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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巢湖

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

始建年代：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

主人：淮军将士

考察的第三天，第一站就是巢湖中庙的昭

忠祠。

中庙始建于吴赤乌二年(公元 239 年)，在

历史上几经战乱毁坏，至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在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倡

议下，中庙得以募捐重修，如今的中庙依然基

本保持了李鸿章时代的规模。

在中庙东侧约200米处，还有一座古朴典

雅、保存仍算完好的清末古建筑，它坐北朝

南，襟巢湖面姥山，气势恢宏。这就是李鸿章

在倡修中庙3年之后，为纪念淮军将士而奏请

清廷敕建的昭忠祠，又称淮军祠。祠由门厅、

正殿、两厢组成，共30间，全部占地面积1800

平方米，房屋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正殿为7

间宫殿式建筑，梁、柱粗大，殿宽敞，是巢湖境

内最大的古建筑。

清光绪18年（1892 年），恰逢淮军创建30

周年，淮军创始人李鸿章已年届70岁，他回首

往事乡情缱绻，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

子兵”，是淮军中无数同患难共赴死的乡邻宗

亲用血肉之躯，换来了他的顶戴花翎。李鸿章

上书光绪朝廷，在淮军故里巢湖北岸的中庙古

镇，建造一座祭祀淮军阵亡将士的祠堂——昭

忠祠。到1894年的 6月，昭忠祠落成竣工。

由著名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抱病写出《合肥淮军

昭忠祠记》。

巢湖淮军昭忠祠能够较快建成，与退休在

籍和各地的淮军将领踊跃捐赠有很大关系。

以刘铭传为例，不但捐出了数百两银子，还亲

笔撰写了两副楹联。

据说，李鸿章之所以主张在这里修建昭忠

祠，是因为李鸿章曾在巢湖编练淮军，训练水军，

一批著名将领从这里走向抵抗八国联军的疆场。

巢湖昭忠祠是淮军总祠，是继江苏(苏州、

无锡)、湖北(武昌)、直隶(保定)、浙江(镇海)、台

湾(凤山)、广西(镇南关)等地之后，在全国范围

内兴建的最后一个昭忠祠，也是全国现存规模

最大的昭忠祠。

昭忠祠
中庙边上的淮军“总祠堂”

昭忠祠

地理位置：庐江

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

始建年代：光绪二十年(1894年)

主人：吴长庆

淮军名将吴长庆的祠堂——吴武壮

公祠，身处热闹的庐江县城繁华地段。

“它落成于光绪二十年 (1894 年)，乃为纪

念吴长庆所建专祠。吴长庆是庐江县泥

河镇沙溪社区沙湖村人，是晚清有影响的

军事人物和政治人物，是淮军最早成立营

号之一的‘庆字营’统领。”面对参访的专

家学者，庐江县文广新局局长王友鹏站在

祠堂前，大声地介绍道。

走进去，才发现该祠为大木殿式，三

进两庭院，每进五开间。由照壁、门楼、

庭院、廊庑、厢房、寝室、祭殿等部分组

成，总占地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祠内

集徽派木、砖、石雕和江南苏式浮雕彩绘

之大成，以木雕最为精湛。其梁枋、斗

拱、平盘斗、隔扇、梁脐等木构件，由各种

云纹、花卉图案组成，雕刻玲珑剔透。

祠内充分展示淮军名将吴长庆的生

平、事迹，他和他的庆军乃至庐江淮军群

雄在近代史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吴氏家族

的源流及后代中的杰出人物。其中，前堂

陈列着吴长庆生前遗物；中进大厅是祭

殿，正中是武壮公画像，两侧有北洋大臣

李鸿章亲笔书写的对联：“袍泽渐凋零，

仗剑有谁怜我老；鼓鼙太悲壮，登坛犹悔

用公迟。”

因其较为全面地代表了徽派祠堂的

建筑风格，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艺术

价值等，武壮公祠1987年被列为“县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省政府核定

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修缮工程始于去年，原来的屋柱、房

梁被继续使用，老砖瓦继续用，不够的则

按照旧样式仿制，梁雕由木雕师傅按照原

样进行手工雕刻复制，基本上做到了修旧

如旧。”翁飞介绍道。

著名剧作家侯露则很高兴地引着大

家看她的杰作：在祠堂东面，由其创作的

剧本，通过幻影成像展现出吴长庆生平事

迹。1829年生于庐江县沙湖山（现位于

庐江县泥河镇境内）的吴长庆，戎马一

生。吴长庆的父亲是庐江一名团练首领，

父亲战死后，他承袭了父亲的云骑尉世

职。咸丰十一年（1861 年），吴长庆以所

部500人组成淮军“庆字营”。至清光绪

元年（1875 年），官任直隶正定镇总兵，后

又相继升任浙江提督、广东水师提督等

职，官至正一品。

光绪八年（1882 年），朝鲜发生内乱，

日本国伺机出兵侵略。朝鲜国王求援，清

政府遂派吴长庆率部东渡，以轮船运兵直

抵汉城，迅速平息叛乱。之后，吴长庆奉

旨留镇汉城，帮助朝鲜建立军队，巩固和

加强防御，深受朝鲜人民的爱戴。

1884年，55岁的吴长庆因患病奉命

从朝鲜回国。当年7月病逝金州（今辽宁

省大连市金州区），终年56岁。吴长庆病

逝后，清光绪皇帝“诏优恤，谥武壮”，“该

战功事绩宣付史馆立传，加思予谥，准予

立功地建专祠”。是年，棂归故里，清政

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拨银两在其

建功的6个地方建专祠，名“武壮公祠”。

除了庐江、还有浙江嘉兴、山东登州、江

苏浦口、河南内黄、韩国首尔等6座武壮

公祠。

吴武壮公祠
“庆字营”首领的建功之所

修复后的祠堂内景

祠堂内供奉的吴长庆肖像

地理位置：肥东

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

始建年代：清朝末年

主人：吴氏家族

南宋宝庆元年（公元 1225 年）吴氏

一世祖吴宛廷夫妇自古徽州婺源迁至

山东，二世祖吴再三生六子迁至现在居

住地从事农耕，因人丁兴旺，蔚然成村，

故名：六家畈。

清朝末年，六家畈有一批人追随李

鸿章当了淮军，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

升官发财。后返乡大兴土木，建成了一

座富丽堂皇的深宅大院。

最先回乡的是淮军华字营统领吴伯

华，于同治七年返乡，购置土地万亩，在

六家畈杏树塘北岸营造四所坐北朝南

精美豪华的砖瓦结构大宅第，每处五间

四进，每进三间，有两厢房相连，共260

间。

吴伯华二弟吴毓兰，因亲俘捻军尊

王赖文光有功，官至天津布政使，一品

封典。他返乡后购良田万亩，从六家畈

至巢县城（今巢湖市）行百里不需走他

人田埂，沿途皆为其佃户。他建豪宅6

处，240间，其中马槽巷有一处豪宅，两

边 5间 6进共一走道，第 3进为小姐绣

楼，雕梁画栋，木梯木栏，推窗亮阁，两

边是高大的封火墙。老街北头大宅4进

到后，大门前有高大的照壁，堂屋挂有

慈禧亲书“寿”字，还有李鸿章写的“春

晖永报”，李翰章写的“椿萱永寿”匾额。

而淮军名将吴育仁，少小贫寒，以织

布为生，后随叔父吴伯华入淮军，因功

成将。吴伯华回乡后，育仁统领所部，

将“华”字营改为“仁”字营。官至总兵

加提督衔，晋授建威将军，正一品，是六

家畈最大的官。中日甲午战争后，吴育

仁回乡，广置田产，在大观份建4进5间

深宅大院。

还有一处 5 间 5 进大院是官至总

兵、从一品的吴谦贞之宅，门上油漆斑

驳，隐约可见门楹“诗书执礼，孝弟力

田”，当年吴谦贞常在此读书、养花，颇

有“解甲归田去，入山种翠薇”之雅趣。

六家畈
吴氏家族返乡的“大手笔”

地理位置：庐江

占地面积：3间

始建年代：1889年

主人：丁汝昌

丁汝昌出生的地方是庐江县石头镇

石头社区的丁家坎村，1889 年，北洋水

师提督丁汝昌出资在此修建了丁氏宗

祠。六年后，这位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

统帅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却自杀殉国。

到达丁氏宗祠的时候，它目前正处

于维修阶段。但还是可以看到，在树木

环绕之中，一座高约2.5 米的石碑映入眼

帘，石碑上面刻着“清海军提督丁公汝昌

之墓”。

“这座祠堂坐北朝南，晚清淮军爱国

将领丁汝昌主捐修缮过，主体建筑文革

期间被拆除，现仅存东侧三间厢房，为典

型晚清建筑风格。丁氏宗祠原大门两侧

两只石鼓至今保存完好，雕刻十分精

美。门前的月牙塘，东边约200米处的

龙王井至今保存完整。”庐江文物局负责

人杨璧玉介绍道。

原来，丁氏宗祠的规模非常宏大，现

在已经有百年历史。这里还建丁汝昌在

老家的私宅，共有青砖小瓦的房屋 50

间，房屋布局呈U字形，光是主屋就有4

进20间房，每间都是木柱飞檐。祠堂的

匾额是由李鸿章题写的“嗣祠厥武”。丁

氏宗祠建好后，每年清明、冬至，丁汝昌

都会回来祭祖，并请村里人吃饭。

翁飞说：“丁汝昌出生在庐江，后来

举家迁往巢湖。他自杀殉国后，还是戴

罪之身，牌位就没有进宗祠。一直到宣

统皇帝登基，才批复他恢复原官原衔。

他的墓地不在出生地，而是在无为。”

丁汝昌专祠
北洋水师提督的出生之地

龙王井

—始于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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