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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附近的刘铭传墓大潜山下刘铭传故居

星报讯（记者 俞宝强/文 倪路/图）

离墓园不远，便是肥西县刘老圩子，也就是

刘铭传的故居。12日中午12时，记者驱车

前往刘老圩，目睹了这位英雄的旧居。

免费展厅：一对后人夫妻轮流看守

在刘铭传的故居所在地刘老圩，一间

占地不大的展厅宾客盈门，“自从去年开放

后，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多以旅游团的

形式，十一国庆长假的时候日接待量最高

达到500多人。”管理员杨圣兰告诉记者，她

自己就住在附近，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准时对外开放，并且是免费开放。

展厅里，主要是刘铭传生前的图文事

迹简介和一些他曾经使用过的文物，图文

并茂地记录了刘铭传传奇璀璨的一生。

馆内照壁两侧的玻璃橱窗里，摆放着

刘铭传晚年使用过的拐杖、砚台、雕毛扇、

碗碟、后人复制的刘铭传亲笔手书文稿以

及两岸史学家对他的评述著作，多是后人

通过多种途径从两岸搜集而来，极其珍贵。

“白天我看管，晚上他过来看着”。据

杨圣兰介绍，目前，该纪念馆就是由自己，

以及丈夫——五代后人刘学恒轮流看守。

一桥之隔：故居还在积极修建当中

与宽敞明亮的展厅仅有一桥之隔的刘

铭传故居，三面环山，占地约百余亩。刘

铭传故居原建有房屋数百间，是合肥郊县

当时一处规模宏大的私家圩宅，原建筑现

多数不存。只有刘铭传晚年的接待室

——九间厅刚刚修缮完毕，主建筑大多已

损毁，院子里到处都是残砖断瓦，但有几

株参天大树很显眼，其中有树龄400年的

圆柏和 160年的广玉兰，都已经被列为国

家二级珍稀古树。

据当地居民讲，据说这株广玉兰是慈

禧奖赠给刘铭传，并由他亲手栽下的，粗大

的枝干从根部分为两杈，后人引为象征台

湾和大陆同气连枝。2004年，肥西县旅游

局便开始设计故居的整体保护规划，并对

部分古建筑进行修复，2006年6月“刘铭传

故居”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目前，故居还在积极修建当中。

一对后人夫妻白天、黑夜轮流看守

刘铭传故居探访

向台湾赠铜像 两岸同根
安徽向台湾铭传大学赠刘铭传铜像 台湾也将建刘铭传墓园

星报讯（记者 俞宝强） 12日，记者

从安徽省刘铭传研究会获悉，4月 18日至

25日，安徽代表团到台湾举办主题为“铭

传亲缘宝岛行”的经贸文化考察活动，并

将向台湾铭传大学赠送刘铭传铜雕塑。

目前，刘铭传铜像已运抵台湾，安装工作

已基本完成。

铜像形象文武兼备

据介绍，刘铭传铜像由皖台交流协会

定制，铜像的设计者是雕塑家郑东平，仅仅

在2个月时间内，他和另外3人组成的刘铭

传铜雕塑设计团队就完成了任务。

“在体现人物文武兼备的形象基础之

上，重点刻画刘铭传作为历史变革时期的

人物特征。只见他身着文官朝服，手握书

卷，昂首挺胸，双目如炯，凝视前方”。据刘

铭传玄孙女刘学馥介绍，雕塑反映了刘铭

传忧国忧民、胸怀天下、满腔热情投入台湾

近现代建设的儒将文人情怀，见证两岸同

根的历史。其铜像两侧，还将树立两大石

碑，将刘铭传抗法战争，保卫台湾的故事，

全部刻录在上，勉励后人。刘铭传铜雕材

质为黄铜 ，制造方法为失蜡铸造，铜像身高

1.9米，底座高1.25米（总高3.15米），铜像壁

厚15毫米，总重0.8吨，从制作到安装将共

花费30万人民币。

铜像已抵达台湾基隆港

据悉，刘铭传铜像已于上月从上海港起

运，日前已抵达台湾基隆港，已于本月10日

前在铭传大学完成安装工作，并在安徽经贸

文化宝岛行考察活动中举办揭幕仪式。

台湾也建刘铭传墓园

刘学馥介绍说，除了此次在肥西县的安

葬外，刘铭传的一部分骨灰还将安葬在台

湾，目前正由海峡两岸相关人士进行选址、

制作雕像、兴建墓园等工作。此外，大型历

史文献片《刘铭传》预计在今年9月杀青。

星报讯（记者 俞宝强/文 倪路/图）

在生平展馆和故居的采访中，不时有当

地居民前来“围观”，不到10分钟，就聚集

了八九人，他们纷纷将自己听说的关于

刘铭传的故事，与记者分享。

曾想投奔太平天国

相传，刘铭传曾以贩私盐为生，18岁

那年刀劈当地一土豪，威震大潜山。21

岁那年，饥民哄抢一富户的粮食，有人诬

告是刘铭传带头，官军火烧刘家，刘母气

急去世。刘铭传于是拉起500人的“刘家

团练”保卫本乡本土。

刘铭传曾想投奔太平军，后听说太

平天国内乱，于是放弃。后来投靠朝廷，

并于1859年8月率部下团练，在六安击

败太平军陈玉成下属部队，并在1862年

成为李鸿章所组淮军中“铭”字营头领。

同乡人都喊他“六麻子”

刘铭传祖上世代以农为业，在兄弟

中最小，排行老六。刘铭传幼年曾染天

花，脸上留有“陷斑”，同乡人叫他“六麻

子”或“幺麻子”。据当地居民介绍，到现

在都有许多人不知道刘铭传是谁，但大

家都知道刘六麻。

据当地居民刘伟称，刘铭传的父母

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刘惠人称“刘

老好”。有一次，有个偷伐刘家树木的贼

被捉住，刘惠为了息事宁人，一边设宴款

待捉贼者，一边偷偷放走了伐木贼。

喜欢研读兵书

“听老人说，刘铭传二目如电，说话

嗓门很大，同年龄的伙伴都怕他。后来

上了私塾，他也没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样

好好读书，不屑以农耕为业，更不想通过

科举飞黄腾达，对“四书”、“五经”没有兴

趣，而喜欢研读兵书、战阵、五行杂书，传

说他曾经登大潜山仰天叹曰：“大丈夫当

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当地

居民介绍道。

家乡居民讲述刘铭传传奇一生
他对“四书”“五经”没有兴趣 愿英雄安息故里

从早上7点到下午2点，从墓园到故居，

记者目睹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规模如此巨大

的安葬仪式，看到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如何

去敬重一位英雄。

这个过程，同样是感受一个英雄波澜

壮阔一生的过程；是见证一个游子心系故

土的过程。青山有幸，英雄魂归，合肥人民

又可以近距离地感念英雄了。

安葬仪式结束，站在墓园顶端俯视，眼

前视野开阔，绿树成荫，村庄掩映，偌大的潜

山水库在阳光照射下碧波荡漾。再回头看

看墓室，它似乎很安静，安静地面向自己的

出生地，看着它苦苦等待了115年的故乡。

刘铭传的光辉业绩在台湾，他反抗外

敌入侵，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强新

政，加强海防，推动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

展，加速了台湾迈向近代化的步伐。他的

所作所为，见证了两岸同根的历史。

故乡是深情的，深情地拥抱游子入怀，

让他静静安息。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不会

忘记为人们做出贡献的英雄人物。

记者手记

刘铭传生平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