？”

梅晓玫老师心里的火腾地冒了上来，转来转
去，原来这个金成功是在这里等她呀！看来，自己
刚进门时确实把金成功估计错了，以为他不会跟
从前那样不讲理了，但事实证明，这个金成功，她
的学生金春雨的父亲，比起到学校找她要求金春
雨退学时是更加的无赖了。

“看来，你是打定主意不去医院了？那好，既然
这样，我也不求你。只要觉得心安，你就不去。没有
你，金春雨的妈妈照样住院。金春雨照样考学。”梅晓
玫老师盯着金成功，一字一句地说完这话，再也不看
金成功一眼，转身扭过头，迈出了金春雨家的房门。

此时，她像被人用一件看不见的钝器猛地击
打了一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忍了又忍，涌
上眼眶的泪水终于被她憋了回去。

想想自己工作都十几年了，市优秀教师，市“三
八”红旗手的证书拿了也不只一个两个了，却还巴巴

地跑到这种地方来受这种人的鸟气。不是为了金春
雨的前途，为了学校的未来，为了她们初二.三班的
成绩，她会来找这个人？对这个叫金成功的男人，她
躲都躲不及呢，哪还会主动送上门来？受气也就罢
了，本来她也没想到这种地方来听唱赞歌的，可失败
的是，她竟然没能说动那个人。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梅晓玫老师把头靠在
车座上，绞尽脑汁想着，思来想去，也没能找到一
个两全的办法来。

梅晓玫老师很苦恼。可另一件让她更苦恼的
事还在等着她。

七、我们的老班
电话铃响了，梅晓玫有些疲惫地慢慢掏出手

机，看一眼，见是他的号码，停顿了一下，还是按下
了接听键。

“考虑得咋样了？”在颠簸的车上，吴家桥的声
音有些陌生。

“我现在忙着，回学校后打给你吧。”梅晓玫觉得头
有些疼。她用一只手摁着太阳穴，尽量把声音压低。
她不想让司机听到她通话的内容，这毕竟是她的私事。

“你总是忙着忙着，我就没见你什么时候不忙
过！”吴家桥的声音有些激动起来。“你以为你是谁

呀，不就是个普通老师吗？市长省长好像都没你
忙！你说个利索话，啥时办吧？”

“晚上我尽量早点回去，咱们再商量好不好？
我还有点事，先这样吧。”梅晓玫说完，匆忙关掉了
电话。她知道，如果不关电话，吴家桥的电话会再
一次打进来，他会越说越激动，直至两个人在电话
里大吵一顿，到头来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感情上
的隔阂却是越来越深。

梅晓玫的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怕被司
机看到，她用手托住脸，任泪水悄悄地落。她觉得
自己很失败。工作做不好，家庭关系也处理不
好。此时，她觉得自己很无能很软弱，她渴望有个
温暖的肩，让她靠一靠，哪怕就一小会。让她把存
在心里的泪水痛痛快快地流出来。可是，却找不
到这样一个可以让她依靠的肩头。

爸爸妈妈身体都不好，需要人照顾。她每天
在学校的时间有十几个小时，回到家还要做家务，
要照顾孩子。无奈，她只好给爸妈请了保姆。刚
上小学的女儿由婆婆来接送。婆婆不识字，无法
辅导孩子学习。吴家桥是区医院的副院长，也是
有名的“一把刀”，找他做手术的人排着队，他也没
时间管孩子。孩子的学习问题，成为他们最初感情
出现裂痕的导火索。 （13）

2019 年 12 月 17 日，对于有着浓厚航母情结
的大连人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日子，中国首艘国
产航母在海南入列，中国海军走向“蓝水海军”之
路，再次迈出坚实的一大步。中国人的海军强国
梦，延续百年，有悲壮，有感慨，如今，多了豪迈，也
实现了开国领袖毛泽东发展人民海军的夙愿。毛
泽东曾多次为海军建设题词。他是中国海军事业
的开拓者、实践者，为人民海军事业发展壮大夯实
了坚实基础。

渡江硝烟中海军建军
1949 年初，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刚刚解

放“半壁江山”，大决战打得正酣。毛泽东召见三
野陈毅司令员等领导，要求在渡江战役中把海军
建立起来。为尽快建设海军，毛泽东做了两项具
体部署，一是筹建海军舰队，形成海上战斗力；二
是创办海军学校培养海军人才。

经毛泽东最后圈定，把创建舰队的任务交给
了三野的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把创办海军
学校的任务交给了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
司令员张学思。启动了张爱萍南建舰队、张学思
北办海校的海军建军历史。

1949 年 4 月 23 日，经过精心筹划，在原三野
渡江总前指会议室，张爱萍主持华东海军成立会
议，全会只有他和李进、黄胜天、张渭清、温礼芝5
人。一个海洋大国的海军成军之时，只有5个干
部 8 名战士，这在世界海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 年 2 月 1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颁
文：“4 月 23 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纪念
日。”

张爱萍不负重托，呕心沥血创建海军舰队，功
勋卓著。1950 年 4 月 23 日，在南京长江江面的

“井冈山”军舰上隆重举行“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一
周年暨军舰命名授旗典礼”，获得中央人民政府中
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名的作战舰艇51搜，登
陆舰艇52艘，辅助舰船31艘，总计舰船134艘，总
吨位4.4万吨，指战员近万名。初步形成一支“开
得动、能打仗”的海上力量，有效地遏制了外国入
侵和蒋军的封锁袭扰，保卫了沿海的和平局面。

张学思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建设海上黄埔军
校”的重托，雷厉风行创建了我军第一所高等海军
学校——大连海校，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将大
连海校（后改名大连舰艇学院）办成了闻名世界的
海军高等学府，培养了数万名海军人才，誉称“海
军军官的摇篮”。

召开新老海军“神仙会”
1949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一面指挥解放战

争，一面筹备新中国成立要务，仍然惦记着海军建
设，在百忙中召见了华东海军领导人和起义将领，
开了一个新老海军“神仙会”，一起讨论新中国海
军建设事宜，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当谈到中国近代海军将领大多来自马尾船政
学堂，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很难时，毛泽东背诵了郑
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造就陆军之将才固难，水师

之将才尤难……一管驾（舰长）而全船之生死系
焉”。“全军之生命系于将帅，将帅之存亡关于国
家，可不慎欤？！”并说“从1866年开办学堂，中国
算是有了近代海军。这个学校出了许多人才，光
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就出了好几个。像萨镇冰、
李鼎新、黄钟瑛……萨镇冰老先生非常有骨气，蒋
介石请他去台湾，他称病拒绝了，他还告诉陈绍宽
规避，很可敬啊”！

这段谈话令这些筹建海军的领导人和曾经留
学外国军校、经历过大海战的海军将领十分震惊，

毛泽东长期驰骋陆地战场，指挥千军
万马，打了无数胜仗，但从未进过军
校，也没有出过海，却深谙中外海军历
史和海洋形势，能够信手拈来讲述历
史上海军名言和水师学堂创办年份、
人员姓名及历史作用。他们无不敬
佩，感受到中国有了毛泽东这样高瞻
远瞩的战略家领导，建设强大海军一
定能够顺利实现。

最后，张爱萍代表大家请求同毛
主席合影，毛泽东欣然同意，笑着来到
厅外合影，留下了毛泽东同尚穿着陆
军制服的海军将领合影的珍贵历史照
片。

对海军尽快强大的殷切期待
毛泽东亲自抓海军建设，揭望尽

快建立强大的海军。由于国内外的诸
多因素，虽然人民海军日益强大，但尚
无法满足一个海洋大国面对复杂海洋
形势的需要，毛泽东感到力不从心，影
响到海军的战略运用，屡次伸展小指
头凌空晃动，表达了对海军现状的无
奈，也是催促海军尽快强大的另外一
种表达方式。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了专程调
来检阅的当时海军吨位最大、火炮口
径最大的“南昌”、“广州”号护卫舰和

“黄河”号登陆舰。陈毅向毛主席介
绍：“这是海军最大的军舰。”毛泽东指
着军舰说：“这3条舰加起来，总吨位也

没有‘重庆’号的吨位大，比起第七舰队的美舰就
更小了。”

他伸出左手的小指头凌空晃了几下。他把左
手放在离甲板较低的位置上说：“我们的海军只有
这么多”，又把左手提起一段高度说：“敌人的海
军有那么多”，接着他扬起右手往上一抬说：“将来
我们的海军要这么多！”他形象地释放了对建设强
大海军的强烈愿望和殷切期待。

1954 年 10 月 18 日，“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言中意味深长地指

出，“我乘‘长江’舰航行了几天，见到海军同志
很年轻，他们是海军的希望。但我们海军目前
只是点萌芽。”他在主席台上向大家伸出了小手
指，连晃了几下。表达了把解放军由陆军的“一
强”发展为陆海空”三强”的发展计划相差甚远，
对海军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的一种无奈路。

1974年1月，南越政府衣军队频繁入侵西沙
群岛，占领了我国的金银岛和甘段岛，并觊觎整
个西沙群岛。中央决定发动“西沙自卫反击战，
痛歼入侵者，收复西沙主权”。

毛泽东听到海军领导汇报说：南越入侵的
是驱逐舰，我们只有猎潜艇和扫雷舰，舰艇吨位
和火力远不如南越海军。我军发扬了近战拼刺
刀精神，奋勇杀敌，才打了个平局，双方各损失1
艘军舰。我军赶走了敌舰，但它们跑去了南沙，
继续侵占中国领土，我军尚无力奔赴南沙歼灭
入侵之敌。

毛泽东听后十分严肃地说：“我们海军只有这
样大！”他伸出小指头在海军指挥官面前晃了晃，
命令：“西沙群岛必须拿下；南越入侵必须歼灭。
向东海舰队急调较先进的舰艇编队，直接通过台
湾海峡快速支援西沙战场。”执行毛主席命令，叶
剑英亲自指挥，一举收复了西沙群岛全部国土，这
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击退敌舰收复岛礁主权的海
战。

战后不久，一位外国领导人向毛泽东祝贺“中
国在西沙打了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只是摇了摇
头，伸出了右手的小手指，晃了一晃。他心中清
楚：西沙打胜了，但无力乘胜追击敌舰，收复南沙
群岛感到海军弱小，已经影响到维护主权的战略
决策了。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席外出治病，休养
了10个月返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握着海军政
委苏振华的手郑重地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
怕！他在谈到海军现状时，又一次晃着小指头，谈
到海军发展时，他伸出大拇指：“我们的海军要这
样大！”苏振华回到海军 ，立即召集海军党委常委
研究制订了《关于海军建设的报告》，提出力争十
年左右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呈报给毛泽东。毛
主席阅后迅速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
标。”他老人家年迈病魔缠身，仍然魂牵梦萦着海
军建设，企盼实现建成强大的海军。他对海军的
最后嘱咐鞭策着海军指战员，殚精竭虑去实现“一
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的神圣使命。

（摘自《大连晚报》）

1947年春，在围歼国民党整编74师的孟良崮战
役中，华野总部交给许世友九纵的任务是：一、阻击两
天，设法吸引整74师；二、阻击任务完成后，以主力配
合兄弟部队出击，围歼该敌。

许世友指挥九纵主力拖住敌人，争取时间让兄
弟纵队赶来完成对74师的包围后，开始转入围歼攻
击。5月16日，战斗进至白热化阶段。突然，司令员
陈毅打来电话，询问许世友九纵的进展情况，并且
说：“打援、阻援的部队打得很艰苦、很顽强。现在敌
各路援兵已经节节逼近了。”原来，在蒋介石的死命
令下，国民党各路援军纷纷拿出了拼死救援的决
心。华野阻击部队已经快挺不住了。

陈毅也有些紧张了，因为一旦打援部队不能
阻止敌援军，围歼孟良岗整74师的部队，则反而陷
入敌反包围之中，受到敌人的内外夹击。陈毅对
许世友郑重地说：“聚歼张灵甫，成败在此一举！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们能不能把孟良
崮拿下来？”许世友知道最后时刻来到了，立即回
答说：“已经打成这样子了，还能让敌人跑了？！我
手头还有一个师没有用上，74师不要想从我这里
跑掉一个人！”许世友如此一说，陈毅一震，立即提
高嗓门说：“好！现在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
下来。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补一千；打掉两千，
我给你补两千。谁打下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其实，许世友手头上哪还有一个师没用上？
他是对陈毅说了谎。他放下电话，立即下令：“机关
人员补充到战斗部队去，所有预备队全部投入战
斗。”然后，他又对手下两个师长说：“你们师长当团
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头向前冲！”于是，全
纵队开始发“疯”了。干部身先士卒，战士们更是不
顾一切。部队的建制被打乱了，官兵不顾一切地往
山上冲杀，前赴后继。下午三时许，73团会同兄弟纵
队，终于将红旗插上孟良崮主峰 ，其余各部亦先后
冲上崮顶。至此，号称“蒋家五大金刚”之的第74师
全部、干净、彻底地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战后，陈毅向许世友请教：打孟良崮，拼得如此
激烈，九纵还能保留一个师没上，你们是如何做到
的？”许世友道：“陈老总，我哪有这么能耐，还有一个
师没上？我怕你临阵撒军因此撒了一个谎！之后把
伙夫都派上战场了！”（摘自《毛泽东的红色卫队》）

5年前的今天，一条江龙，带着使命，从丹
江口出发，出陶岔、过哑口，飞渡槽、钻暗涵，长
途跋涉1276公里，奔流赴京，为北京解渴。

不可否认，在水资源方面，过去的北京城
一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河道常年断流、湿地萎缩、井泉枯竭……南来
之水，让北京在用水方面大大“缓”了一口气。

5年来，52亿多方南水，超过1200万京城
百姓尝到了它的甘甜，北京平原地区地下水位
累计回升近3米，6亿多方来水存入大中型水
库“休养生息”，郊区部分山泉出现复涌，百姓
家门口的河湖水清岸绿……南水提高了北京
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改善了城市居民用水条
件，为北京赢得了宝贵的水资源涵养期，有力
支撑了北京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

北京曾经多河富水，“掘地成泉”。但随着
气候变化和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人均水资源量
仅有 100 立方米左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 500
立方米的极度缺水警戒线。

如何让居民喝上高品质的放心水？位于
花乡桥南的郭公庄水厂最有“发言权”——南
水进京后进入的第一个自来水厂就是这儿。

郭公庄水厂是一座为南水而生的水厂，也
是目前国内制水工厂链条最为完整、水处理技
术最为先进的水厂之一。

南城居民王满仓喝了大半辈子地下水，过
去家里用的铝制水壶常常滋生水碱，需要定期
用凿子铲碱块，每次都能铲出一小堆儿，有一
次他用力过猛，竟把铝壶杵了个窟窿。自打南
水进京，郭公庄水厂开始为南城地区的居民送
去制好的南水，5年了，换了新水壶的王满仓再
也没摸过家里的凿子。

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京段的工程图可
以看到，南水入京后，从大宁调压池兵分两路，
一路沿西四环暗涵北上，至团城湖调节池；另
一路向东进入南干渠，沿南五环、东五环、北五
环建成了一条地下输水环路。这条被“称为

“地下五环”的输水管线，沿途还延伸出许多支
线。

如今，南水的供水范围基本覆盖中心城区
以及大兴、门头沟、昌平、通州等部分区域，北
京的人均水资源量由100立方米提高到150立
方米，提升了50%，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区域的
用水紧张情况得到缓解。

南水进京前，作为北京最大的地表水源
地，密云水库是京城百姓最依赖的“大水
缸”——北京人每喝 3 杯水，就有 1 杯来自这
里。这是北京城的兜底之水、生命之水。

密云水库堤坝上，有一座黑色石碑，上面
标注着水库的历史最高水位线：1994 年的
153.98 米，当年水库的蓄水量达到 33.58 亿
方。但是仅仅过了 10 年，密云水库就遭遇了
最“干渴”的一年，蓄水量不到 10 亿立方米。
从此，“大水缸”明显入不敷出。

南水的到来，让密云水库重新焕发生机。
南水进京后，密云水库停止向城区供水。

2015年9月11日开始，南水从团城湖调节池出
发，沿京密引水渠奔行103公里，经过9级泵站
加压，“爬高”100多米，向密云水库反向输水。

4年多来，密云水库总共“喝”进4.5亿方南
水。

近年来受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密云水
库的蓄水量快速增加，从南水北调进京前的
8.4亿方不断突破新纪录，截至今年11月，水库
蓄水量已突破26亿方。

如今的密云水库，原先裸露的河床浸入了
水面，中央的20个小岛已经淹没了一半，有的
只露出一抹黛色的山尖。

密云水库反向调蓄工程除了给京城“大
水缸”存水，还在向潮白河水源地、怀柔区水
源地及海淀山前地区回补地下水，有效促进
了密怀顺水源地地下水资源的涵养修复。

地下水位回升效果最显著的，要数密怀顺
水源地，密云水库反向调蓄工程自2015年9月
启用至今，已向密怀顺水源地回补地下水4.15
亿立方米。补水区域地下水位与2015年第一
次补水前相比，监测井地下水位平均升幅
22.08米，最大升幅32.77米。

延庆区井庄镇艾官营村村民张怀恩还清
晰地记得，今年春天，村里宝林寺河中6孔泉
眼复涌了。那是 20 多年久违的地下泉水啊！
在水位不太深的地方，就能看到泉水由下往上
翻滚，将泥沙翻起的样子。

3000年前因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北京城，
在经受了严重缺水的考验后，将更加珍惜每一
滴水，用好每一滴水，让这座城市和2100万栖
居其间的市民，持续得到水的润泽。

（摘自《北京日报》）

北京的解渴生命红

毛泽东激励海军做大做强

许世友立巨功

始创于乾隆三年（1738 年）的天福号，距今已
经有280年的历史。欲说天福号，先说盒子铺。

老北京人管猪肉熟食店叫“盒子铺”，其字号
多为“某某斋”“某某楼”或“某某号”。在字号牌匾
的两侧屋檐下，有时还挂两块匾额，其匾文常书

“肴核”“仪仁”，门前的对联多为“名传燕市，味压
江南”，表明所售食品质量上乘，四远驰名。

“盒子铺”名字的由来，自然与“盒子”有关。其
盒多为圆形木制，直径约一尺，高约三寸，上着红色
油漆，画着金漆花纹。掀开盒子盖，盒底有木托呈花
瓣形，共分五瓣，当中一瓣如花心，将酱肉、香肠、小
肚、酱肝、酱心及诸种熟肉切丝，分别放置。也有一
种盒子内分八格，一份盒子放有八种猪肉食品，故名

“猪八样”。切盒子里所盛的熟肉丝时，难免剩下肉
头儿或刀法欠佳而不合格的粗肉丝或碎肉，用“抄子
纸”包成漏斗状的包出售，名为“盒子菜”，虽然是下
脚料，但也颇受百姓的喜爱。

老北京的盒子铺多是山东人开设经营的，但
在烹任的口感上很考虑到顾客的需求。比如熟
食，除了前面说的酱肉、小肚、香肠外，还有熏鸡、
鱼冻儿、炸丸子什么的，当然这些很多要到盒子铺
里去买了。盒子铺的布局很讲究。栏柜将店堂一
分为二，前一半放玻璃柜橱，其中陈列着盛在蓝花
瓷盘里的各种猪肉熟食品 ，栏柜的后面砌一砖
台，上置一个高约三尺，直径一尺多的柳树桩子，
充作菜墩，也正因此，后一半店堂的天花板要比前

面的高一块。顾客选好几样食品后，由伙计立即
从柜子中取出，沿砖台后的阶梯拾级而上，面临菜
墩一一过秤，计价，并切成薄片，最后用鲜荷叶分
类包好，交与顾客。

老北京的盒子铺中，最有名的当属东四牌楼
的普云楼、前门外的天盛号和福云楼，以及本文的

“主角”——天福号。
晚清学者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

载：“西单有酱肘铺名天福斋者，至精。其肉既烂
而味醇，其他肉食类毕备，与其他诸肆不同，历年
盖百余矣。后因内容复杂，有伙友出号，于其旁开
一号，亦名天福，因之涉诉数年，今始改名天福春
记。”这段文字似乎告诉我们，早年在西单叫“天
福”的酱肘铺除了天福号，还有天福斋和天福春
记，亦有学者说天福号就是天福斋，现今已难以考
证。

天福号的创建者刘凤翔亦是山东掖县人，他
来到北京后，在西单牌楼的东北角开了个酱肉铺，
原本是个一间门面，上有一层小楼的猪肉铺，同时
也经营酱肘子、酱肉和酱肚等熟肉制品。他在酱
制的工艺上十分用心，采用茴香、花椒、砂仁、豆
蔻、桂皮和白芷等香料，再加上陈年老汤和上等黄
酱煮成。其中陈年老汤系用数十年的肉汤，十分
重要。刘凤翔酱出的肘子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外
皮色泽紫红发光，肉烂到入口即化，味道极美，但
由于他的店面小，无名无号，所以虽然尝试过的顾

客大多“回头”，但生意总是做不大。
据说刘凤翔有一天到集市去进货，路过一个

旧货摊时，见那里横着一块旧匾，上面用颜体楷书
写着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天福号”，刘凤翔觉得

“天福”二字有上天赐福的意思，非常吉利，正好可
以拿来用作自己店铺的店名招揽客人，于是他买
回了这块旧匾，稍加修整装饰，就悬挂在小店的门
楣上了。

真正让天福号成为天下驰名字号的，是一位
“贵人”——慈禧。 虽然现如今很多店铺动不动就
宣扬自己与乾隆或慈禧有过一段故事，但其中不
少是杜撰，而人家天福号则是真有其事。有一位
住在旧刑部街的朝廷官员经常买天福号的酱肘
子，这个官员很可能是内务府的，有一次他让天福
号精心加工制作了几个酱肘子献给慈禧，慈禧吃
了，觉得又酥又软，且肉烂不腻不塞牙，非常满意，
便派人到天福号，要他们按时往宫内送酱肘子，并
赐给他们一块腰牌以便通行。那年月只要能沾上
个“御”字，都等于是一步登天了，所以天福号一下
子”名声大噪。

不仅慈禧，当时清室很多王公贵族都是天福
号的“铁杆粉”，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
末代皇帝溥仪，他虽然喜欢吃西餐，但餐桌上必有
酱肘子这道菜，而且据说被特赦回京后没几天，就
骑着自行车去天福号买酱肘子吃了。

（摘自《北京晚报》）

慈禧和溥仪都爱吃的天福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