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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里巷，走来岁月深处的清人府第
皖南多清朝的府第。
每每走近，时而驻足仰望着古宅那高耸的院墙，时而

足踏青苔穿行于长长的深巷中，时而被门窗上那些栩栩如
生的花鸟图案所吸引，时而凝视着那些浸染了岁月沧桑却
依然飘逸着墨香的书画……

高梁粗柱和屋檐上的图案造型优美，雕刻的草木栩栩
如生，窗上精美的镂空图案，又与门、房、阶、廊等和谐地组
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丰富的图画。

从府第狭窄幽深的里巷仰望蓝天，但见头顶细细长长
的一线天，目光飘到巷口，只见褪色的灰砖与青苔，说着几
百年的往事……

而皖北，清朝名人的府第也不算少，去往实地游览，才
会品味出地域不同的府第文化。 ▋张亚琴

张乐行四合院
地理：涡阳县城西北6公里处

府第：捻军首领张乐行出生和生活的地方，是个松柏
掩映、土墙小瓦的清式四合院。

人物：1810 年，捻军首领张乐行出生于此。张乐行性

情豪爽，乐善好施，广交朋友，深负众望。在早期结捻活动

时，常与龚德树、江台陵等在其故居聚会议事，计划如何起

义抗清。1863 年，张乐行率部同清军作战失败后，所有房

屋被焚毁，光绪年间，其后人又在原址上进行了重建。

建筑：前院里，张乐行与夫人杜金婵并肩携手的铜像
英姿飒爽。

故居共有房屋16间，其中前、后堂屋各5间，东西厢房
各3间，总占地999平方米，建筑面积261平方米。

后院就是记载中的四合院，除去后堂屋略显雄伟、凝
重外，其余各房屋都是一样的土墙，一样的小瓦，一样的红
漆小木窗，毫不起眼。

1961年，这里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理：蒙城马集

府第：两进三个院落，房屋呈“品”字形分
布，取“一品当朝”之意。

人物：清末抗日爱国名将马玉昆，初以武童

从毅军宋庆参加对捻军作战。中日甲午战争爆

发后，马玉昆看到日本倭寇残杀同胞的悲惨场

景，血泪横流，怒不可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他亲自带领部队抗击日军，打得日军节节败退，

他乘胜追击，多次把日本人赶回本土。

马玉昆为清朝政府赢得了尊严，为国家立

下了汗马功劳，慈禧太后封他为“太子少保”，赏

赐千金，并让他回故乡建造了金碧辉煌的马公

府。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气焰

嚣张的日军专门赶往蒙城县马集镇烧毁故居东

边的“忠武祠”，实在令人痛惜。

建筑：古色古香的马公府院门，上书“将军
第”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厚重的深红大门约四
米高。门楼的四个檐角微微翘起，两旁还有大

石鼓。
这是目前皖北地区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

整的清代古民居。
故居的南院是一排排清代建筑群，房顶浑

青细瓦鳞次栉比地排列着，檐牙高啄。门窗上
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美轮美奂。

东西横向三排房屋皆面阔十间，均有前
廊，檐下雕花斜撑，滚圆的木柱下以石鼓作
础石。

第一进院东西厢房各四间，第二进院除东
西各四间厢房外，中轴线上纵列一堵带有镂空
图案的墙，将后院分成东西两个庭落，墙中间有
一个圆形的通道，把东西贯通起来，使得两院似
隔非隔，增加了景物的深度和层次感。

在马玉昆的书房和卧室，房屋里陈列着他
生前用过的床、桌、椅……古朴的桌子上整齐
地摆放着笔墨纸砚，墙上还悬挂着他杀敌用过
的刀和枪。

马公府

地理：黄山区城西永丰乡岭下村

人物：希范堂是清朝官员杜冠英故居。他
是著名抗倭名将，乃唐代大诗人杜牧之少子杜
荀鹤的后裔。

府第：建于清光绪11年间，距今有118年历

史。为三进三开间。

建筑：砖木结构，左右肩有厢房，后进为三
间走马楼。堂内的斜撑、雀替、梁托等均雕有龙
凤、狮子等飞禽走兽和花草图案。后进正面均
用格子门窗构成装饰，门肚板上刻有家训等，均
为劝导世人训诫子孙箴言警语，富含生活哲理。

屋后原有花园，分布有假山水池，竹木扶
疏，别致恬适，后来都被破坏了。整个故居构造
凝重古朴，雕刻精细，为现今黄山区仅存的一幢
清代官邸。杜冠英墓地也在希范堂附近。

希范堂

张虚谷故宅
地理：在亳州市区老祖殿街上

府第：三进院式矩形规则宅院，是张虚谷的叔父设计
规划建造，其叔父是清末河南开封一官员，主要负责工程
建设，相当于现在的建设厅厅长。

人物：张虚谷为晚清进士，后经商致富，是亳州地区

有名的儒商。

建筑：原有房屋三十四间，现存大门、耳房、南屋、东
屋、堂屋、过厅、厢房等房屋二十余间。如意大门，砖墙影
壁，前院中间有垂花门楼，将前院分为东西两院，置客房、
客厅。中院有堂屋、东西厢房各 3 间，分别为主人和眷属
居住房。后院为厨房、仓库和仆人居室。房屋为砖木结
构，硬山两坡顶，叠梁式建筑，合瓦屋面，为北方传统四合
院建筑，布局合理，做工考究，是亳州地区现存较为完好
的有代表性晚清民宅建筑。

2009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希范堂

地理：泾县茂林

府第：故宅是前后两座互不相连的老屋。
人物：吴庆元是光绪庚子（1900 年）举人，据说是清

朝最后一次乡试。他在庐江、江宁等县做过知县，晚年回

到茂林，为家乡办教育等方面做过一些事情。曾担任“茂

林小学”校长。

建筑：这两座古宅当中一块空地，原来可能是庭院或
花园，二宅基占地面积约1253平方米。前面的一座老屋
构造别致，屋内的雕刻也很美。进入大门为一转拐门厅，
通长方形小院落，地面用鹅卵石嵌成蝙蝠、白鹿图案。正
屋前有 3 间“套厅”（可能是“套在屋前”的意思），与正屋
同宽，平面呈长方形。据说套厅是从前放轿子有地方，右
侧为书房。后面一座老屋的结构雕饰都比前一座简单，
一字形前墙，花砖门墙，白石门坊，两边青石墙裙。屋内
有前厅和一字形天井通两厢，堂厅5列圆形木柱，下为方
形青石柱础。两边各有2间正房，上有阁楼。

吴庆元老屋

地理：位于东至县官港镇许村

府第：故居原有房屋四间，其中一间接官厅
系许世英自建，现在仅存三间。

人物：许世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名人，

历任晚清山西提法使、布政使、大理院院长、民

国司法总长、内务总长、安徽省长、内阁总理、驻

日大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他在吁请清

帝退位，确立新式法规、法庭，反对帝制复辟，拥

护孙中山北上构和，反对军阀孙传芳，赈济灾

民，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被孙中山称之为“北方第一人也”。

建筑：许世英故居老屋建于清顺治年间，三
进12间，青砖小瓦齐檐墙，建筑线条流畅和谐，雀
替、枋梁、门楣、窗棂均有雕刻，工艺古朴典雅。中
厅、接官厅建于清末，建筑面积519平方米。中厅
为两层楼房，前设内走廊将老屋与接官厅连成一
体。接官厅两进深，两侧山墙为阶梯式马头墙，室
内宽敞明亮，建筑风格与老屋大同小异。

许氏宗祠，尚保存完好，但 10 多块牌匾已
经不在，仅存一幅“接官喜报”悬挂在屋梁上。

许世英祖宅

□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