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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询与钟荣光 
 

 陈贤庆  
 

  清末广东文坛四大金刚 
  在清朝末年，孙中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与同乡杨鹤龄、江门外海人陈少白、顺德杏坛人

尢列志同道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被时人称为“四大寇”。这是稍为熟悉孙中山和中国近代

史的人都知道的事。但是，在清末广东文坛，有四位人物，被时人称为“四大金刚”，恐怕就不

那么为人所知了。这“四大金刚”，一是番禺人蔡乃煌，一是南海人江孔殷，其余两位，都是香

山人，即三乡镇之刘学询，小榄镇之钟荣光。 
  此四人，具有共同点，一是出身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二是赋性聪颖，青少年时已显露出过

人的文学才能，走科举之路也一帆风顺；三是浪漫不羁，好结交江湖名士；四是青年时代，他们

都做过同一的“事业”———撑渡。所谓撑渡，就是在科举中替人代考，没有过硬的文才，是干

不成撑渡的。 
  当然，“四大金刚”以后走的道路不尽相同，从这四人的经历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面临

中国社会发生激烈的变革，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处在斗争的旋涡之中，思想和经历都显得异常复杂。

本文仅介绍两位香山人刘学询和钟荣光。 
  经历独特的刘学询 
  刘学询，字问刍，号耦耕，香山县三乡人。1860年出生，为名将后裔。光绪十二年（1886），
刘学询考中进士，在吏部“待分配”好几年，见没有升官的希望，便毅然在广州包办“闱姓”（“闱

姓”是晚清两广地方利用科举考试进行赌博的一种方式），从此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一时声名

鹊起，被人称为“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刘学询颇有壮志雄心，一心

想反清复明，由自己来当皇帝。1893年与孙中山结识，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想推翻清朝，因而
在政治上结成了联盟。 
  1899年，刘学询奉清廷命赴日本瓦解维新派势力，与孙中山秘密会面。后任两广总督李鸿章
幕僚，想促使李鸿章与孙中山联合，实行两广独立，结果不成功。又想借清廷之手，杀死康有为、

梁启超。结果遭到康、梁的嫉恨。梁启超委托澳门总局的陈士廉与麦孟华，然而却迟迟没有动手。

梁启超对此极其不满，指责澳门总局“何以数月以来，无一毫动静”，并指示不惜赏金，招募可

用之人，以完成刺杀任务。澳门总局在梁启超的催促下，也积极寻找各种机会以刺杀李鸿章与刘

学询，根据梁启超的指示，先行刺杀刘学询。终于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00年 4月 24日，
刘学询从澳门返回广东，刚到广东口岸，保皇党的刺客已经得到情报，守候多时，见刘学询刚登

岸，突然拔出手枪，照准刘学询的胸口开了枪，刘学询当场血流不止，送往西医就诊。刘学询也

算是大难不死，因为衣服穿得较多，子弹打得不算太深，没有构成致命伤，但也足以使其胆战心

惊了。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刘表示协助向外国借款，帮助南京临时政府，但亦未

成功。其后，刘学询也未能在国民政府中谋得一职。刘学询几次谋事不成，遂心灰意冷，急流勇

退，把全部精力投向在杭州西湖畔建私家别墅———西里湖丁家山前隐秀桥西的“水竹居”，俗

称刘庄，占地 36公顷。背山濒水，环境幽静。庄园建筑豪华，陈设古朴别致，为西湖第一名园。
建国后，刘庄被政府接管，称“西湖宾馆”，80年代改建为“杭州西湖宾馆”。同时，刘学询还在
上海开设大钱庄。1936年，刘学询逝世，但其晚年的情况不详。 
  刘学询是清末民初一位神秘人物，经历独特，多彩多姿，极具争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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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多变的钟荣光 
  钟荣光，字惺可，1866年生，香山县小榄镇人。家族颇负名望。父母对其教育很注重，钟荣
光自幼勤奋好学，16岁考中秀才，23岁已设馆授徒，25岁在科场代笔。28岁考中举人，驰骋广
东文坛，与刘学询、江孔殷、蔡乃煌被当时文人称“四大金刚”。 
  其后，钟荣光又结识同乡孙中山等，参与 1895年广州起义的筹饷工作。1896年加入兴中会，
创办报纸，鼓吹革命。1899年，钟荣光受聘美国人开办的广州格致书院任汉文教习，皈依基督教，
并戒除作为风流文士的所有不良嗜好。 
  1900年，格致书院学生史坚如谋炸粤督德寿失败，遭杀害。为避祸，学校迁往澳门，改名岭
南学院。后迁回广州花地，改称岭南大学。1909 年，钟荣光作环球漫游为学校筹款。1911 年回
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 年任广东教育司长。1913 年秋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荣誉法学博
士学位。1917 年，钟荣光回国任岭南大学副校长、岭南农科大学校长。1927 年，岭南大学由华
人收回自办，钟荣光任校长。他尽心尽力，多次到世界各地筹款，将岭南大学从一间基督教书院，

发展成一所拥有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的综合性现代大学，钟荣光功不可没。 
  钟荣光的民族自尊心很强，他不愿凡事听命于美国人，而美国人则凭借纽约岭南大学美国基

金会，保有岭南大学校产产权，实行遥控。钟荣光从培养中国人才需要出发，要把岭南大学办成

南中国最大规模的大学。他认为校长应有管理大学的大权，美国人则认为美基金执行秘书可以以

顾问的身份决定学校大计。美国顾问与钟校长的矛盾，由此愈演愈烈，他们耍尽各种手法，最后，

以钟荣光年老多病为由，于 1938 年操纵校董会改选钟荣光为名誉校长，原副校长李应林接任校
长之职。 
  钟荣光在 70岁自撰挽联中，总结自己的一生：“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
命，无党勋，作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

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

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确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抗战爆发，广州沦陷，学校迁往香港。1942年 1月 7日，钟荣光在忧愤中病逝于香港，终年
76岁。 
  四大金刚孰个最优？ 
  刘学询、钟荣光，还有同属清末广东文坛四大金刚的蔡乃煌、江孔殷，在他们年轻时代，经

历差不多，其后，各人走上不同的道路。比较而言，走上最正道，并对乡梓，对国家民族贡献最

大的，应数钟荣光。钟荣光经历了封建举人、风流文士、革命党人、基督教徒、教育专家的演变，

可谓丰富多彩集于一身啊！ 
  蔡乃煌 
  蔡乃煌，原名蔡金湘，广东番禺县人，1861年生。清末民初政要、袁世凯亲信。清末曾任邮
传部左参议、苏淞太道道员、上海道台。民国成立后，投靠袁世凯，历任蓟赣粤专卖鸦片委员，

广东鸦片专事局局长，后以帮办广东军务兼粤闽苏赣禁烟督办职被袁派往广东监视龙济光行动。

1916年，两广反袁将领逼龙济光独立。同年 4月 12日，广东护国军司令徐勤在海珠警察署内召
开联席会议（史称海珠会议），遭到龙济光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的袭击，梁启超、陆荣廷的代表

汤觉顿、陆军少将谭学夔、警察厅厅长王广龄、广东护国军中路司令吕仲铭等殒命。事后龙把海

珠惨案推在蔡乃煌、颜启汉（已逃匿）身上，蔡被谭学夔之兄、广东海军司令谭学衡于 4 月 24
日押至长堤枪决。 
  江孔殷 
  江孔殷，1864 生，广东南海县塱边乡人，别名江虾（霞）。少年时应童子试，青年应乡试，
考取秀才和举人。1904年恩科中二甲第 27名进士，后选入翰林院，授职庶吉士，旋放广东道台，
慈禧太后当面赏其兰花 120 盆。后在广州河南同德里营建“江太史第”时别称“江兰斋”。在督
办任内兼办广东省慈善会，以恤抚救济贫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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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 4月，在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的七十二烈士的遗骸，是由潘达微收殓葬
于黄花岗的，但当年潘在殓骸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不得已用电话向江孔殷求助，江孔殷慨然允诺，

疏通了有关方面，并表明此事他本人可负全责，才使殓骸的壮举实现。因而在辛亥革命成功后，

江孔殷还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一些人才。江孔殷家族很大，多侨居欧洲、美洲等地，据统计在海

外的后裔有 13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