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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版）中新
社记者：时至今日，
海峡两岸还有哪些刘
铭 传 相 关 的 遗 址 遗
迹？

周典恩：当下刘
铭传遗址遗迹依旧遍
布海峡两岸，在台湾
淡水炮台遗址有刘铭
传题字“北门锁钥”
，在基隆有刘铭传修
建铁路时开凿的狮球
岭隧道。在大陆的安
徽省肥西县有刘铭传
故居、墓园和其参与
创建的肥西书院，在
巢湖姥山文峰塔有刘
铭 传 题 字 “ 中 流 一
柱”，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陈列着刘铭传珍
藏过的西周青铜器虢
季子白盘。

此外，海峡两岸
人民为了缅怀刘铭传
的丰功伟绩，以他的
姓名命名了不少建筑
物和场所。在台北市
有铭传大学、铭传小
学，台北新公园里有
大 潜 亭 和 刘 铭 传 塑
像，在基隆市有铭传
中学、刘铭传路。在
安徽省肥西县有铭传
乡、铭传高中、铭传
初 中 、 刘 铭 传 纪 念
馆，在合肥市有铭传
路，在合肥师范学院
有刘铭传学院。

中新社记者：刘
铭传故居为何成为多
数台湾同胞到访安徽
参访的首站？

周典恩：刘铭传
故居，又称刘老圩，
坐落于安徽省肥西县
铭传乡大潜山下，是
一座庄园式圩堡。“

筑圩自保”是清朝时
期江淮地区人民应付
土 匪 抢 劫 的 自 卫 方
式。圩堡是一种集防
御和居住功能于一体
的建筑。刘铭传故居
挖有内外两道壕沟，
筑有内外两堵围墙，
设 两 处 出 口 、 两 座
吊桥、五处更楼和炮
台。故居主建筑为三
进院落，每排13间，
房舍布局精当，错落
有致，另配有花园、
亭台、枪械库、弹药
房、读书岛等多种建
筑。1998年刘铭传故
居被安徽省列为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2012年经国务院
台办批准为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

台湾同胞感念刘
铭传以视死如归的英
雄气概，英勇无畏地
抵御法国侵略者，以
自 强 不 息 的 奋 斗 精
神，坚忍不拔地推行
新政，在保卫台湾和
建设台湾上作出不可
磨灭的重要贡献，所
以他们到访安徽时大
多首站即参访刘铭传
故居，凭吊先贤，表
达缅怀之情。

此外，刘铭传故
居是一座典型的江淮
圩堡，具有独特的建
筑风格、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台湾同胞参访刘
铭传故居不仅能近距
离考察刘铭传生活起
居之物，唤醒历史记
忆，增强铭传亲缘，

还能通过切身体验圩
堡文化，提高对大陆
历史文化的认知。

中新社记者：抗
法保台的爱国主义精
神在当下有何现实意
义？

周典恩：两岸同
胞是血脉相连、休戚
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船坚炮利的法国
侵略者，台湾军民在

刘铭传的带领下，同
心协力、前仆后继、
誓 死 抵 抗 ， 最 终 取
得 了 抗 法
保 台 的 胜
利 。 两 岸
同 胞 在 抗
法 保 台 中
所 展 现 的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至 今
仍 具 有 重

要的现实意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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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球岭隧道。

安徽省肥西县刘铭传故居。 
陈家乐 摄

周典恩，安徽肥西人，安
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
授、博导、人类学研究所
所长、安徽大学台湾研究
中心副主任、安徽省学术
和技术带头人、台湾少数
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民
族学会汉民族分会理事、
第二届宗教社会学专业委
员会理事。曾主持完成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和一般项目各1项，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
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特别资助项目1项，教育
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
项目1项。在《世界宗教研
究》《宗教学研究》《台
湾研究》《民俗研究》《
广西民族研究》《贵州民
族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40余篇。专著《台湾
的族群关系与族群政治》
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

作类二等奖。

海峡两岸人士在安徽肥西参
观刘铭传故居。张娅子 摄

2023海峡两岸祭拜刘铭传
活动在安徽合肥刘铭传墓园
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200
余位各界人士参加。赵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