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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父亲支持我去延安    柏心锦    父亲去世已经三十九年。
    一九四０年，我离开湘西，跑到重庆，要到延安去，是在山城重庆和他老人家见最后一面的。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和全家居住在湘西永绥（现花垣县）。
我在国立八中女高部读书。
当时的国立八中有十个分校，总校长是邵华。
邵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C．C分子，高中女子分校校长也是他兼的。
他推行的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学校进行严格的统治，迫害进步师生。
为此，我们曾几次闹学潮，进行罢课斗争。
我们的行动遭到学校当局的压制。
一九三九年冬天，为反对学校当局强迫学生在腊月天换上单薄的军衣接待参观人员，又爆发了一次学
潮。
因为是我带的头，学校扬言要开除、逮捕我。
我当时已经接受了进步思想，爱国热情很高，对国民党的统治非常不满。
我知道父亲始终是反蒋的，父亲几次请缨抗战，无奈国民党当局不肯。
父亲还和陈独秀是莫逆之交。
我四哥心一和姐夫闵刚侯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父亲也时常和我们谈国共合作之事。
所有这些，都使我对共产党怀有好感，内心对延安非常向往。
于是在一九四。
年的夏天，我便愤然离开学校，决定奔赴延安。
我怕母亲和家人阻拦，径自跑到重庆三姐心慧家中，想让姐夫闵刚侯介绍我到延安去。
姐夫很支持，很快就为我联系好了，只等通知一到即可出发。
    不久，父亲到重庆开会，我不敢见他。
一怕他发脾气，不让我去延安；二怕他担心我一个女孩子出远门，兵荒马乱不安全。
经三姐再三劝说，我才见了父亲。
一见面，父亲就说：“你离开学校后，校长就到家找我了，说你在学校里闹事，看禁书，也不向学校
请假，就私自跑掉了。
⋯⋯”我想，邵华向我父亲说这番话分明是在搪塞，事实上我离校后没几天学校就贴出了开除我的布
告，并且还要通缉我。
父亲又试探着问我：“你妈妈叫我把你带回家，你看怎么样？
”当时我犹豫了很久，是说想在重庆升学呢，还是把打算去延安的真情直接讲出来？
我想：父亲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大革命中救过许多共产党员，他还常常骂蒋介石消极抗日，而对共
产党的真诚、积极抗日则表示十分赞赏。
他一定不会阻止我去延安的，况且人各有志，不能强勉。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在学校带头闹学潮。
校头头恨我，派特务学生监视我，还翻我的抽屉，偷看我的日记，这是什么学校？
简直是法西斯！
我决不能忍受，我无法读下去。
我决心去延安，等通知一到我就走。
”爸爸沉默着。
我又说：“我到延安是去打日本侵略军的，爸爸，你不是坚决主张抗日吗？
”    父亲从椅子上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好，你要去就去吧。
⋯⋯不过，你没有长期离开过家，这一去短时期内是不能回来的，你要做好精神准备！
”临别前，父亲给了我二百元钱，并嘱我路上要多加小心。
他说：“延安那里我也有许多老朋友，本来想写几封信给你带上的，只怕路上查出来遭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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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那里后，可找找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几位老先生，他们是会照顾你的。
”    告别了姐姐一家人，我途经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用父亲给我的钱添制了被子、褥子
和一套灰棉军装。
到延安后，我见到了毛主席。
他还记得我父亲的眼睛不好，曾关切地问：“你父亲的身体好吗？
眼睛怎么样了？
”我便把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
我在延安时，受到了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组织的关心照顾，就连我的婚姻问题，董老、林老都操了
心。
我在延安接受党的教育和延安精神的洗礼，很快地建立了革命人生观。
成了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解放战争期间，我原认为很快就会和父亲团聚了，我盼望这一天的到来，没想到在重庆和父亲一别
竟成永诀。
父亲那慈祥的面容和亲切的话语，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一九八五年    （《纪念柏文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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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民国开国总督柏文蔚先生的自述文集（同时也是柏著在海内
外的第一次整理结集）。

　　第一编《五十年大事记》（《纪念柏文蔚先生》本），是先生的一部自传，讲述了先生自出生至
一九三二年退隐五十年间的革命经历；第二编《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本），与第一编文字
互有异同，为保存资料起见，是故两编并存。
第三编《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本）重点讲述了安徽“二次革命”的前后
经过。
第四编《日记》（《纪念柏文蔚先生》本），第五编《见解与主张》（散篇辑录），是先生日常生活
与政治见解、建设主张等的集中体现。
本书之末，附录有陈紫枫《柏文蔚谈浦口与南京之役》、《柏文蔚就任安徽都督经过》（《辛亥革命
史料选辑》本）以及《柏文蔚年谱简编》（《纪念柏文蔚先生》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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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文蔚(1876-1947)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
字烈武。
生于安徽寿县南乡柏家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幼年习读《山海经》、《尔雅》、四子书、七经等，还常常带领小伙伴们模仿军人摆阵操练，他边指
挥边对大家说：要杀尽一切恶人及贪官污吏。
年龄稍大后，他研究农学，虽“胼手胝足，处之夷然，不以为苦。
”柏文蔚16
岁时，代父到私塾馆授课3 年。
柏文蔚父亲望子成仕，多次要他参加科考应试。
父命难违，21
岁那年他前往应试，从州试、府试、到院试，得心应手，一发即中。
父母高兴，乡里羡慕，而他自己却认为：“经国大计，不在此雕虫小技也。
”
　　中日甲午战败后，柏文蔚与孙毓筠、张树侯等人在寿城内创立了“阅书报社”，同时改良藏书楼
，创立天足会，把改良思想付诸初步实践。
后参加国民党，曾任国民党委员等要职，1947年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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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少年时代    儿戏琐言    余世居安徽寿县，始祖由山东迁寿州，至余已七世，历代青箱也。
余质鲁钝，而记忆力甚强，脱襁褓后，事无巨细，悉能历数不忘。
甲申年，时九岁，率群儿游戏，大捕蜘蛛于屋之四围及庄村林木之下。
人叩以故，答日：“蜘蛛恶物也，张网于要隘之处，所有一切良善昆虫，多陷其网，吾必除此恶物，
以使良善者得安全。
”丙戌年，时十一岁。
遇大蛇盘绕一蛤蟆，群儿见之，皆骇奔，独余则投以大石，中蛇首际，蛇乃奔，执长杆以追蛇后，呼
乡农日：打蛇。
农人至，而蛇已远遁。
回视蛤蟆，已软弱不能行，当告乡人日：“蛤蟆良善之物也，凡害五谷之虫蛤蟆皆尽食之，实有益于
农家，吾人皆须保护之。
如大蛇者，世人称为五毒之一，残害善类，生性毒辣，吾人皆须尽杀之。
”众农唯唯称奇。
常为兵事操，集村中儿童数十人，编为队形，以木竹为兵器。
彼时尚无新操，而绿营防军操练，如九子连环阵、八卦阵、方城阵，余皆效而演之，阵容亦甚严整，
执掌帅旗，与众宣言，要杀尽一切恶类及贪官污吏。
父兄辈见之，亦窃窃生喜。
    私塾读书    余自丁亥十二岁以后，已读完《山海经》、《尔雅》及四子书。
至己丑十四岁，七经皆可背诵，惟午夜自思，均非济世之学，又悟及天圆地方之说之误谬，由是终日
闷闷，郁结不开。
然为家庭与社会环境之压迫，亦只得精攻试帖八股，以消磨岁月而已。
余尝喜浏览鉴、史、子、集，教者禁之。
而凤州《纲鉴》，及《庄子》、《老子》、《韩非子》、《墨子》各书，皆于室外林下，乘隙读之。
当时世之学者，无所谓各种科学，无所谓专门学，维日孜孜不倦者，皆不过俳优之具耳，于人类所需
，社会进化之学，何所取焉。
然余虽决不为弄文舞墨之事，但为事实不许，实无脱此羁绊余地。
讲道德，说仁义，忽忽悠悠，遂不知不觉又迫近考试时期。
    余既以八股试帖，不济实用，又无其他专门可学，乡村农圃之事，窃喜为之，农学丛书，潜心研究
，常与老农老圃，遵守节令，选择种子，按时植树栽菜，播种五谷，胼手胝足，处之夷然，不以为苦
。
余膂力过人，负重可百余斤，父母钟爱甚，常戒勿伤力，致成疾患。
余慰之日：“青年不吃苦，长大游手好闲，怀安败名，甚为可怕。
”父母欢悦。
又余家自洪杨苗捻后，家产荡尽，所余田产二三百亩，皆荒芜不治，收获不足糊口。
父母操持家务，困苦已极，尚有家族之无道者，侵占余家阡陌，甚至强占土地。
余母愤郁私泣，余慰之日：“老人不必生气，将来我长大时，此少许土地，不难购得。
彼日事侵占，削割田埂道路，自己所得甚微，妨害公益甚大，专造恶因，必结恶果，又贪又凶，实属
可怜，我们当劝他作善事，学好人，不必怪他。
”余母稍现笑色，余心始安。
    余至十六岁时，常代父授课，同学亦皆守秩序，同学功课，未稍荒废，故其家族，均无异言。
盖因余家自清咸、同年间，已成破产户，光绪初年，家徒四壁，余父承祖宗之后，世族局面，依然存
在，亲族邻里，有婚姻田土争执者，皆登门叩请为之排解。
余父情不可却，舍己田，耘人田，不得已也。
余父设私塾授徒，收学生十余人，年获束惰数十金，以作家用。
余深知家庭苦况，维持私塾不倒，可全名誉，且有收入，即自兢兢业业，劝同学按日读书，勿稍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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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亦乐于就范，习字读书，日起有功，并不受夏楚之苦。
约三年之久，名义上系余父为师，实际上却余在私塾负责也。
邑之旧俗，人泮时娶亲，最为荣耀，亦最为高兴。
父母即以此勖余，余则甚不愿也，盖年龄未至。
彼时虽不知早婚不可之道，而天性中不愿有此。
学问未成，更羞耻功名科第，如世俗所谓进学后即结婚，以为可耻之最甚者也。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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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柏文蔚自述》编辑推荐：近代中国百年风云人物全景式精神雕像，零距离触摸一个时代的脉搏与体
温，个人的记忆，承载着国家的历史，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把握时代的脉搏！
乐黛云、刘梦溪、汤一介、杨天石、严家炎、耿云志、张立文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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