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编辑江 锐 组版王贤梅 校对陈文彪看历史

1884 年，中法战争的烽烟从中国的西南边

陲烧向东南沿海，台湾危在旦夕。正在故乡养

病的刘铭传临危受命。之后在天津辞去帮办北

洋海军事务，舍安就危，日夜兼程前往台湾。在

上海，面临法国舰队的海上截杀，他用金蝉脱壳

之计，突破法军封锁，雨夜渡台。在法军重重封

锁台湾海峡的极端困难局面下，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台湾保卫战，先后取得淡水大捷和基隆大

捷，使得不可一世的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困

死在澎湖岛上。1885 年，台湾建省，刘铭传出

任首任巡抚，为台湾近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七年，

开矿山、修铁路、办学堂、创邮政电信、扶植工

商、团结原住民，大刀阔斧进行近代化建设，被

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

刘学亚第一次知道先祖刘铭传的这些事

迹，是在100年后，1985年。

刘学亚是刘铭传的第五代嫡孙，今年 80

岁。1985年，他参加了第一届“纪念刘铭传100

周年”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他得知很多人专门

从台湾赶过来，他看到了大量刘铭传的资料，

“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台湾近代化之父”，这

些称呼深深地震撼了他，“原来先祖做了那么伟

大的事情”。从此以后，刘学亚心中有了几件沉

甸甸的事要做。

在肥西县刘铭传的故居——刘老圩，刘铭

传修建的大潜山房，损毁严重，他极力维护着不

再遭到破坏。在修复刘老圩的过程中，刘学亚

积极帮助回忆当时的建筑情形——这是他小时

候住的地方。刘老圩修复建成后，刘学亚当起

了讲解员。

刘学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收集有

关刘铭传的资料。在刘学亚的书房里，摆满了

关于刘铭传的各种资料：《刘铭传文集》《刘铭传

在台湾》《刘铭传史记》《刘铭传军事管理思想研

究》《刘铭传家族》……刘学亚几乎收集了关于

刘铭传的所有资料。“不少资料是我从台湾复印

过来的，我把这些资料留存下来，方便专家研

究，也给刘氏后人一个交待，让后人知道我们先

祖的事迹，向先祖学习”，刘学亚说。

寻找刘铭传骨灰，也是刘学亚心中之重，也

是从 1985 年起，刘学亚辗转找到刘铭传骨灰，

直到2000年才将骨灰起出来，一代名将刘铭传

得以魂归故里。

在刘老圩，刘学亚讲述着刘铭传的事迹。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性格刚毅，伟

干雄豁。1836 年生于肥西县铭传乡（现名）。

曾杀土豪、办团练，保护乡民。后组建铭字营加

入淮军，28 岁官至直隶提督，封一等男爵，号称

淮军第一名将。1869 年回乡，筑刘老圩，养疴

田园，关心国事。

史料记载，“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持

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

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

《史记》也。”曾国藩在回来的路上对李鸿章说：

众位将领皆可以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

者，就是那个裸腹读书人。此人即是后来成为

淮军名将的刘铭传。

李鸿章之所以对刘铭传特别垂青，不仅因

为刘铭传天资聪颖，除了敢打敢拼以外，还特别

善于学习和接受先进事物。

刘铭传认真阅读了不少西学书籍和中国的

兵书史书，“静研中外得失”。每当想到内忧外

患，他常常中夜彷徨，不能安眠。曾拍案而起：

“公等识之，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

案，速开学校、译西书，以励人才，不出十年，事

不可为矣！”

这也正印证了他在台湾所做的开矿山、修

铁路、办学堂、创邮政电信、扶植工商之事，为台

湾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刘铭传的爱国和改革建设精神影响了我

们后人很多，他的故居就是一座精神高地，我

们很珍惜他的故居”，在刘老圩的读书岛前，刘

学亚说。

（特别鸣谢：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学博士 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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