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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和洛河交汇的西夹角，是被人们称为
秦头魏尾的神都之山。在神都山的南侧，坐落着一
个庞大的庄园，这就是名列巩义七大庄园之一的刘
镇华庄园。

这个庄园的主人在民国时期曾显赫一时。刘镇
华，名茂业，字镇华，清朝末年人。早年曾参加同盟
会，进行反清活动，后靠镇嵩军起家，任镇嵩军司令。
北洋军阀时期，刘镇华一度追随袁世凯，后又投靠蒋
介石，先后任陕西、安徽两省督军和省政府主席。

刘镇华兄弟 7个，除了二弟刘镇乾经商和六
弟刘茂寅赴德国留学外，其余 5 人均在军界供
职。特别是五弟刘茂恩曾任国民革命军十四集团
军司令和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当时被人称为

“一门双督军，兄弟两主席”。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新中国建立前的巩县，

刘家煊赫的家势是没有人能与之相比的。新中国成立
后，刘氏家族有的逃往台湾，有的定居海外，只留下一
座空旷的庄园述说着这里曾有的辉煌。

整个庄园共分3个院落，上院、北院和南院。上
院位于神都山半山腰的台地上，是住宅区，周围寨墙
由红岩石砌成，正面是一排用大块大块石头砌成的
窑洞，西部面向东盖有一栋两层小楼。当地老百姓
说，那个小楼的一层当年还设有舞厅。为保卫庄园，
在神都山山顶还建有一座碉堡，但早于上世纪50年
代就被毁了。

北院的主体建筑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其中糅入了
许多欧式风格元素，既古朴典雅又洒脱别致，走在院
中，就像置身于上世纪30年代繁华的老上海街头。

北院南面就是刘家花园了，花园正中建有一座
大楼，俗称“仿重庆大厦”，是刘镇华庄园建设最晚的
一栋建筑。楼房坐北向南，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卫
生间、浴室一应俱全，卫生间内贴的是德国进口的瓷
砖，到现在色彩还依然十分鲜亮。

拾级而上进入大厦，由于年久失修，内部损坏严
重，但依然能从一些细节想象出当年的富贵与奢
华。一进大门是一个面积有五六十平方米宽大的客
厅，北墙处修有一欧式壁炉，火道直通楼顶，整栋楼
就是靠这个壁炉取暖的。刘镇华庄园在当时已经用
上了电，大楼西北有一面积很小的房子，据当地人
说，那就是刘家的配电房。

为保护刘镇华庄园，巩义市相关部门多年前就
雇人看守，巩义石窟的安全人员每天也都要到此处
巡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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