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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銀行福州分行
清同治三年（1864年），滙豐

銀行在香港建立，翌年開始營業，
不久在上海設立分行，爾後在天
津、北京、漢口、重慶、福州等地
設立分支機構。同治五年（1866
年）在福州設立代理處，同治七年
（1868年）升格為福州分行，經營
近一個世紀。1947年結束在福州的
經營業務撤回香港，分行大樓改由
福州私立塔亭護士學校所用。

滙豐銀行福州分行大樓，位於
煙台山塔亭路滙豐巷，總面積1500
平方米，為兩層西洋式紅樓，石條
拱門，樓內為木質地板，樓梯的扶
手頗具藝術性，從二樓伸下來，在

末端轉了個很花哨的圈，洋味十
足。一樓是人們往來的廳堂，二樓
是銀行辦公的地方。由於此前長期
有人居住辦公，因此大樓內部的結
構至今依然完好。

大樓東南角一側有棵百年香樟
樹，四人方能合圍，春日裡綠葉影
動，生機盎然。大門前面原有網球
場，邊上一整排房子原來全是它的
馬廄。現在 「馬廄」已無，網球場
也成了空地。大樓離地一米多高
處，有馬蹄型的防空洞口，裡邊是
老銀行的地下室。當年，各國領事
都通過滙豐銀行辦理相關業務，一
些中國的商人也與這裡有銀錢往
來，因此這裡商賈雲集、名流進

出，漸漸地銀行旁邊的巷子就被稱
為 「滙豐巷」。

滙豐銀行福州分行大樓，1952
年後作為福州市第二醫院醫護人員
宿舍。

石厝教堂
位於煙台山樂群路。1858年在

榕外國人（主要是英國人）集資籌
建教堂，聘請香港工程師設計建
造，於 1861 年落成後產權屬於英
國基督教聖公會。這是一座石砌木
構哥特式建築，佔地面積 1000 多
平方米，教堂僅一層，建築面積近
320 平方米。教堂外形高聳，房頂
左右由單塔與雙塔相連，單塔頂部
砌有鐘閣，內置有銅鐘。石壁上有
六扇窗戶，頂端呈弧形尖突的幾何
圖案。窗戶鑲嵌花式窗欞及五彩玻
璃。堂門朝南，教堂內有可容納百
人的座位。外大門正中有一座紀念
坊，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由福州前
往歐洲參戰的陣亡英僑。堂內還有
兩座銅質紀念碑。教堂的西北面是
鶴齡英華中學，西南面是傳教士住
宅，東南面是天主教的修道院。

當時，前來參加該教堂禮拜者
多為各國駐榕領事和外國教徒。
1875年教堂成為福建北境教區臨時
主教公署。抗日戰爭時期，福州曾
兩次淪陷，第二次淪陷時多數外僑
撤離福州。1944 年 10 月由福建教
區中國主教張光旭擔任該堂托事。
抗戰時期，正是在福建教區王德熙
等護衛下，才使這座教堂完整地保
存至今。 （蕭柳）

福州煙台山，因為有着十七個外國領事館、三十
三家洋行、八座教堂、三家教會醫院和十一所教會學
校的古建築，被今人稱作 「萬國建築博物館」 、 「中
國近代史教科書」 。這裡的每一座建築，都有着不平
凡的故事。 文：蕭柳

香港與煙台山西洋建築

說煙台山神奇，是因為這裡曾撫育出大批在中國
近代史上留下濃抹重彩一筆的血性書生，劍膽琴心是
這批倉山兒女的共同特徵。

煙台山麓盛產血性書生
這批血性書生是孫中山的堅實盟友，他們是推翻

二千多年封建統治、建立共和的中流砥柱。在這裡我
們可以信手開出一串英雄名單——

林斯琛，一代名醫，曾發起成立一連串推翻清朝
的革命組織——復明山堂、共和山堂、藤山文明社、
漢族獨立會、橋南公益社，參與組織策劃了黃花崗起
義，還與林覺民一起率領二十多閩人赴廣州參加起
義。起義失敗，脫險生還，他又在煙台山的白泉庵召
開軍事會議，研究再次起義。

蔡人奇，中醫世家出身，既通儒又司醫，參與創
辦了一系列革命組織，宣傳反清革命思想。光緒二十
九年，日本試圖把福建變成其殖民地，蔡人奇編著
《閩警》一書，揭露日本人陰謀侵略的狼子野心，激
發了福建愛國志士的反清反日鬥志，當時的日本駐台
灣總督見後驚愕萬分： 「日本私密圖華計劃，盡被

《密警》揭露，誰說中國無人才！」一介書生，當革
命需要時也能揮戈上陣，他前往江蘇鎮江，協助發動
清軍起義，有利地支援了武昌起義。正是這位書生，
在民國創立後，回到福州行醫教書，還出任中醫學校
的校長，編寫教材，為貧苦大眾免費施診。

鄭祖蔭，生於煙台山龍潭角，曾應侯官童子試，
名列第一。本可以繼續科舉，博取功名，但有感國弱
民貧，聯合福建反清志士，組織 「漢族獨立會」，矢
志推翻封建統治，參與組織領導了福州起義，光復福
州。

鄭權，煙台山美墩人，曾與魯迅同學，就讀於江
南水師學堂，先後在福州、南京組織知恥社、益聞
社、閱報書社，發動軍民起義抗清，還聯絡南京各學
堂學生進行武裝起義。起義事泄，成功脫險，回榕發
動志士，參與黃花崗起義和福州起義。被他發動的江
南水師學堂同學，有不少成為了武昌起義的大功臣。

……
由於煙台山為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立下殊功，

1912 年 4 月，辭去大總統一職的孫中山特意來到福州
煙台山，到橋南公益社看望同盟會眾人，慰問那些為
建立共和壯烈犧牲的志士遺孀，向跟隨他革命並做出
極大貢獻的煙台山人致謝。

煙台山，盛產這種有大志、有遠見、有知識、有
血氣的人。

抗日戰爭中，美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到皖南新
四軍軍部採訪，她用飽含深情的筆觸，介紹了新四軍
四兄妹，這四兄妹就來自煙台山。大哥曹維廉後來官
至新中國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
長；大姐、二姐，一個成為新中國大型軍工企業的廠
長，一個成為國務院的局長，只有小弟沒有等到新中
國成立的那一天，他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後來被關進
了上饒集中營，在赤石暴動中犧牲。

中西古厝孕育傳奇貴族
煙台山的每一幢中西建築，都寫滿了傳奇。
煙台山的羅園，誕生了一個中國罕見的外交官世

家，出了五國大使、五國領事、七國參贊，見證了中
國從弱國無外交到成為世界外交舞台主角的崛起歷
程。

這個家族的第一代外交家，以羅豐祿為代表。他
是福州船政學堂第一屆畢業生、中國第一批真正意義
上的留學生，曾起草了中國海軍第一部章程，還曾任

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會辦，武昌起義領導人之一、民國
總統黎元洪即是他的學生。羅豐祿能操五國語言，留
學期間就兼任清朝駐德公使館翻譯、駐英國公使館翻
譯，回國後出任李鴻章的外交顧問兼翻譯。李鴻章的
所有外交活動，羅豐祿大都參與謀劃並擔任翻譯，他
曾隨李鴻章赴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
並參加《中俄密約》的談判。羅豐祿曾出訪德、荷、
比、法、英等多國，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展示了他縱橫
捭闔的外交才幹。在英國拜見維多利亞女王時，他將
李鴻章贈送給女王的杜甫詩句 「西望瑤池降王母，東
來紫氣滿函關」，巧妙地翻譯給女王，喜得女王賞賜
給他爵士爵位。後來，羅豐祿曾出任中國駐英公使、
駐意大利公使、駐荷蘭公使、駐俄國公使。羅豐祿次
子羅忠詒，民國時曾任駐丹麥公使。羅豐祿女婿魏子
京，民國時曾任駐秘魯大使。

羅家人還當過駐五國領事：羅豐祿大哥羅天祿的
次子羅忠堯，曾任中國駐新加坡領事；羅豐祿四哥羅
錫祿的五子羅忠國，曾任中國駐古巴副領事；羅豐祿
長子羅忠咸，曾任中國駐倫敦副領事；羅豐祿侄兒羅
忠文，曾任中國駐蘇聯領事；羅豐祿女婿魏子京，曾
任中國駐澳洲總領事。

羅家人還當過駐七國的參贊：羅豐祿五哥羅臻
祿，先後出任中國駐俄國、德國、奧地利和荷蘭公使
館的參贊；羅臻祿長子羅忠寅，曾先後出任中國駐英

國、意大利和比利使的參贊。
羅豐祿曾侄孫女羅旭，曾先後擔任毛澤東、周恩

來、鄧小平的英文翻譯。1972 年隨外交部長喬冠華出
席第二十七屆聯大會議；1973 年，隨外交部長姬鵬飛
赴巴黎，參加關於越南問題的國際會議，正是這次會
議促使十年越南戰爭的結束。1974 年春，羅旭作為副
代表，隨鄧小平參加了第六屆特別聯大會議。1988
年，羅旭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而後又出任
外交部西歐司參贊。其丈夫曾任中英聯絡小組中方首
席代表，為香港回歸祖國做出貢獻。

煙台山槐蔭里三號，是一座西式二層紅磚樓，現
在是倉山區廣播站，抗日戰爭中，這裡是盟軍秘密電
台。自小生長在煙台山的中國海軍優秀通訊官黃景
湘，奉命與戰友們一起在這裡為盟軍提供技術服務，
攔截、破譯情報。每一次搞到情報後，黃景湘就讓妻
子帶着兒子，沿着古榕遮天的山道，將情報送到煙台
山的英國領事館。福州兩次淪入日寇之手，危機四
伏，但盟軍秘密電台沒有停止工作過一天，為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積極貢獻。

黃景湘出生海軍世家。祖父是船政學堂第一位中
國籍英文老師，曾當過李鴻章的翻譯；伯伯當過民國
海軍參謀長；妹妹黃景荷與妹夫劉人壽，是當年潘漢
年手下的得力幹將，長期跟隨潘漢年在香港、上海做
地下工作。解放戰爭期間，劉人壽、黃景荷在上海負
責中共一個地下電台，向延安傳送了大量情報，被稱
為 「安紮在敵人心臟的一個釘子」。1948 年 12 月 25
日，上海中共地下黨的李白電台再次被破壞，李白，
即電影《永不消失的電波》中李俠的原型。中共地下
黨組織通過內線，知道黃景荷夫婦也非常危險，通知
黃景荷夫婦立即撤往香港。當時情形很危急，黃景荷
就通過在國民黨海軍軍艦上當通訊官的二哥黃景根的
關係，讓劉人壽坐國民黨軍艦前往香港隱蔽，自己再
通過關係坐飛機赴港。更為傳奇的是，當年潘漢年需
要一個過硬的電台高手，就讓劉人壽在他二舅子任職
的軍艦上，跟着黃景根學報務。

傳奇的人、傳奇的故事，締造了福州煙台山的傳
奇，使這座自然與人文景觀俱佳的名山更具傳奇色
彩。

▲

抗日戰爭中盟軍秘密電台就設在
煙台山這幢西洋建築里（蕭柳 攝）

▲俄國領事館舊址（陳由甲 攝）

▲香港滙豐銀行福州分行舊址正門（楊勇 攝）

位於倉山龍潭角的臨水娘娘祈雨處（陳由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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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洪山橋墩已作為文物被保護，它與拔地而起的新倉山融為
一體，成為這個歷史文化名區充滿活力的符號（倉山區 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