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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老 屋 ，李 鸿 章 故

居。在合肥市淮河路改造的

进程中，李鸿章故居在经过

拆与保的争议之后，最终确

定维修方案。然而，方案敲

定 后 ，仍 迟 迟 不 见 动 静 。

1998年4月10日，本报以《李

鸿章故居岌岌可危，有关单

位莫再扯皮》报道了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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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故居岌岌可危

李鸿章故居地处合肥市淮河

路商业街中段，建筑面积2550平

方米，属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由于

淮河路改造、动迁，周围房屋已不

复存在，而这座曾经住过一位历史

名人的老屋却在风雨吹打下，孤孤

单单，残缺破败，岌岌可危。

对于李鸿章故居的修复工作

实施意见，在1997年9月 12日，合

肥市政府第 10次“政府常务会议

纪要”中就有明确规定。按理说，

故居修复工作方案很明确了，工

程应顺利开工，但为何却迟迟不

见动静。原来，淮河路改造指挥

部办公室认为，维修由市建委牵

头，规划由文化部门把关。他们

按照市建委要求，把李鸿章故居

内的单位及住户全部搬迁、安置，

同时委托省考古研究所进场搭架

进行测绘和设计工作，但由于市

文物管理处要求主持修复李鸿章

故居而进行干扰，致使维修工程

被迫停工。两个部门就谁负责李

鸿章故居修复工作争执不下。

“牺牲”兄弟保全“中堂”
“1993 年 4 月，淮河路中段旧

城改造方案中将李氏家族住宅旧

址列为拆除范围。围绕‘保’与

‘拆’，文物部门和城建部门掀起

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合肥市

文物管理处处长、李鸿章故居陈列

馆馆长程红说，“当时《中国青年

报》、《中国文物报》等多家媒体均

作了详细报道。最终确定了‘拆东

保西’的方案，即拆除东边李鸿章

大哥李瀚章和三弟李鹤章的家宅，

只保留西边李鸿章的家宅。”

程红表示，在这场论战中，虽

然文物部门极力保留下了李鸿章

的家宅，但接下来就要面临如何保

护性维修的问题。1997年下半年，

东南大学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的古建筑专家开始绘制方案设

计图。1998年8月，故居通过修复

方案，当年11月正式开始维修。在

合肥市文物处承建故居的同时，时

任文物处副处长的程红开始着手

内部陈列展览的布置。在没有任

何经验、人手不够、办公条件艰苦

的条件下，完成了李鸿章家族住宅

旧址复原陈列。

1999年9月23日，合肥市四大

领导班子相继视察故居，领导们震

撼于故居维修的进度。在领导班子

的一致肯定下，9月27日，李鸿章故

居正式对外开放。李鸿章故居如今

已成为金字招牌，2011年入选安徽

省十大重点推广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