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研究，我是从1982年开始的。包

括编写《刘铭传年表》，考证刘铭传准确的卒年和卒地并纠正《辞

海》等工具书的舛错；四次参与筹办刘铭传研讨会，三次编写刘

铭传的专书；多次和台湾学者在海峡两岸进行学术交流，提供刘

铭传乡土资料；主持安徽名人馆建设布展，指导“刘铭传”展区和

肥西县刘铭传纪念馆、刘老圩故居的布展工作等。40年来的实

践中，我深深感到，刘铭传这位乡贤先进，“溯其功业，足与台湾

不朽”！

台北闹市区的“二二八”公园有“一阁四亭”：以孙中山故里

命名的翠亨阁和以郑成功字命名的大木亭、以刘铭传号及故里

命名的大潜亭、以丘逢甲笔名命名的沧海亭、以连横室号命名的

剑花亭。大潜亭立有刘铭传铜像。台湾还有以“铭传”命名的

大、中、小学和幼儿园，还有刘铭传路、铭传街，甚至小吃还有铭

传牛肉面，特快列车还曾有“铭传号”。刘铭传牵系着皖台的绵

绵亲情。

刘铭传（1836—1896年），字省三，合肥（今肥西）人。1861年

底，李鸿章返乡募兵，刘铭传和同乡的团练武装纷纷投李。翌年

春淮军在安庆肇建，刘铭传统领500人的“铭字营”到上海后，着

手更换军械，换成清一色的洋枪，聘请法国军官毕乃尔任教习。

由于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军统帅李鸿章的赏识，由游击、副将

擢升至记名提督，所部发展成左、中、右三军，每军6营，共18

营。后期“铭军”已扩编为12000余人，分步、骑、炮诸兵种，是淮

军主力之一。

1869年春，刘铭传在直隶提督任上奏请开缺，“解甲归乡去，

入山种翠薇”。15年中主要在乡间修家谱、办书院，闲来和友人

诗词唱和。他还在原出生地四房郢东南3000米处择址兴建刘

老圩新居。圩内的读书岛，相传先是他、后是儿孙读书的地方。

追怀刘铭传

周
刊

读书人、写书人、卖书人、编书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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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纪录片《刘铭传在台湾1884—1891》继在央视军事频道、安徽卫

视等播出后，8月中下旬又在央视纪录频道重播。作为本片历史顾问和主

讲专家之一，我也得以和观众重温了130多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迭次急

宣刘铭传进京。他被诏以巡抚衔督办台

湾事务秘密抵台后，立即整顿军务，积极

备战。在经历基隆保卫战和淡水大捷诸

役后，以胜利结束中法之战。刘铭传成为晚

清第一个挫败侵略者，使民族自尊得到张扬

的英雄，也是继郑成功之后又一位在台湾英

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杰出爱国将领。

1885年 10月 12日，清廷宣布台湾建

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主台7年，他整军

备战，创办军工企业；发展交通，推进市政

建设；开山抚番，促进民族和睦；培养人

才，开办新式学堂；清赋理财，增设府县建

置。各项举措，卓有建树。台湾人普遍认

为，在清廷统治的200多年中，治理台湾、

建设台湾最为成功者，当推刘铭传。梁启

超后来登宝岛时曾作《游台湾追怀刘壮肃

公》长诗。

早在1880年，刘铭传就第一个向朝廷

奏请修建铁路，因阻力较大，未得施行。

到台湾后这一抱负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

他再次上折，指出“台疆千里，四面临海，

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则骨节灵通，首尾呼

应”。1887年台湾铁路破土动工，1891年

台北到基隆 28.6 千米的铁路先期通车。

如今在台湾，狮球岭隧道口已是被保护的

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第一辆火车机车车

头“腾云号”也成了特级文物。

1891 年初夏，刘铭传因痼疾请辞获

准，离开台湾，回到故乡大潜山下刘老

圩。1893年起，痼癖山林的刘铭传隐居于

六安麻埠九公山下的刘大圩（又称“宫保

第”）。甲午战争中方惨败、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占领台湾全境，接

二连三的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交加，在

麻埠（现沉入金寨县响洪甸水库底）辞

世。清廷谥壮肃。

1950年初，刘铭传曾孙刘肃曾将先人

传下的西周青铜重器“虢季子白盘”献给

国家。“虢盘”在合肥作短暂向公众展览后

晋京，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刘铭传有《刘壮肃公奏议》《大潜山房

诗稿》《盘亭小录》等存世。今归葬肥西县

铭传乡刘铭传墓园。刘铭传纪念馆已经

建成开放。刘铭传故居刘老圩现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刘铭传在台湾》创作团队阵容强大，

有总导演王振涛、总撰稿季宇、历史顾问翁

飞等。先后在法国、越南、日本和中国大陆

及台湾地区实地拍摄，走访两岸知名近代

史专家和学者，吸收国内外最新的学术研

究成果。有一个细节：那天记者编辑早晨

六点半先到台里做完并上传“学习强国”作

业，再如约于八点半来我家架起机器设备

采访。他们的敬业精神我记忆尤深。

(戴健：长期从事安徽和合肥地方史研究，出

版有《合肥史话》《安徽近现代史词典》等；

2008年被聘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戴健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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