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以
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在丽
水地区活跃着以缙云吕逢樵、云和魏兰、丽
水阙麟书、景宁叶仰高等为首的一批革命
党人，他们组织会党，联络各地革命党人，
谋划和参与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和浙江
与处州的光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相
比吕逢樵与魏兰，阙麟书的事迹却少有人
知，经笔者多方收集史料，特别是依据民国
时期的报刊资料，争取还原一个真实的阙
麟书。

少有胆识 投身革命

阙麟书（1879—1916），字玉麒，乳名志
仁，处州府丽水县碧湖镇人。祖父名含章，
字温如，世居碧湖，以开酒店为业。父名沾
霖，字雨山，精通医道，并以行医为生。其
弟阙仲瑶。

阙麟书少年时英俊聪慧，且有胆识，
“豪宕尚气节，轻财好义，乡党奇之”。16
岁入丽水圭山书院，从名师读经史。他善
于辞章，学习优良，甚为老师所喜爱及学友
所 推 崇 。 18 岁 应 县 试 。 19 岁 应 府 考 。
1900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朝野上下，惊
惶一片。阙麟书目睹此危局，遂抛弃旧有
仕途之思想，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02年，阙麟书与李春贤、黄桂芬(皆为
处州府人，江湖拳师)等人结交，图谋革命，
一起加入松阳县人王金宝领导的双龙会。
阙麟书入会后，化名吴应龙，被推举为双龙
会副会主、丽水分部会首。他经常来往于处
州所属各县，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团结广
大贫苦民众，不断扩大双龙会组织，为双龙
会的逐渐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1904 年
春，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赴处州联络会党
时，与阙麟书商谈革命事宜，阙麟书积极协
助陶成章布置会党起义，并亲赴金华会见龙
华会会主沈荣卿，绕道松阳，策动双龙会与
龙华会协约共起。双龙会会主王金宝密谋
发动工农群众及其部属数千人袭取遂昌，然
后出江西与各路义师会合，阙麟书则在处州
府城响应。由于叛徒的出卖，王金宝被捕殉
难，阙麟书继续领导双龙会会众。

为反对美国国会通过限制和虐待华工
的《中美华工条约》,中国各地爆发了声势
浩大的拒买美货、反抗强权的对美抵制运
动，并得到海外华人的积极参与。阙麟书
与青田孙靖夫、丽水何子华、阎逊斋、禇焕
斋等人，倡议组织了“处州拒约会”，发动民
众，开展抵制洋油、洋布等美国货。

1905 年，阙麟书只身前往杭州就读浙
江武备学堂(一说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各国
地理、历史、政治，开阔了眼界，得到同学与
老师的器重，并在杭州与陶成章、敖梦姜等
革命党人密切联系。1906 年初，阙麟书东
渡日本，初就学于北丰岛巢鸭宏文学院，学
习日文。他学习勤奋刻苦，学业猛进，数月
后，便著《中日文译义》一书。后又入振武
学校（一说东斌学校）学习军事，经宋教仁
介绍加入同盟会，面晤孙中山。1907 年 4
月，徐锡麟与秋瑾相约，皖浙两省同时举行
起义，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杀。1908 年，安
徽革命党人又发动起义，阙麟书归国，联络
浙东各地志士与革命党人周六介（乐清
人）、邵杰三（乐清人）、吕逢樵（缙云人）谋
划策应起义，因机密泄露，阙麟书在杭州被
官府捕获入狱。在狱中，他坚决不吐露关
于革命同志的情况，所以，官府始终没有拿
到确证。

后来，经革命党人叶天籁、郑亚清、周
六介等人多方营救，于 1910 年冬，因病获
得保释出狱，回家休养。此时，阙麟书已骨
瘦如柴，卧床不起，遂从事著述工作。他先
后编著《修身读本》《历史读本》《地理读本》
等书籍为教科书，宣传革命。此外，阙麟书
还关注地方教育的发展，在他的积极促使

下，其父亲阙沾霖创办了碧湖震丽两等学
堂，阙沾霖自任校长兼教员，阙麟书为教
员，教师还有赵舒（缙云人，会党骨干）、王
式纲（碧湖人，前清秀才）、陈其宗、王福田

（碧湖人，杭州两级师范毕业生），设有国
文、英文、古籍、史地、体育等课程，阙麟书
还托人从日本购回洋号、风琴等教具。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打
响，辛亥革命爆发。11 月 4 日，杭州光复，
浙江军政府宣告成立。此时的阙麟书更是
信心百倍，不辞劳苦地往返于缙云、丽水、
松阳、永康等地，与吕逢樵等人共同协商处
州光复事宜。随后，阙麟书潜入处州府城，
布置内应的各项事宜。此时，处州各地已
是风声鹤唳，驻防丽水的清军见大势已去，
遂纷纷弃城逃跑。11月 25日，吕逢樵率光
复军进入丽水城，处州光复。

处州光复后，革命党人公推吕逢樵为
处州军政分府都督。军政分府成立后，吕
逢樵着手招募新军，参加浙江支援北伐南
京的队伍。他令阙麟书在丽水、云和、青田
各县招募四五百新兵，编为北伐队一营。
不久，阙麟书本着“革命谋成，口不言功”的
态度，辞去军政分府的官职。

反袁护国 奋斗终身

1912年初，阙麟书离开丽水赴上海，而
后又由上海至南京，在南京与宋教仁关系
甚为密切，并受宋教仁推荐，成为同盟会浙
江支部代表。该支部于 8月改为国民党浙
江支部，阙麟书任参议。

1913 年 3 月 20 日,革命党领导人之一
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特务
刺杀。为反对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和“善后
大借款”，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发动“二次
革命”，史称“赣宁之役”。阙麟书与郑亚青
等在苏沪一带组织革命党人秘密到杭州开
展反袁活动，在浙军中发展革命力量，因
此，阙麟书遭到拥护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
瑞的追捕，并悬赏两千大洋通缉。

1915年，阙麟书与黎萼（湖南长沙人）、
唐继星（广东人，1915 年被袁世凯下令杀
害）、凌毅、章武、凌霁三等赴江苏镇江、江
阴、浙江台州各处运动起事，惜俱未收效。
12月，袁世凯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
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
到全国各界反对，引发护国运动，浙江革命
党人则积极策划驱逐拥袁的浙江都督朱瑞。

1916 年 4 月 10 日晨，阙麟书与同乡叶
天籁（丽水县大港头人）率领炸弹队三十余
人乘火车由上海赴杭州，召集会议，商议决
定由阙麟书率炸弹队首先进攻浙江将军
署，其余各路革命军同时响应。12 日，在
各方的攻击下，朱瑞望风而逃，浙江巡按使
屈映光在军、绅、商各界的推举下，以兼浙
军总司令名义下令维持秩序，但并未正式
宣布独立。袁世凯遂于 14 日任命屈映光
将军衔兼署督理浙江军务。浙军中的革命
党人对此种维持秩序的“独立”颇为不满，5
月 6 日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为浙江都
督，浙江正式宣布独立。

浙江独立后，阙麟书又与陈去病（苏州
人）等赴苏州密谋江苏独立，因此奔波于杭
州与上海之间，即使在寒风凛烈的冬天，也
只着单衣，其“坚忍自恃气不稍馁，为国而
忘身”。

在各地的反袁声浪和蔡锷等领导的护
国军进攻下，袁世凯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在
做了 83 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
年 6月 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就在反袁斗争取得胜利之际，为了革
命辛劳奔波多年的阙麟书却因积劳成疾于
1916 年 9 月 3 日不幸病逝于上海老靶子路
佐佐木医院，年仅 37岁。巧合的是该医院
也是 1913 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
凯所派特务刺杀后，被送往医治并去世时
所在的铁道医院。阙麟书去世后，灵柩移

至上海西门外斜桥南路浙金积善堂暂厝。

哀荣备至 归葬故里

在上海的革命党人，为缅怀阙麟书的
革命功绩，任援道、张拱辰（青田县人）、郑
亚青、叶天籁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商议为
阙麟书与另一位革命烈士唐继星一同举行
追悼会，并要求浙江省政府为阙麟书举行
省葬，在西湖旁择地安葬。同时，成立唐阙
二公追悼事务所，发起人中有孙中山、黄
兴、唐少仪等革命领袖，并在上海《申报》

《民国日报》上连续多日刊发追悼会启事，
征集挽章诗对等，表达对革命烈士的哀悼。

1916年 11月 13日下午 1时，追悼会在
上海民国路方滨桥共和影戏园举行，会场
四周悬挂挽联七八十幅，会上报告了阙麟
书的革命事迹，还陈列有阙麟书制造炸弹
的工具，来者在观看后，无不对阙麟书的革
命事迹油然起敬。

1916 年 12 月，浙江省议会通过《阙麟
书附祀先烈祠议案》，将阙麟书牌位入祀纪
念辛亥革命先烈的浙江先烈祠（位于西湖
孤山），供国人瞻仰。浙江省政府拨付营葬
费用于营建阙麟书的坟墓。后因阙麟书祖
父要求，归葬于丽水碧湖三峰村旁。

阙麟书去世后，曾与其并肩革命多年
的同乡叶天籁，因失去知交，乃携眷回到家
乡丽水县大港头河边村。叶天籁 (1885—
1932)，字逸响、乳名宝兰，号一三，1906 年
在阙麟书约伴下毅然赴日本求学，并加入
同盟会，1908年归国在上海任事，积极奔走
革命。阙麟书在杭州被捕后，叶天籁多方
联系，营救阙麟书出狱。1911 年秋杭州光
复，阙麟书担任浙江督府顾问，叶天籁应阙
麟书之邀从沪返浙共事。

叶天籁回乡后，以为桑梓谋教育、设学
校、培养人才，以改良风俗，兴利除弊为己
任。1922年，委为丽水县参事会参事，任林
业公会会长，同年集股组织厚生公会林场，
在大港头铺下五里牌置地 150 亩，土湾河
140亩，种植松、柏、槐树 20万株。1923年，
主持修建坛头嘴桥，为云和、景宁、龙泉、庆
元等县的通衢要津。竣工后改此桥为“义
赈桥”。1932年，郑宝琳在大港头筹设普昌
火柴梗盒片分厂，叶天籁积极协助，担任经
理。县知事李郁芬赠以“急公好义”匾额。

阙麟书之弟阙仲瑶，原名阙友仁、阙玉
麟，1921年毕业于上海音专，在明星歌舞团
伴奏，历任丽水处属联立中学、浙江省立十
一中学、省立宁波中学、省立温州中学音乐
教师，编写《小提琴演奏法》《笛演奏法》等
教材。抗日战争时期，编选《抗战歌曲》一、
二集。1947 年任丽水私立南明中学校长。
1951年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编辑出版《苏
联歌曲选》两集。

纵观阙麟书的一生，他从 23 岁加入会
党起，便一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之中。他积极组织浙江会党及革命党的
起义，为辛亥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处州光复后，他并未贪恋权位，而是为捍卫
民主革命的成果，投身反对袁世凯斗争，在
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舍身忘死，最终积劳成
疾，为了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宝贵的生
命。他对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于信仰的那份
忠贞，将永留天地之间。

（作者系丽水市档案馆馆员、丽水市政
协文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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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斗士阙麟书
周率

《阙麟书病逝》(1916年 9月 4日《民国日报》)

1916年 4月 13日《民国日报》,阙麟书率炸弹队首攻浙江将军署。

《阙公麟书事略》（1916年 9月 17日《民国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