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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上海有杜月笙，粤港澳有霍芝庭。
都是江湖大佬，杜月笙的名气大，霍芝庭的财势大。
霍芝庭是偏门行业的大王，他集烟赌巨头于一身，其中以经营赌业时间最长、获利最巨、名声最盛。
烟赌娼，旧中国的三大痼疾。
广东因其独特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人文环境，烟赌娼尤甚。
民国时期的广东，以官准公赌而迥异于他省的赌博。
广东赌馆遍地、赌民疯狂、官府坐收渔利、赌商日进万金。
在广东的公赌时代，霍芝庭长期垄断了全省的山铺票赌博，亦是番摊赌博的最大承商。
在一般岁月，霍芝庭缴纳的赌饷占全省的一半；鼎盛时期，占全省赌饷的七成。
他是典型的倚钱财结交权贵，恃权开赌，进而牟取更多钱财之官商。
他几乎与广东所有得势的军阀都有交往：龙济光、龙觐光、陆荣廷、陈炳昆、莫荣新、陈炯明、杨希
闵、刘震寰、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其中与陈济棠关系最为密切，在陈济棠时期，霍芝庭一人垄
断了全省的赌博和鸦片，他的儿子霍宝材还当上广东省银行副行长。
霍芝庭与上海滩的帮会巨头杜月笙交情甚密，他还通过杜月笙结识宋子文，与“国舅”合办香港广东
银行。
霍芝庭还与“南天王”陈济棠的宠妾莫秀英越打越火热。
莫秀英艳压群芳、长袖善舞，与霍芝庭在深圳大赌场打擂台，双双名震省港澳。
霍芝庭与其他赌商争权夺利，他们大斗法、大比拼，尔虞我诈、你死我活。
这之中引发的故事，皆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异彩纷呈。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霍芝庭总是技高一筹、财粗一等、稳操胜券、无往不利，赌王之宝座稳如泰山。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赌城往事1>>

内容概要

　　《赌城往事1：一个江湖大佬的赌业传奇》真实生动地刻画了霍芝庭波澜起伏的一生。
还叙写了许多赌场秘闻、秘技，甚具可读性。
烟赌娼，旧中国的三大痼疾。
旧广东的烟赌娼尤甚。
在旧广东的公赌时代，霍芝庭是烟赌行业的巨头。
鼎盛时期，他缴纳的赌饷占全省赌饷的七成，达全省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他每年赚的钱则达2000万
银元，相当于如今的十多亿元。
倚仗钱财结交权贵，恃权开赌，与江湖势力拉帮结派，分享利益，是霍芝庭惯用的手段。
霍芝庭富可敌国，名震省港澳。
就连代表省财政的广东省银行，也没有霍芝庭的财产多。
他曾数次帮助省银行渡过挤兑风潮和金融风波。
霍芝庭死后，广东再也没有开设过公赌。
从此，广东的赌王称霸史，画上了一个巨大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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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首开公赌南粤大地起狂潮1861年，广东首开公赌，掀起了南粤的赌博狂潮。
晚清的广东成了全国的赌博中心，不仅参与者众，且赌式繁多。
“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围姓、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此涨彼消，各领风骚。
赌博，最大的赢家是大赌商，于是便有“文有刘学洵，武有李世桂”之说。
霍芝庭生于1877年广东南海县。
晚清到民国，广东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赌博中心。
赌博的最大赢家，自然是赌商。
广东赌坛，晚清时有“文有刘学洵，武有李世桂”之说；民国时，“清有李世桂，今有霍芝庭”的传
说甚嚣尘上。
刘学洵、李世桂等赌坛巨富，是晚清官场腐败、省情奇特、世风浮躁的产物。
没有晚清的公赌风气，没有大大小小刘学洵、李世桂之流奠定的“良好”基础，民国时的民间商人霍
芝庭便无用武之地，当然不会有堪称赌王的霍芝庭了。
因此，很有必要对晚清时的广东赌博，作一番浏览式的介绍。
首开公赌晚清时的广东，最早纳入公赌的赌种是围姓。
何为围姓？
围姓是科举的别称。
在封建社会，科举是学子步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在世人的眼里，该是何等的神圣。
明清时代的科举分级别举行，省考（乡试）在秋天，故叫“秋闱”，中榜者为举人；京城会试在春天
，叫作“春闱”，及第者为贡士；殿试在会试同一年举行，及第者统称进士。
科举分文武科，另还有学政的岁考、科考。
科举时代的试院称闱院。
闱院用土木构成围栏围墙，考生坐在“围”中面壁答卷；所谓“姓”，特指参与科考的学子及中榜者
之“姓”。
“围姓”即是一种利用考生姓氏而进行的博戏。
相传围姓起源于清中广东山紫村机房中人的斗彩，文人们先将参加科考者的姓氏搜集起来，剔除大姓
，猜圈能中榜者，待揭榜后核对猜圈的准确性，输者出酒钱。
初时的围姓只是文人间的娱乐，其后，慢慢滑向赌博，流传于民间。
围姓具有大众化的特点，不似赌桌上的聚赌，通常只能数人对赌；而围姓赌，参与者可以成千上万乃
至无限，于是民间的赌商便以围姓聚众开赌，获利甚丰，参与者再也不限于文人了。
咸丰十一年（1861年），广东贡院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焚毁，官府无力修复，而省级科考又必须在
贡院如期举行。
去过澳门的绅士提议，不妨仿照澳门的做法，采取围姓筹资用于修院经费。
这一无奈之策得到众人附和，于是一批著名的绅士请求官厅，官厅在两广总督劳崇光、广东巡抚耆龄
的肯许下，同意他们以围姓博艺两年，收入用于修复贡院。
两年后，围姓停办。
贡院落成（院址即今日的广东省博物馆），总督劳崇光还出席大典。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例官府批准的赌博活动，与大清律例的赌禁背道而驰。
清政府与历代王朝一样，严令禁赌，犯者或斩首、或笞杖、或囚禁、或徙流；若是官员，革职、抄斩
、枷号、鞭挞。
历代虽有聚众赌博的赌商，但都是违法暗行，不敢公开聚赌，更没有官府公然开赌。
这次围姓赌博竟太平无事，虽然广东官府声明只办两年，下不为例，但官僚们无不从官方开赌中看到
一条筹饷的财路。
此后数十年间，围姓或开或禁，一则看地方财政之状况，二则看总督和巡抚的胆识。
官府开赌，自然不限于围姓一种，凡大众化、商业化的赌式都有可能得到官府的钟爱。
官督商办，赌商承饷，赌饷从此与广东财政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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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姓的具体赌法是票局立规，剔除张、李、王、陈等大姓，这些大姓考生多，中榜的也多。
围姓只限于在票局规定的小姓中猜圈，在乡试、会试、岁考、科考之前，票局把参加考试的小姓公布
，参赌者从中圈画20个姓为一票，票价一般一元，票局收票后发给参赌者一张号码凭据，作为揭榜后
中彩领取彩金之用。
票局以圈姓命中率高低决定是否中彩及彩金级别，彩金分头彩、二彩、三彩，一千票为一簿，即票
资1000元。
票局拿出600元派彩，200元充饷，另200元作为票局的毛利。
头彩最高可定300元，就是说若买一票高中，就能获得300倍的回报，怎不令赌徒朝思暮想、趋之若鹜
？
其实参与者想中彩，何其难！
票商虽然每局所获不及幸运赌徒，却是赚“梗”（定），每簿都有百元以上的纯利。
围姓赌博，最初只有乡试一种，为了扩大聚赌机会，渐扩大至其他官方考试，最后连县、府两级的小
试也纳入围姓赌。
围姓牟利之巨，唯鸦片贩卖能与其比肩。
但鸦片生意风险颇大，围姓则是官府恩准的“公益”事业，无虞风险。
显然，要想获得承办权，须与官府关系密切。
围姓还不比一般的赌种，非地方上的儒商方能承办，否则，一般的赌商连围姓的“姓”也搞不到，遑
论开办围姓赌了。
历任承办围姓的儒商之中，刘学洵名气最盛。
刘学洵为广东香山人，字慎初，粤省著名大儒，曾授翰林院翰林，任候补道台。
刘学洵虽是会试三甲，却在仕途很不得志，于是回粤转为经商。
围姓公赌及私赌，皆需主考的学政大人关照，刘学洵是翰林出身，与广东贡院的典试官们交谊颇深，
刘学洵深知经营围姓之赢利。
他做过一阵子茶商，便改做民间赌商，充分利用他与贡院的密切关系，先后在广州、澳门开设围姓赌
馆。
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时值中法战争爆发，军饷激增，张之洞力排众议，复开
围姓公赌，将围姓承包给富有围姓经营经验的私赌儒商刘学洵。
在李翰章（李鸿章兄）、李鸿章督粤期间，刘学洵再次荣获围姓公赌承办权。
其中，在李鸿章手中，刘学洵的围姓公司年承饷达200万之巨。
按照围姓总投注额的分配比例，两成充饷，两成为票局毛利，那么刘学洵的围姓公司的年收入肯定
在200万元以上。
因为年饷是签约时协定的，实际上总投注额会超过预计的总额。
那时，一艘千余吨的新造战舰，价值10多万元，刘学洵围姓公司盈利状况，可见一斑。
刘学洵在广州城西第八甫设有“富贵”、“京华”两票厂。
在西关荔湾建有刘园一座，大屋精舍，皆有画廊相连；假山荷池，绿荫花香，堪与当时著名的海山仙
馆媲美。
刘氏一家穷奢极侈，连满清贵族也汗颜。
话说张之洞虽力主将围姓承包给刘学洵，但他发现，刘学洵票厂的收益情况远远超出协议时的估算，
年饷不可更改，便欲令刘学洵另作捐款。
刘学洵叫穷，张之洞一怒之下，以查抄现银之由没收了刘学洵的刘园。
刘学洵带一妻八妾逃往杭州，他早有准备，先前就在杭州建有刘园一座，气魄不亚于广州的刘园。
张之洞卸任离粤，刘学洵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刘学洵财大势大，加之他走的是先官后商之路，声望及权势不是一般民间商人所能比拟。
《中华赌博史》说刘学洵：“借金钱的魔力，（刘学洵）一手支配广东政府的支出和试官私囊的收入
；加之刘一意交结权要，势倾一时，其金钱势力更足以左右士子（考生）之成败、官吏之进退；典试
官如主考、监临、提调等，都要仰他的鼻息。
”“发明创造”围姓为中华赌博史上最早的，属于宽泛意义的彩票博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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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最大“贡献”是为官府开辟了一条应急的财路。
诚然，官府和赌界，都不会满足于这一种公赌博戏。
在此，广东的赌界人士的聪明才智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发明创造”层出不穷；而官府大人“慧眼
识珠”，及时将民间的流行的新赌式，纳入公赌轨道。
继围姓之后，纳入公赌的赌种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
其中山票、铺票、白鸽票等，纯粹为广东赌商发明。
山票山票及后面介绍的铺票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彩票，严格地讲是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彩票。
在中国赌博史的长河之中，彩票发育最晚——清朝时才在广东赫然问世。
山票呱呱落地便在广东赌坛中唱主角，肩负起力挽围姓取消、赌饷空虚的“大任”。
它几乎没有经历过偷鸡摸狗、违例私开的痛苦期，立即就被督署衙门看好，披上合法外衣，堂堂正正
聚众招赌。
山票铺票的发明，不能不佩服广东赌商的精明。
当然，广东的赌商不是凭空发明，前面介绍的围姓赌博，就带有彩票意味，又不是真正的彩票。
围姓可以猜测，尤其是地方的乡试，与典试官有联系的人士可以探听有关机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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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谓白道黑道，政府许可的，就是白道；政府不许的，便是黑道。
　　——赌王霍芝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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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时期的广东，以官准公赌而异于其他各省。
当时的广东赌馆遍地，万民疯狂，官府坐收渔利，赌商日进万金。
平民出身的霍芝庭，苦心经营，攀权结贵，与赌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故事惊心动魄，
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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