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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励耘文库：朱金顺自选集》建构了一方精神守望者的家园。
在这里，一群甘于寂寞的思想者，用执著与静思来面对飞逝的岁月和骤变的时代。
他们身处喧哗之中，追求的却是潜心向学之中心灵的沉静。
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和地位，但他们却享受到了精神的富足。
作为百年师大中文学科悠久学术传统的又一批“代言者”，他们以其传承和光大中国文化的热望，以
其诚信质朴、不懈求索的精神，为后学者树立了治学与为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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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02年龚宝铨留学日本的时候，已是位爱国志士。
1903年春，俄国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满洲条约》，在日留学生激于爱国热忱，组织了义勇军，后改
名为军国民教育会，龚宝铨是会员。
其中一部分组织了暗杀团，回国从事秘密活动。
龚到了上海，招集同志组织机关部，当时蔡元培闻知，要求人会，受到欢迎，这便是光复会，蔡被推
为会长。
光复会的成立，龚宝铨是发起人，所以冯自由说：龚宝铨“壬寅留学日本，先后人义勇队及军国民教
育会，旋被推为浙江归国实行员，首在上海发起光复会，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徐锡麟等之入会
，皆由其邀致，光复会之最初主动人也。
”（《革命逸史·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这段记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
，叙述光复会成立经过时，也有类似的话，说明是龚、蔡邀他人会的。
当时龚宝铨年纪虽轻，革命性却很强，是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光复会成立后，龚宝铨和陶成章帮助徐锡麟建立了绍兴大通学堂。
他们三人成为生死之交，拜了把兄弟，徐居长，陶为中，龚最小。
他们为了握军权谋革命，使用捐官的办法去日本学习陆军，当时五个人捐了官，即徐锡麟、陶成章、
陈志军、陈德谷、龚宝铨。
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以年齿高下，锡麟为长，成章次之，志军又次之，德谷又次之，味荪
居末。
”这证明了三人结义之说的可靠性。
到日本后，入学学习陆军的计划受到阻止，便又相继回国。
徐锡麟往安徽候补，陶成章、龚宝铨二人则至浙江从事革命的发动、联络工作。
1907年5、6月，安徽徐锡麟、浙江秋瑾革命相继失败，陶、龚二人遭到清政府缉拿，他们便流亡日本
了。
　　龚宝铨是光复会的发起人，是一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
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才好进一步了解、认识他和鲁迅先生的关系。
朋友和同志鲁迅于1902年去日本留学，学习日语外，常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他什么时候认识龚宝铨的，我们还不能确切说出。
见于记载的，则是1907年浙案后的事情了。
例如：“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
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
。
焕卿尝笑语日，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
”（知堂：《关于鲁迅之二》）“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
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
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湘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
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周遐寿：《鲁迅的故家》）这里看出，鲁迅与龚宝铨不是初识
，而是稔熟的朋友了。
　　许寿裳则告诉我们，“从章先生学”也是由龚宝铨介绍的。
他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
成中学里一间教室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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