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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郭沫若评柳亚子：“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
进步而进步。
他是南社三位发起人之一，维护南社达二十余年之久，在反清反袁反军阀斗争以及响应新文化运动中
，都起着积极作用。
”亚子是江苏吴江黎里镇人，生于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父亲钝斋、叔父无涯。
都学养有素。
他崭露头角，当然渊源于家学。
至于个性的倔强，他自己说是“遗传于父亲者为多”。
母亲费漱芳，曾从名士徐山民的女儿徐丸如读书，《诗经》和《唐诗三百首》，都能熟练背诵，所以
亚子又得力于母教。
他名慰高，字安如，读了西方名著《民约论》，改名人权，宇亚卢，以亚洲的卢梭自居，亚子的取名
，即从亚卢而来。
更慕南宋词家辛弃疾的为人，又袭用弃疾为名，复号稼轩。
顾青瑶女士为他刻了“前身青兕”四字小印，更以青兕为别署。
　　他十七岁，入上海爱国学社，从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邹容诸人游，始谈革命。
十八岁，入金天翮所办的自治学社。
十九岁，与冯绍清发起苏苏女学于苏州。
二十岁至上海，由高天梅、陈陶遗、马君武、刘申叔的介绍，入同盟会，复以蔡元培的介绍，加入光
复会。
主办健行公学，发行《复报》。
秋天回到家乡，和郑佩宜结婚，伉俪甚笃，且刻了“佩宜夫婿”的印章。
二十三岁，与高天梅、陈巢南、朱少屏、姚石子办南社，以文学倡导革命，犄角同盟会。
初仅十七人，一直发展到了一千一百多人，成为大规模的文学革命集团。
他自称为“革命军的马前卒”（按邹容亦自称“革命军的马前卒”）。
民国成立，由雷铁压介绍，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没有数天，便托病辞去。
历主上海《天铎报》、《民声报》、《太平洋报》笔政，以敢言称，尤其在《天铎报》署名青兕，更
为锋利。
丁父忧归乡，沉酣典籍，网罗吴江人所著的书，达千余种。
辑《吴江县志》、《分湖全志》、《分湖诗文词徵》，都刊印成书。
后与邵力子、陈望道、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等创新南社。
三十八岁，国民党改组，入了国民党，组织吴江县党部，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委，出席广州二中全会，
忽然有所感触，拂袖归隐。
军阀孙传芳借端要逮捕他，缇骑四出，到他家里搜查。
他匿在复壁中，瞑目待尽，默成一诗：“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
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竖子竟成名。
”结果未被发觉，得以脱险。
即化名唐隐芝，逃到上海，编《苏曼殊全集》。
四十一岁那年五月去日本东京，住乐天庐。
过了一年归国，把所写的诗篇，取名《乘桴集》，刊印出版。
抗战时期，他流浪重庆、桂林、香港，自比行吟泽畔的屈原。
有一位画家便把亚子作为模型，画了一幅屈原像，亚子非常喜欢，郭沫若曾草《今屈厚》一文，收在
《天地玄黄》集中。
　　他潜心南明史研究，搜集了很多和南明有关的典籍，钱杏邶、谢刚主又提供了很多资料。
他写了《南明史料书目提要》，经过兵燹，又写《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这许多都收入在他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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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集》中。
他一方面埋头故纸堆中，另一方面也关心国家大事，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全面抗战，反
对蒋介石的阴谋发动内战。
他电蒋方中央党部。
有云：“中枢负责当局，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已之实。
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宇埋冤，知岳侯之无罪。
舆论沸腾，市民切齿。
而当事者无悔祸之心何也？
”结果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
他在重庆时，和毛主席有过二次交往。
解放后，应毛主席的邀请，前往北京，在途中他有一诗：“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及和毛主席把晤，更有“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的诗句，都足以表见他对新政治、新
社会喜悦的心情。
他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
。
中央曾派一位警卫员李全然，为他服务，非常周到。
亚子有诗：“此是人民新战士，老夫耄矣合低头。
”他住居颐和园中，常和叶剑英、邓小平、董必武、徐特立等领导同志往还，且作诗赠给他们。
　　他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逝世，照旧历算，恰为五月初五端阳节，屈原投汩罗江，也是这一
天。
南社同社赵赤羽有诗挽他：“年年屈原节，凭吊共端阳。
”他的夫人郑佩宜直至一九六四年病殁。
所有遗书六七万册，字画文物，如文嘉的《垂虹亭图卷》、文伯仁的《石湖草堂图卷》、太平天国极
珍稀的文献，及他自己所用的印“列宁私淑弟子”、“礼蓉招桂之龛”等若干方，都捐献给上海图书
馆及苏州博物馆、北京博物馆。
他平素保存的所有信札、诗笺、传单、说明书以及种种票券，有数十箧之多。
他的姨甥徐孝穆为之一一整理，归于公家。
子锡礽，号无忌，师事万继长，万也是南社社友。
女无非、无垢合著《菩提珠》一书，解放后，又为父编《柳亚子诗词选》，一九五九年，由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
所选的诗词，自一九○三年起，至一九五一年止，仅《磨剑室诗词》的一部分。
亚子还有义女三人：陈绵祥、谢冰莹、萧红（真姓名为张通莹）。
他所编刊的书很多，如《中华民国开国杰士传》、《皇明四朝成仁录》、《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
、《南社丛刻》《南社通讯录》、《流霞书屋遗集》《陈蜕厂诗文词集》、《宁太一遗书》、《庞檗
子遗集》、《陈勒生烈士遗集》、《周实丹烈士集》、《阮梦桃烈士集》、《冬花诗集》、《女弟侠
侬遗文》、《女弟英侬遗诗》、《张秋石女士遗文》、《曼殊遗墨》、《曼殊全集》《巢南先生五十
寿言集》、《春航集》、《子美集》、《吴中十女子集》、《郭灵芬手写徐江莽诗》影印本、《陈复
纪念集》等。
又《羿楼客籍》两册，乃来访客人的留名。
以上许多书，有些醵资印行，有些独资印行，耗金以万元计。
听说新南社社友毛啸岑曾编写《柳亚子传》十万言，惜于四凶横行时散佚，没有发表过。
　　谈到亚子的性格，有和常人不同处，他既天真，又复率直，知道他性格的，都乐与之交，不知道
的，有时竟受不了。
他和柳非杞通讯很勤，积累了数百通，非杞拟为他编刊《柳亚子书简集》，亚子反对说：“等我死了
以后再讲吧！
”实则亚子的字很难认识，并不是草书，而是他自创的一种简体字和象形字，他自己说：“我写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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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病，就是太快、太随便，倘然把一个一个的剪碎了，连我自己也会不认得的，这如何要得呢！
有书画家楼辛壶批评我，说我的字是意到笔不到，此语我极佩服，但写时总是贪懒，贪快，不肯痛改
。
简琴斋说我是唐人写经体，恐是讲笑话吧。
”亚子写信是如此，可是写条幅尺页却不然，行格气息都很好，所以他在重庆曾订润例卖过字。
他又在致非杞信中，谈到他的斋名：“我的书斋名有不少，但有长用和暂用之别。
譬如磨剑室，我是十七八岁就用起的，我的诗集，就叫《磨剑室诗集》，那是长用的。
那礼蓉招桂之盦，是从日本回来用起的。
至于乐天庐，在日本时用，回来就不用了。
那活埋庵，是国军西撤后所用，将来胜利到来，或是我个人离开上海，这时活死人要自由行动，无需
埋起来，自然也用不着了。
”这些话，都是很风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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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日报近代中国人物自述系列：柳亚子自述（1887-1958）》主要包括：自传；自撰年谱；五
十七年；八年回忆。
还原了百年中国百年人物的百年心路，重现了百年往事百年历史的百年记录，近代中国百年风云人物
全景式精神群像，零距离触摸一个时代的脉搏与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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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亚子，初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弃疾，改字亚子，江苏吴江人。
先生系早期同盟会会员，清末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办人与领导者，革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近
现代历史上有影响的革命者，也足研究南明史的专家。
因与毛泽东诗词唱和而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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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柳亚子（代序）第一编 自传自传第二编 自撰年谱自撰年谱第三编 五十七年一 开场白二 从甲申到甲午
三 从甲午到戊戌四 从戊戌到癸卯五 从癸卯到丙午后记第四编 八年回忆一 楔子二 抗战开始三 活埋时
代四 哑铃式的香港五 在颠沛的旅程中六 最高潮的桂林七 平乐和八步八 重庆一年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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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八八七年阳历五月二十八日（即旧历丁亥年闰四月初六日），生于江苏吴江县分湖流域北舍区
大胜村。
原名慰高，号安如；改名人权，号亚卢；再改名弃疾，号亚子；现在便把亚子当作统一的名号了。
我的家庭，可算是一个文学的家庭。
从高祖起，好几代有诗文集行世。
我诞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了，但曾祖父却健在，他和曾祖母都是最溺爱我的，他俩是一对好心肠
的老人。
祖母寡居善病，常年在卧榻中，对我的感情也很好。
父亲是一个秀才，研究过《说文》和《文选》，对于文艺有相当的认识。
叔父是研究算学的，书法和酒量都很出名。
母亲也略通文字，极爱我，却管教得很严厉，《唐诗三百首》和《中庸》、《大学》等，都是她自己
教我的。
　　一八九八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大变动的一年，就是有名的戊戌政变时代。
我此时是十二岁，已能做五七言的旧体诗，和写洋洋万余言的史论文字了。
曾祖父母和祖母相继去世，家庭状况变化得很利害；一方面又因为农村经济破产，地方治安不能维持
，乡间很多抢劫的事情。
于是父亲便搬到同县的黎里镇上居住。
以后就变成了黎里人。
戊戌政变对我颇有影响。
因为父亲是赞成变法的，所以我写的文章，也就惋惜谭、林，希望康、梁，而痛骂那拉后了。
一九○○年，义和团事起，全镇的知识分子都表同情于扶清灭洋，但我和父亲却从所谓维新党的立场
上，绝对反对他们（在现在讲起来，这种立场当然也是很幼稚的）。
一九○二年，我考取了秀才，思想却渐渐变化，从维新走上了革命之路。
一九○三年，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认识了章太炎、邹威丹。
威丹的《革命军》，还是我和蔡冶民、陶亚魂几个人，拿钱出来帮他出版的。
为了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的内讧和分裂，我是站在中国教育会方面的，便也辍学返乡。
不多时，《苏报》被封，章、邹入狱，爱国学社也瓦解，这是我精神上很苦闷的一个年头。
一九。
四年，到同县的同里镇自治学社去读书，一住两年。
一九。
六年，到上海理化速成科学化学，未毕业，认识了陈陶遗、高天梅、朱少屏，被他们拉到健行公学去
教书，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同时又编辑《复报》，在日本出版，寄还上海发行。
到旧历中秋，外边风声很紧，说两江总督端方要禁报、拿人、封闭学校，一方面又因为闹恋爱失败，
于是我就逃回黎里，和我现在的妻子郑佩宜结婚去了。
这样，便结束了我二十岁以前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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