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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在大通区孔店乡，有一座历经百年风雨的
徽徽派古建派古建筑——晚清四川提督钱鑫建造的私宅

““钱府钱府””，当地人称它“钱都督府”。春节期间，淮
河早报、淮南网记者来到此地进行了深入探访。

钱都督府位于大通区孔店乡舜南村，是一
座典型的徽派古建筑，占地30余亩，建房42间，
是我市境内现存建筑面积最大、构筑工艺水平
较高的一处晚清住宅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艺
术价值，2011年它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通区文旅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建筑群为
晚清光绪年间四川提督钱玉兴所建，由正房、厅
房、侧房、厢房、客房、佣房及两栋两层小楼构
成。房屋为圆木框架结构，窗口上方均为弧
形。正门两侧各有一面雕花石鼓和一座马台，
马台上有一对虎视眈眈的石狮。屋檐和屋脊均
雕刻着精美的图案，特别是门厅上方，两侧还雕
有螭龙，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这些龙
形图案依然清晰可见。

据悉，这片宅院的兴建人钱玉兴（1830—
1912），又名钱鑫，字荣山，他出生在孔店乡刘庄
村钱大庙，母亲为舜南村人。幼时其父母病故，
为了挣钱糊口，钱玉兴在当地财主朱老境家务
工，主责是放养生猪。

传说，有一年，他头上生了癞疮，因无钱医
治结果变成了秃顶。秋收时节，钱玉兴赶着猪
群路过朱老境家晒满高粱的打谷场时，情不自
禁地说，“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有这样一场高粱

该有多好啊！”这话被坐在树荫下的朱老境听到
了，他哼了一声，道：“你这个秃头癞子，这一场
的高粱，这辈子你不会有，下辈子也别谈！”这件
事对钱玉兴的震动很大，此后，出人头地的愿望
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1855年前后，太平军进至安徽中部，想干一
番事业的钱玉兴鼓足勇气投身了太平军。同治
二年（1863年），钱玉兴所在的太平军在苏州与
李鸿章统领的淮军作战，战事不利，他接受淮军
总兵程学启的招抚，劝导太平军将领投诚，此
后，钱玉兴进入淮军的程学启阵营。

光绪十年（1884 年），法军进犯我东南沿
海。时任浙江巡抚的刘秉璋奏请朝廷，调派钱
玉兴参与镇海防务。到任后，钱玉兴带兵英勇
抗敌，多次击退法舰来犯。镇海抗法战争之后，
浙江东部又发生水灾，贫民出身，饿过肚子的钱
玉兴马上筹款赈灾，救助了许多灾民。

光绪十二年（1886 年），刘秉璋升任四川总
督。钱玉兴随刘秉璋入川，被提升为重庆镇总
兵，署四川提督。光绪十六年（1890年），钱玉兴
衣锦还乡，他来到出生地钱大庙，见当地庙宇年
久失修，便出资重新修建了一座。曾寒酸过钱
玉兴的财主朱老境，此时家境已经败落，钱玉兴
便花钱买下了朱家的田地和宅基，在上面建起
了气势恢宏的“钱都督府”。此外，他还在舜耕
山下买下千亩良田，分给当地百姓耕种并捐资
三百两白银用于家乡编撰《寿州志》。

看钱玉兴家乡情深
本报记者 苏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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