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位置：肥西紫蓬山

占地面积：100多亩

始建年代：清同治末年

主人：周盛传兄弟

现在它的名字，叫肥西农兴中学。

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前，紫蓬山周边的人都称它

为周老圩。

虽然是双休日时间，学校的学生们都还在上课。如

果不是当地人的指引，参加“甲午战争中的淮军”研讨会的

一百多位专家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现代化的教学楼后

面，还存在着一座外表破旧的平房，只是房子的斗拱飞檐

才会提醒来访的人，它曾经不平凡的身家。

“这是仅存的周老圩原先的房子了，剩下的全都拆

掉。不过，在校园的那边，还存有一座花厅。”安徽历史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用手指了学校的另一边。

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穿校园而过，来到一座用铁

栅栏围起来的小院。小院古朴而幽静，穿过低矮的院

门，院内荷池小桥，假山花坛，错落有致，园内还有高大

的古银杏和广玉兰树。

原来，这就是淮军中著名的“盛字军”统帅周盛波、周

盛传兄弟的老家。周氏兄弟，原住肥西大柏店乡枣林岗

附近的周老家郢，田地几十亩，是半耕半读的小康人家。

兄弟六人，老大盛余、老二盛选、老三盛华、老四盛波、老五

盛传、老六盛春。私庄独村，田园肥沃。当地的“地头蛇”

胡松，早想霸占他们的田园，就趁着地方大乱的时机，向他

们进行围攻，企图灭门夺产，他们兄弟从拼死格斗中冲出

重围，逃回老家紫蓬山下，寄居于罗坝圩，过流亡生活。

周氏兄弟发迹后，斥资在风景秀丽的紫蓬山下建起

了庞大的建筑群，据资料记载，圩内旧有房屋４50多间，

都是徽派风格的豪华建筑。据传，周老圩仅挖壕沟就花

了三年多时间，建成周老圩子大约花了五、六年时间。

“可惜的是，这些古迹今多不存。现在周老圩仅有这座

花厅了。以前，周氏家族商量大事，比如说各房的田产

分配、调配家族成员出征打仗等都在花厅里决定。后

来，老三盛华的牌位就供奉在这里。从那以后，周氏家

族牺牲在外的成员牌位都放在了这里。周老圩还曾获

得慈禧太后钦赐‘五世同堂’匾额，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也

曾送匾额给周老圩。”翁飞向众人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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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肥西三河

占地面积：12间

始建年代：晚清

主人：刘秉璋

“从合肥到三河，九十里十八个镇台（总兵）。”

在肥西淮军人物中，提督衔以上的大员就有30多

人，镇台级的自然也就更多。仅三河镇台级的就有

5、6人。

晚清时期，肥西籍的淮军人物纷纷在三河购置

房产，给三河留下了成片的名宅。镇台们也都争着

在三河盖住宅，提督、巡抚、总督们自然不甘落后。

在所有的房子中，最好的房子要数潘、刘二家。广西

巡抚潘鼎新、四川总督刘秉璋，因世居三河，在三河

东街盖的房子也就出手不凡。这两套住宅虽然布局

不同，但都有走马转心楼，都有花园，其建筑在江淮

地区也是数得着的。

刘秉璋在南街还建了一套住宅，取名“鹤庐”，据

说是取闲云逸鹤，择良木而栖之意。其房虽没有堂

楼，但五进平房，前后进竟各有12间。

现在的鹤庐与杨振宁旧居在同一条街上，二者

相距也就是百米的样子。由于进行了重新的修缮，

所以现在的鹤庐大部分时间都是大门紧闭，并没有

对外正式开放。

鹤庐是刘秉璋故居目前唯一一个保留下来的。

经过修葺，现在被用来展示他的生平事迹以及一些

实物和图文资料等。由此知道了他是庐江人。青年

时代胸怀大志、投笔从戎，曾经在中法战争期间指挥

过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海岸保卫

战——“镇海之役”，是李鸿章非常倚重的著名战将

（后来还和李鸿章结成了儿女亲家，婚事达七门之

多），先后做过江西巡抚、浙江巡抚和四川总督。督

蜀十年期间，虽然他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但在查办

外国教会武装杀伤平民的“重庆教案”中秉公办案，

结果引起了美、英教士的不满，被告到了皇上那里。

迫于英、美、法公使要挟，清廷只好罢了刘秉璋的官，

让其解甲归田了事。虽说后来清廷欲重新启用刘秉

璋“诏再征之”，但当时的他终因身体染疾不能赴京，

直至病逝。

合肥的淮军遗址

淮军是晚清时期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招募编
练的一支军队。在淮军集团势力全盛时期，不仅掌握了
各地方军权和行政实权，而且把持了清政府部分内政、军
事、外交和洋务大权。而合肥作为淮军的发源地，产生了
像李鸿章、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一大批淮军将领。

为了更好地研究淮军的真实历史，日前，来自中
国军事科学院、海军军事学院研究所、解放军南京政
治学院、日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安徽大学、安
徽师范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研究院所的百余名专家
学者，参加了在合肥进行的“甲午战争中的淮军——
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活动，并且详细考
察合肥周边淮军遗址遗迹。

作为研究淮军的安徽本土专家，安徽历史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翁飞对合肥境内现存的淮军遗址了如指
掌。在他的指引下，众人先后参观了肥西刘铭传故居、
紫蓬山周老圩、刘秉璋故居“鹤庐”、庐江丁汝昌专祠、刘
秉璋墓园、吴武壮公祠、环巢湖东侧六家畈和中庙淮军昭
忠祠等等这些曾经记载淮军显赫一时的遗址。 张亚琴

地理位置：肥西铭传乡大潜山下

占地面积：101亩

始建年代：清同治七年(1868年)

主人：刘铭传

大潜山下的刘铭传故居，还在维修扩建中。

故居是三面环山，占地约百余亩，离省城约40多

公里，为1868年晚清著名淮军将领刘铭传在功成名

就后回乡择地兴建的圩堡式庄园。2006年6月，它

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刚走近，就看见房屋四周筑有内外两道深深的

壕沟，壕沟内的水是从大潜山引来的水，四周的围墙

用石头砌成。门首上书着四个闪亮金字：大潜山房。

进入房门，就找到鼎鼎大名的“盘亭”。 当年在与

太平军作战时，刘铭传意外地获得了一件国宝——虢

季子白盘。后来刘铭传专为陈列国宝特地建造了亭

子。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

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刘铭传修建一座小亭，专门存

放虢季子白盘，称为盘亭。当年刘铭传常常踱到盘亭

来，一边欣赏，一边对学习的孩子们作一种监督，有时

他也在此处接待客人，让客人们同他一同分享欣赏此

宝的快乐。 1950年元月，刘铭传的曾孙刘肃曾先生

亲自护盘进京，将“虢季子白盘”献给国家。从此，这

件“虢季子白盘”一直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它

的复制品，现在陈放在新修成的故居内“刘铭传生平

展览馆”里。

故居现存古建筑40余间，除了盘亭之外，主要有

九间厅、子药房、西更楼、东大门及护门房、南门楼、等

建筑。“盘亭”北面的九间厅，是刘铭传居家时宴客会

友的场所。故居的西北一隅有一座西洋楼，完全仿照

西洋建筑建造，与整体建筑风格迥然不同。可见刘铭

传善于接纳外来文化和当时的时代特征。但同时他

也是迷信的，由于故居曾遭过一次大火，他便认为故

居中有白虎，还特地建造了一座钢叉楼来震慑白虎。

故居的西边是一大片水域，中间有座占地二三

百平方米的小岛，叫做读书岛，每到天气晴暖之时，

他就让家人用小船将这些子弟们送到岛上，直到傍

晚太阳快落山时才将他们接回。如今读书岛依然屹

立在水中央，静然而肃穆。

刘铭传故居：
大潜山下的圩堡式庄园

鹤庐：
四川总督的三河别院

周老圩:
藏在中学里的“盛字军”遗址

刘秉璋的故居门匾周老圩仅存的一座院落 现“刘铭传旧居纪念馆”里的虢季子白盘是复制品

刘铭传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