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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鲁迅为何一生感念章太炎？

被张之洞梁鼎芬
激赏的惠州才子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晚清民国的大变革时代，
中国出现不少大才子，如写
《少年中国说》的梁启超、写
《革命军》的邹容，引领新文化
运动的胡适……而在惠州，也
有一位大才子。

东坡是惠州的文化名片。

谈起东坡给惠州发展带来的
变化时，人们会脱口而出“一
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
州”，但很多人却不曾知道这
句诗出自何处？谁之手？

此诗是为《东坡白鹤峰故
居诗》的头两句，作者是惠州

才子江逢辰，作于清光绪十九
年（1892），那一年，江逢辰 33
岁，已经是才华横溢的年纪。

此外，坊间流传有江逢辰
孝敬母亲的故事，称为江孝子
传说，老惠州人时常给子孙后
辈讲述江孝子传说，以告诫他

们要懂孝道们要懂孝道，，知礼节知礼节。。
但可惜的是但可惜的是，，惠新西街江惠新西街江

逢辰故居逢辰故居、、西湖丰西湖丰渚园江孝子渚园江孝子
亭亭、、紫薇山江逢辰墓等遗址却紫薇山江逢辰墓等遗址却
在逐渐淡出惠州人的视野在逐渐淡出惠州人的视野，，引引
得不少惠州人叹气惋惜得不少惠州人叹气惋惜。。

（（林海生林海生））

逢 辰 （1859—
1900）， 字 孝
通，一字密庵，
号雨人，惠州惠

城区人。清光绪十八年
（1892）进士，官至吏部主
事。早年读书于丰湖书
院，深受丰湖书院山长梁
鼎芬赏识，尝谓：“归善江
生逢辰执业甚恭，考其行
文，佳士也！”因此特别写
了一首诗相赠，诗的头四
句说：“水木清深讲舍开，
得人胜获百琼瑰。义犹
兄弟真投分，行尽江山见
此才。”字里行间充满了

“得人”的喜悦。年余，梁
鼎芬调长端溪书院和广
雅书院，江逢辰都追随其
后，是有名的“丰湖十子”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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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八年江逢辰考进士时，有
人建议他暗通关节谋一优差，江将此
事如实报告了梁鼎芬。梁回应说：“此
路为我当年所不取。”这就更坚定了江
逢辰以真才实学应考的决心。结果虽
然只当上户部主事的穷京官，他并不
后悔。

甲午战争爆发，官僚们风声鹤唳，
纷纷弃职逃遁，江岿然不动，尽忠职
守。战后见清廷割地求和，丧权辱国，
又愤然辞官归里。他的这种疾恶如仇
的品格，既体现了惠州人文的传统精
神，也离不开梁鼎芬的教育和影响。

近代西方文化通过传教、通商及学
者交流等各种途径进入中国，渗透到
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些考取功名
出外任官或游历的惠州士子，面对这
些新事物，增广见闻，开阔眼界，思想
认识有了新飞跃，江逢辰就是其中佼
佼者。在他的《江孝通遗集》里，便载
有《铁甲船》《鱼雷》《炮台》《洋炮》《铁
路》《电线》诸诗。如《洋炮》云：“将军
留号说红衣，神武犹传旧日威。割地
已分越南国，轰天空仗佛郎机。万金
争购军容壮，一战无成羽檄飞。不解
韜铃解坐拥，谈兵诸将总轻肥。”

江逢辰是个对不平之事现实充满
批判精神的诗人。在他早年创作的
《苏山集》中，载有一组近乎白话体的
刺世诗，如《官征粮?悯无辜也》，刻画
了贪官墨吏强征暴敛、残民自肥的丑
恶嘴脸；《仓生草?著贪赎也》揭露了

“官仓老鼠”们监守自盗、化公为私的
无耻行径；在《门锁鼓?伤无告也》中，
对地方官员只顾阿附权贵、巴结富豪，
对平民百姓的冤屈充耳不闻的黑暗现
象作了无情的抨击。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据传，江逢辰喜爱游山
玩水，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政变失败，支持康
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江
逢辰在友人的劝说下，避难
于台山赤溪。不久后便得知
母亲病危的消息，匆匆回到
惠州。从早到晚都守在母亲
身边。他亲手为母亲煎药，
煎好后端到母亲床前，吹凉，
一勺勺喂到母亲口中。为服
侍母亲，他头发也不梳，胡子
也不刮，日子久了，看上去就
像个疯子。

不久，他母亲病逝，停
柩厅堂，江逢辰悲伤至极，
在厅堂守了 7天。“哭无时，
夜不睡。”后来，他母亲的
灵柩葬在市郊七联山上，他
就在坟墓旁边搭了一个草
棚守孝，每天由家人送饭，
一 待 就 是 两 年 。“ 哀 毁 骨
立，人称江孝子。”

家里人叫他回家，再说
送饭也送厌了，便用了一条
黄犬，每天将饭盒挂到狗的
脖子上，让狗送饭，意思是：

“我们送饭都送厌了，你难道
还没有住厌?”

一 日 ，妻 子 听 见 有 人
敲门，打开一看，发现门口
站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
不禁扑哧一笑。那人见她

笑，马上转身就走。这时，
她 才 认 出 来 是 自 己 的 丈
夫，连忙追赶，但已追不回
来了。江逢辰被妻子这样
一笑，又上山在草棚住了
一年，直至住够了 3年，他
才回到家中。

长年的风餐露宿，自我
折磨，江逢辰染上了绝症，回
家后不久便一病不起，直至
咽气，时年41岁。

两广总督张之洞听闻噩
耗，发出“孝通之才不能应世
而用”的感慨。江逢辰死时
家境贫寒，在亲朋好友的资
助下，草葬在鳄湖西紫薇山
南面的山坡上，立孝子阡。
爱国诗人丘逢甲游湖诗：“携
履寻碑遍洞天，锦囊零落鬼
才篇。排云长爪呼啊奶，留
镇湖山孝子阡。”

民国《惠州西湖志》记
载，民国五年（1916），南海
人盛景熙、梁志文，邑人李
岱青等为纪念江孝子，在丰
渚募筑“江孝子亭”，后改
建“孤桐馆”，沿渚遍莳荷
花。仲夏酷暑，荷花盛开，
香 远 溢 清 ，遂 称“ 荷 花
亭”。现在所看到的琉璃碧
瓦、飞檐翘角酷似荷花的亭
宇，则是近年来建设丰渚园
时重建的江孝子亭。

据记载，惠州的江逢辰
遗迹有惠新西街江逢辰故
居、西湖丰渚园江孝子亭、紫
薇山江逢辰墓等。连日来，
羊城晚报记者奔走于这几处
遗址发现，江逢辰故居已于
2013年列入惠州市第一批
历史建筑名单；江孝子亭经
过多次重建，已丢失了原样，
亭上还挂着另外一个牌匾

“荷花亭”，造成了世人只知
“荷花亭”不知“江孝子亭”的
尴尬局面；江逢辰墓在20多
年前已湮没山间、无迹可寻。

深秋时节的惠州，气候
宜人，丰渚园中的江孝子亭
下，不少惠州市民在聊天话
家常，吹笛赏琴瑟。时不时
会有老人家在此跟后辈们聊
起“江孝子传说”。市民曾先
生告诉记者，15年前他在湖
南常德退休后，带着老伴到
惠州定居养老，尽管对惠州
的历史文化了解程度较浅，
但对“江孝子”孝顺母亲的
故事却有所耳闻。“早些年，
我在这边锻炼的时候，听到
几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妇女
聊起‘江孝子’故事，说他在
母亲生病的时候侍奉床前，
连头发、胡子都无暇打理，
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回家后
就当成故事讲给孙女听，告
诫她要懂得知礼节，敬师
长。”曾先生表示，尽管他对
江逢辰的了解较少，但认为
惠州应该将这样的故事挖掘
出来，将其精神内涵传递给
子孙后代。

绕着江孝子亭走一圈，
就会发现此亭的尴尬：亭上
有两块牌匾，一块写着“江孝
子亭”，一块写着“荷花亭”，
周边的路牌标识还是园区导
览图，都只能找到五龙亭、双
清亭和荷花亭，唯独没有江
孝子亭。今年 4月份，羊城
晚报《惠州文脉》曾就此问题
展开调查，惠州市相关部门
表示正在考虑更名之事。

“现在就我们这些老一
辈的人知道江孝子的故事，
也知道江孝子亭的事情，等
我们走了，估计再也不会有
人知道了。”今年 78岁的市
民李先生说，希望能够尽快
将亭子恢复原名，并将故事
展示出来。

提起离江孝子亭一公里
不到的紫薇山，不少老惠州
人又深深叹气。紫薇山是江
逢辰墓所在地，但遗憾的是，
20多年前莫名湮没山间、无
迹可寻。日前，记者实地前
往紫薇山发现，紫薇山已建
成村庄，居住了不少人，旁边
的山地被铁丝围住，无法入
内。记者了解到，在记者之
前，也曾有不少人前来探访，
最终都无功而返。

惠州画家黄澄钦和民俗
学者林慧文等人都曾到过江
逢辰墓。黄澄钦告诉记者，
80年代初，已故惠州文史学
家吴仕端曾带他上山找过江
逢辰墓。他回忆，江逢辰墓
就在杨坤如墓附近，和普通
人家的墓葬没什么两样。据
介绍，站在墓前，能够远望到
江孝子亭。

在和水东东路连接的惠
新西街一条小巷里，江逢辰
故居“深藏”于此，2013年，
惠州将其列入惠州市第一
批历史建筑名单，但由于地
理位置偏僻，在导航上无
法直接找到，也鲜有人问
津 。 走 访 过 程 中 ，不 少市
民向记者摇手表示没听说
过江逢辰故居。

“这是我们惠州走出来
的名人，为什么不好好加以
宣传呢？”市民李先生提出
了自己的困惑。对此，林慧
文和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
所副所长、文史学者何志成
均表示，应该要好好挖掘；
他们以江孝子亭为例，建议
该园尽快增加惠州孝子文
化宣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被鲁迅当作

老师而终生感念、在他的文字中留下记
录的人主要有三位：一位是三味书屋的
启蒙塾师寿镜吾，一位是在日本学医时
的藤野严九郎；还有一位是青年时期给
了他影响的章太炎。

1936年 6月章太炎去世，因他个性
狂狷，树敌不少，身后出现各种诋毁，上
海 滩 有 些 报 刊 贬 低 他 为“ 失 修 的 尊
神”。鲁迅为老师鸣不平，写下了《关于
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

值得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在鲁迅
去世前 10天写的（鲁迅于同年 10月去
世）。可以想见当时卧病在床的鲁迅是
怎样的痛苦挣扎，而他坚持写作此文，
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鲁迅为何如此感念章太炎？从鲁迅
和他的朋友留下的文字中，大概可见端
倪：章太炎算是他文学事业和人生道路
的引路人。

章太炎又名章炳麟，就是《驳康有
为论革命书》的作者，该文在近代史上
和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
钟》齐名，对革命思想传播意义重大。

章太炎是革命家、思想家，也是大

学者。说起来，鲁迅和他是浙江同乡，
但他们却是在日本才相识的。他比鲁
迅大12岁，他名满天下时，鲁迅还是个
求学的年轻人。

因鼓吹革命，章太炎和邹容因“苏报
案”入狱。邹容不幸在狱中病逝，章太炎
出狱后东渡日本，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
报》，鲁迅正是《民报》的忠实读者。

正如鲁迅在名作《藤野先生》中所
述，他在日本学医时很痛苦。他看到清
廷腐败、国民愚昧、民族危机深重，继续
学医的想法动摇了。他纠结着是否应
该弃医从文唤醒民众。

这时候，是章太炎给他带来了照亮
未来的光。

章太炎在日本受到留学生和革命力
量的欢迎。他开办了国学讲习会，鲁迅
和一些留学生也希望听他讲学，但因课
业时间冲突难以走开。为人狂傲的章
太炎对后生学人却极为热忱，他专门开
了个周末小班，为这几位青年讲语言
学、文学。这个特设“小灶”，共有鲁
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等 8名学
生。这些人后来大都走上了文学、学术
救国之路。

鲁迅不仅听章太炎讲学，还看他的
著作。他对文学的亲近感越来越强。
这一时期他翻译的俄国小说，就刊登在
《民报》上。

后来《民报》遭日本政府查封，并罚
款 150元。法院责令章太炎，若不按时
交钱，就罚他做苦役抵偿。听闻此讯，
鲁迅与许寿裳出面，用译书的印刷费救
出了章太炎。

鲁迅在北京任职民国教育部期间，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郊外的龙
泉寺。鲁迅经常去看他，在滴水成冰的
寒冬也常去。春节还专程给他拜年。

对这个“雪中送炭”的学生，章太炎
内心是感激的。有一次他亲笔写下了
一副字，郑重送给鲁迅。他写的是庄子
的话：“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
在坑满坑；涂郄守神，以物力量。”上款
为“书赠豫才”，下款为“章炳麟”。

鲁迅很珍惜太炎先生的书法留念，
尽管生活颠沛流离，但他一直带在身
边。

章太炎对国民性的论述，对庄子思
想的阐发，对魏晋文章的推崇等，对鲁
迅文学事业的影响深刻，他早期的两篇

论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思想
与章太炎一脉相承。后来他创作小说
如《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也是这
种思想的具象化。

后期鲁迅转向更有战斗力的杂文创
作，举起“匕首”和“投枪”，向一切恶势
力宣战。他在批判国民性、改良社会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不仅有精神上
和文化上的，还有人格上的。前文提到
鲁迅逝世前写的那篇文章中，就盛赞了
太炎先生的文人骨气：“以大勋章作扇
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
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
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
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
模。”

而众所周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
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就是个很有风骨
的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
很高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
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
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可见，老师的品格在学生身上，得
到了很好的传承。

江逢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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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故事
仍为坊间佳话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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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后甲午战败后，，江逢辰江逢辰““独居职独居职，，终日忧终日忧
愤愤，，咯血盈斗咯血盈斗””，，心胸心胸““伊郁而恒不自解伊郁而恒不自解””。。
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命运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命运
的忧伤的忧伤，，以及对执政者昏庸无能的愤怒以及对执政者昏庸无能的愤怒。。
他痛骂李鸿章庸懦误国他痛骂李鸿章庸懦误国：：““空传丞相纡筹空传丞相纡筹
策策，，未见匈奴断右肱未见匈奴断右肱””；；也抚心责问自己也抚心责问自己：：

““不能执殳讨凶逆不能执殳讨凶逆，，读书万卷究何益读书万卷究何益？？””
次年次年““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签订，，他更是向朋友他更是向朋友

倾诉心声倾诉心声：：““伤心昨事可堪说伤心昨事可堪说，，蒙耻求和不蒙耻求和不
成战成战。。十时斗酒论衰敝十时斗酒论衰敝，，热泪迸落如集热泪迸落如集
霰霰。。我充司徒中士职我充司徒中士职，，仰屋持筹数叹息仰屋持筹数叹息。。
岁征不足偿敌国岁征不足偿敌国，，新法搔求亦何益新法搔求亦何益！！自惭自惭
无学救时艰无学救时艰，，短气吞声徒仰塞短气吞声徒仰塞。。愿执犂锄愿执犂锄
耕畎亩耕畎亩，，归去来兮白水侧归去来兮白水侧。。””

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宣告也宣告
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江逢辰对清政府已江逢辰对清政府已

完全失去信心完全失去信心，，
毅然辞官归里毅然辞官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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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梁启超与江逢辰是广梁启超与江逢辰是广
雅书院的同学雅书院的同学，，交谊甚交谊甚
深深。。江自京都辞官归里江自京都辞官归里，，
梁有梁有《《扬州慢扬州慢??送江逢辰送江逢辰
归山归山》，》，其词曰其词曰：：““战鼓摧战鼓摧
心心，，征衫涴泪征衫涴泪，，乾坤无限乾坤无限
秋声秋声。。望青山一发望青山一发，，又商又商
略归程略归程。。问摇落问摇落、、天涯倦天涯倦
客客 ，，十 年 尘 梦十 年 尘 梦 ，，可 也 苏可 也 苏
醒醒。。念故山兰蕙念故山兰蕙，，背人一背人一
样凄零样凄零。。罗浮西去罗浮西去，，有年有年
时时、、游屐曾经游屐曾经。。算醉眼看算醉眼看
云云 ，，冷 肠 漱 石冷 肠 漱 石 ，，彀 遣 今彀 遣 今
生生。。便似诛茅天外便似诛茅天外，，任人任人
间间、、憔悴兰成憔悴兰成。。怕劫灰无怕劫灰无
赖赖，，等闲惊起山灵等闲惊起山灵。。””

按词中按词中““罗浮西去罗浮西去，，
有年时有年时、、游屐曾经游屐曾经””句句，，是是
指光绪十九年指光绪十九年（（18931893））江逢江逢
辰偕康有为辰偕康有为、、梁启超同游梁启超同游
罗浮事罗浮事。。期间期间，，三人同访三人同访
博罗龙华武进士李国标博罗龙华武进士李国标，，
适逢李氏家祠竣工适逢李氏家祠竣工，，江江、、
梁二人应请梁二人应请，，合作一联合作一联
云云：：““仕作执金吾薄宦风仕作执金吾薄宦风
尘久京洛尘久京洛；；家住神仙窟开家住神仙窟开
门朝暮见罗浮门朝暮见罗浮。。””联为江联为江
逢辰所拟逢辰所拟，，梁启超挥毫书梁启超挥毫书
之之，，李国标将此联刻于家李国标将此联刻于家
祠上房回廊红石立柱上祠上房回廊红石立柱上，，
至今仍存至今仍存。。这些故事这些故事，，都都
很能说明江逢辰和康很能说明江逢辰和康、、梁梁
二人声气相应的密切关二人声气相应的密切关
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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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时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时为湖广总督张之洞，，
也 非 常 赞 赏 江 逢 辰 的 才也 非 常 赞 赏 江 逢 辰 的 才
华华。。当梁鼎芬推荐江逢辰当梁鼎芬推荐江逢辰
他时他时，，即延聘他为湖北尊经即延聘他为湖北尊经
书院院长书院院长。。在汪康年所撰在汪康年所撰
《《穰卿随笔穰卿随笔》》中中，，记述了此记述了此
事事：：““江君为人绝清洁江君为人绝清洁，，人世人世
营谋一切营谋一切，，若未知也若未知也。。诗文诗文
均如其人均如其人，，又孝于母又孝于母，，而家而家
寒不可为活寒不可为活，，尝游番禺梁节尝游番禺梁节
庵先生庵先生（（梁鼎芬梁鼎芬））门门。。梁后梁后
游于鄂游于鄂，，乃言于张文襄乃言于张文襄，，请请
江君至鄂分校某书院江君至鄂分校某书院，，即主即主
于梁于梁。。””

江逢辰除诗文外江逢辰除诗文外，，画也画也
很出色很出色。。他离开张之洞后他离开张之洞后，，
张之洞写过一首张之洞写过一首《《登凌霄登凌霄
阁阁》》诗诗，，其中就有其中就有““江山雪霁江山雪霁
好画本好画本，，可惜江生今南还可惜江生今南还””
之句之句。。连当时张之洞这位连当时张之洞这位
国内一流的人物都这样欣国内一流的人物都这样欣
赏江逢辰赏江逢辰，，可见梁鼎芬用可见梁鼎芬用

““行尽江山见此才行尽江山见此才””来称赞来称赞
江逢辰江逢辰，，实非过誉实非过誉。。

又据惠州坊间传说又据惠州坊间传说，，有有
一天逢辰的岳父要他画一一天逢辰的岳父要他画一
幅画给他幅画给他，，并催促频繁并催促频繁。。此此
时江逢辰正忙着一些事时江逢辰正忙着一些事，，无无
奈之中奈之中，，只好提笔绘画了一只好提笔绘画了一
幅幅《《石蟹图石蟹图》》给他了事给他了事。。该该
《《石蟹图石蟹图》》主要画的是一块主要画的是一块
大石压着一个苦苦挣扎的大石压着一个苦苦挣扎的
小蟹小蟹，，寓意他岳父是大石寓意他岳父是大石，，
自己是小蟹自己是小蟹，，岳父催他画画岳父催他画画
就是大石压死蟹就是大石压死蟹，，充分显示充分显示
出江逢辰诙谐的一面出江逢辰诙谐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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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惠新西街一巷的江逢辰故居，为典型的清代建筑 林海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