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何 评 价 柳 亚 子
’

王 晶鑫

柳亚 子一生特立独行
,

名满天下 ;而生前身后
,

遭遇坎坷
,

也很

不寻常
。

他是同盟会元老和国民党要人
,

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

两次险遭逮捕
,

一再逃亡
,

终于被开除党籍
,

艰 辛 备 尝
。

他 热

血满腔
,
长期为新中国奋斗

,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应邀

到北平不久
,

却一度要退 隐回乡
,

并以屈原
、

贾谊的遭遇自况
,

甚至联想到苏联诗人叶赛宁悲剧性的结局
。

在他身后
,

尽管文化

大革命中横遭诬陷的
“ 反革命

”
罪名己经昭雪

,

但是在
“
牢骚太

盛
”
的批评之后广为流传的不实之词和疵议垢病

,

多年来一直深

入人心
,

迄未澄清
。

不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长 期 不 被 承

认
,

而且
,

在国家纪念历史人物的工作中
,

柳亚子是不是值 得 纪

念
,

直到现在
,

在一些事情上还是尚未解决 的 问 题
。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大量事实说明
:
柳亚子始终是一位忠

贞的爱国者
,

坚定的民主战士
,

和不朽的革命诗人
。

他作为中国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之一
,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活动和文学生涯

中
,

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J仁以刚直不

阿
、

疾恶如仇的高风亮节
,

日新又新
、

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和慷

慨淋漓
、

独树一帜的文章诗词
,

为 巾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

一份珍贵的遗产
。

他一生的光辉业绩
, : ;冬永远受到全中国人民的

尊敬
,

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

本文是即将 由少
、
民 出版社 出版的 《柳亚子迄灸 》 序的 一邵 分

。

林注冲 的渭 目

已 收人该书 的
,

不再一一标呀像始 出处
。



一
、

高举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旗帜
,

奋斗终身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近现代历史上
,
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优

秀的人物
,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

统治
,

无不高举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面旗帜
,

奔走呼号
,

奋斗终

身
。

柳亚子正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
。

他从少年时代起
,

就继承中

国历代忠烈
、

特别是晚明东林党
、

攒社
、

复社爱国志士的传统
,

又深受世界各国民族英雄的鼓舞
,

一贯表现 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
。

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
,

积极鼓吹民族独立
。

在
“
五册

” 运动时反英
, “

九一八
”
事变后反 日

,

抗战 结 束 后 反

美
,
都十分坚决

。
1 9 4 7年底

,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从防御转

入反攻
, “ 一边倒

” 的外交路线业 已确定的形势下
,

他独树一帜

地声明
,

自己虽然一贯主张亲苏
,

但决不
“
盲目亲苏

” 。

他毫不

含糊地表示
: “

万一苏联有一天改变政策
,

不以平等待我
,

… …

当然我们也要反对
。 ” 他拥护反美

,

但不主张
“
盲目反美

” ,

他

说
“
我们不反对华盛顿

、

杰克逊
、

林肯
、

威尔逊
、

罗斯福的美国
。 ”

“
我们所反对的

,

只是… …美国的军阀
、

财阀
、

政棍
、

党痞
。 ” ①

他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
“ 民贵君轻

”
等民主性思想的熏

陶
,

后来又接受西方民主学说的巨大影响
,

在 16 岁时 ( 1 90 2年 )

读了卢梭的 《 民约论 》 之后
,

很快就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

后来

终身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

他反清
、

反袁
、

反军阀
、

反蒋介石
,

都

是为了彻底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

以及后来传入中国的 法 西 斯 主

义
,

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

他对一切 旧势力
、

旧风气始终

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毫不妥协的态度
。

他作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创始人之一
, 1 9 4 7年又坚决反对国民党民主派搞军队

, 以防反

民主的旧势力乘机复辟
。

他说
, “ 一搅 ( 搞 ) 军 队

,

一般官僚
、

军阀
、

政痞
、

党棍之流
,

他们都会摇身一变
,

化作民主分子
、

进步

① 《 从中因国 民党 民主派谈起 》 ( 1。 生了年 12 月 。只 )
.



分子
,

到党内来把持一切
,

而真正的民主分子和迸步分子
,

反被

排斥到外面去
。 ” ① 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在欢欣鼓舞的

同时
,

也看到许多
“
不顺眼的事情

” ② ,

随即清醒地指出
,

其根

本原因在于
“
中国是几千年封建制度和百佘年殖民统治的国家

” 。

因此
,

他仍然继续
“
忙于和人家斗争

,

儿乎喘不过气来
。 ” ③ 直

到身患重病
,

才不得不停止战斗
。

二
、 “

不做新顽固
,

永远 向前走! ”

’

“
苟日新

,

日日新
,

又日新
。 ”

儒家学说中这个十分珍贵的

思想
,

是柳亚子终身坚守不渝的重要信条
。

他说
: “

我们大家要有

这种精神才好
。

不然
,

恐怕新的变旧
,

又要归于淘汰之 列了
。 ” ④

柳亚子一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有三次重要转变
。

第一次
,

在

辛亥革命前
。

他从一个拥护康梁改良主义的
“
自命的维新党

” ,

转变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员
,

参加了中国同盟

会
。

第二次
,

在
“ 五四”

运动前后
,

他在思想和政治两方面都有

重要的变化
。

在文化思想和文学方面
,

从先前不敢公然反对孔夫

子
,

转变为公开拥护
“
倒孔

” ,
从反对自话文

、

留恋旧文学
,

转

变为赞成白话文
、
支持新文学

,
并和南社中反对新文化的大多数

人 “ 分家
” , 另组新南社

,

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
。

在政治方面
,

他在坚信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同时
,

也接受了俄国
一

f
一

月革命的影响
,

崇拜马克思
,

私淑列宁
,

向往社会主义
。

他从信奉旧三民主义
,

转变

为拥护实行三大政策的新三 民主义
,

参加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

成为推进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
,

后来又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

民

革
”

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

第三次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关

于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
,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及

① 《 从 中国国民党 民 主泥谈起 金
( 1汉了年 比月 。日 )

。

② 《 给尹瘦石 的信 》 ( 10 4 9年 4月工1日 )
。

③ (( 给柳无忌 的信 》 ( 一。 5 0年 JZ月 28日 )
.

④ 《 新南社成立布告 》 ( ! ” 3年 10 月 10 日 )
.



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
,

他的看法和主张又一步一步不 断发展
。

: 94 7年 1 2月初
,

当国民党民主派正在香港筹备成立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时
,

他曾主张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后
,

由国民党民主派
、

中

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共同成立
“

合议制
”

的民主

联合政府
,

建立
“ 民族平等

、

民权自由
、

民主康乐的三民主义新中

国
” ①

。
1 9 4 8年 5月 1 日

,

中共中央在纪念劳动节 口号中提议
“

各民主

党派
、

各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

表大会
,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

柳亚 子随即和冯裕芳
、

茅盾
、

章乃器
、

朱蕴山
、

胡愈之
、

邓初民
、

侯外庐等在香港的民主人士 1 25 人 联

名发表声明
,

热烈响应
。

他们说
:

这个提议
“
证明了中共并不如

反对者之所恶意中伤
,

企图再来一个一党专政
。 … … 新的政协召

开之后
,

中国历史将翻开灿烂的一页
,

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

属于人 民的新国家
。 ” ② 到了 1 9 4 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

他即认为毛泽东已经
“
完成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 ,

并说
:

t’l 户

共领袖毛主席
,

实为真正继承孙先生衣钵之人
,

自反帝
、

反封
、

节制资本
、

平均地权
,

以及耕者有其田诸口号
,

凡中共所揭集而

实行者
,

无一不与孙先生政策相符
。

其倡导之新民主主义
,

亦从三

民主义中扬弃而来
,

为现阶段必然发展之途径
。 ” ⑧他虽然坚定地

信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
,

但对其中不足之处也曾一再直言不讳地

提出批评
。

基于这些认识
,

他在建国之后
,
就明确地承认新民主主

义也是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思想④ ,

承认中国共产党是领 导党⑤
。

这几次转变
,

说明柳亚子的一个重要特点
:
随着历史的不断

发展
,

他也不断地前进
。 “ 五四 ” 以后

,

他曾经劝告同盟会和南社

的一个老友说
: “ 二十年前

,

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 的
,

二 十 年

《 再来一 次新政协 》 ( 19 4了年 1 1月 5日 )
。

《 与冯裕芳
、

茅盾等在港各界民主人士 12 5人响应中共五一 号召 的声明 》

( 一。 4 5年 6月 4日 )
。

《 恭词孙先生之灵堂 有感 》 ( 19 4 9年 5月 5日 )
.

《 孙总理与毛主席 》 ( 19 5。年 1 1月上旬 )
.

矛在毛主席的旗帜之下
.

奋勇 前进 : 》 ( r o s o年 12月 1。日 )
。

①②⑧④⑤



后
,

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
。 ” ① 随后

,

他又郑重地宣布了 自己

的行动准则
: “

不做新顽固
,

永远向前走 ,
” ②

三
、

坚持国共合作
,

主张多党合作
,

做共产党的睁友

国共两党关系
,

是中国现代史的中心问题
,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

派的关系
,

也极为重要
。

能否正确处理这两个问题
,

直接影响到人

民的祸福和民族的兴衰
。

柳亚子在这方面的表现
,

也是有 口皆碑
。

柳亚子始终坚决拥护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
。

第一次国共合

作时期
,

他领导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
,

堪称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

亲密合作的典范
。

孙中山逝世后
,

他和共产党人密切配合
,

抵制

西山会议派和蒋介石先后发动的反苏反共活动
,

因此
,

在蒋介石

实行清党时险遭逮捕杀害
。

抗战时期
,

他为了维护第二次国共合

作
,
谴责国民党当局围歼新四军

,

因而被开除党籍
。 `

抗 战 胜 利

后
,
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

,

坚持独裁
,

血腥镇压民主运动
,
使中

国重新陷入灾难的深渊
。

为了挽救危局
,

他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

动
,

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

和谭平山等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

合会
,

后来又和李济深
、

何香凝等共同组织了国民党 革 命 委 员

会
,

担负起继续实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任务
。

同时
,

他也主

张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展为
“

全中国各民主党派
、

民主团体暨 民主人

士 的多党合作
” ⑧ 。

柳亚子坚持和主张的国共合作和多党合作
,

是一种真诚的
、

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
。

这种关系
,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和许

多共产党人共事中
,

以及和毛泽东
、

周恩米
、

吴玉章
、

董必武等

中共领导人的长期交往中
,

都有生 动的表现
。

他 一贯尊重并坚决

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
,

同时对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

① 《 给 吕天民 的信 》 ( 19 2 4年 6月 16 日 )
.

② 《 <新黎里 >复活周年纪念底感想 》 ( 19 2 4年8月 1日 )
.

③ 《 拟中国国 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 会国际宣传决议 (草稿 、 》 ( 1叭 7年 12月 )
,



采取直言无隐的态度
。

例如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

他 曾对中共

上海组织在处理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间题
_

L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

批评
,

得到中共领导机关的重视并加以纠正① 。 1 9 4 5年正 当他在

重庆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

周恩来等友好交往十分密切之际
,
他

表示
: “

我虽同情中共
,

但我只能做中共的
`

严师净友
, ” ②

。

19 4 7年 1 2月在香港时
,

他对知交郭沫若提倡的
“
尾巴 主 义

” 口

号
,

坦率地表示不同意
,

仍主张
“
只做中共的严师益友

,
而不做

他们的尾巴
。 ” ⑧ 1 94 9年春到北平不久

,

他对毛泽东在革命胜利

之际表现出来的
“ 忠言逆耳

”
的态度

,

感到难以理解
,

曾尖锐地以
“
旭 日中天防食员

”
这 一诗的语言

,

首先敲起了警钟④ 。

建国之

后
,

他认为中共已经入城执政
,

工作中
“
不讲效率

、

速度
”
的农

村作风和游击作风
,

巫需改变⑥ ,

他为此曾多次向周恩来和齐燕钻

提出批评建议
。

他根据多方反映的情况
,

了解到在华东新区
,
主

要是苏州反霸运动中有若干无辜的人 ( 其中包括一些 同盟 会 会

员
、

三 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会员和其他民主人士 )
,

被 斗 争
、

逮

浦
、

判刑甚至被杀
,

还有许多人外出逃亡
。

他认为 运 动
“
有 偏

差
” ,

有 “ 流氓地痞在中间乱搅
” ,

于是又
“
不计后果

”
地向毛

泽东和华东行政委员会反映情况
,

再次进
“
逆耳忠言” ⑥ 。 1 9 5。年

10 月初
,

镇反运动开始后
,

他听到贸易部有一个青年女千部
“
无端

被捕
, 又不公开

” ,

甚感
“
骇异

” ,

就立即写信给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张志让
、

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
,

请他们加以 “ 调护
” ,

希望

此案能够
“
水落石出

” ⑦
。

( 据说这个冤案直到三十几年之后才

《 中共上海区委工作通迅 一卜海工 人三 次武装起义 》
,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 1鲍 ,

年出版
,

第 12 。页
.

《 答客难 》 ( 19 4 5年 1 2月 2 4 日 )
.

《 从中国国 民党民主派谈起 》 ( 19 4 7年 12月 9 口 )
。

《 三赠刘仁同志女英雄 》
,

( 19 4 9年 6月 6日 )
.

《 给毛啸岑的信 》 ( 19 4 9年 1 1月 2 7日 )
; 《 与齐燕铭书 》

( 19三o年 1 1月 )
。

《 给毛啸岑的信 》 ( 1 , 5 。年 1月 22 日 、 , 《 获病裸 喜雨 呈毛 主席两律
,

即次其

韵 》 ( 10 4 9年 5月 2 1日 )
.

炙北行 日记 》 ( 20 5 0年 10月 5 日 )
.

0⑧②④。⑥@



彻底平反
。

但当时由于柳亚子的干预
,

总算保全了一个无辜的共 庵

产党员的生命
。

) 与此同时
,

正当共产党进行整风之际
,

在政协

全国委员会座谈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时
,

李济深为一个宗教界人

士抗诬
,

柳亚子表示支持
,

但陈其缓
、

刘清扬
“
独持异议

” ,

他

对陈感到
“
殊为失望

” ①
。

儿天之后
,

他又在赠刘清扬的诗中
,

提出坦诚的批评和劝告
: “ 一唱雄鸡白日中

,

危言无罪圣人聪
。

劝君莫作模棱语
,

领袖忧劳重整风
。 ” ② 这首诗

,

说明了他当时

对毛泽东仍寄予很高的信任和期望
,

也说明了他说到做到
,

始终

是中国共产党的挣友
。

国民党的元老大都是柳亚子的老朋友
,

他对其中的保守 派 人

物
,

以 及蒋介石本人
,

一向都
“

不计恩怨之私
” ③

。

每当他认为他 们

的行事符合孙中山遗教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时
,

他莫不竭诚拥护
。

在
“ 一二

·

八
”
事变和 t’- 七

·

七 ”
事变后

,

他曾一再写诗
、

草拟电

文对蒋介石
、

蒋经国父子和国民党其他要人的抗战决心和辉煌战

绩表示欣慰
,

并寄予厚望
。

他主张
,

为了救中国
,

对于任何愿意拥

护三大政策
,

赞成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
,

都应该
“
不追 已往

,

维

策来兹
” ④ ,

一律加以团结
。

四
、

以诗歌鼓吹革命
,

纪录历史

柳亚子以诗歌鼓吹革命
,

时间之长
、

数量之 多
、

内容 之王丰

富
、

感情之热烈
、

影响之广泛
,

在中国近现代诗坛上没有第二少
、 。

他的诗
,

得到中国知识界
、

包括许多著名新文学家的普遍称颂
,

也得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的一致推崇
。

但是
,

由于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领域里的形式主义倾向和形 而 上 学 观

点
,

以及一条日益发展的
“
左

” 的文艺路线的支配
, “ 五四 ” 以

① (( 北行 日记 》 ( 10 5 0年 1 0月 5日 )
。

② 《 刘清扬大 姊索诗
,

写始四绝 》 ( 195 0年 1 1月 1 1日 )
.

⑧ 《 纪念总理 诞辰
,

呼吁制止内战 》 ( 1 9 4 5年 1 1月 8 日 )
。

④ 《 拟中国国 民党 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宣言 》 ( 19 4 7年 1 1月 )
.



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近现代部分
,

对柳亚子和他领导的南社
,

大

都略而不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三次全国文代会
,

对柳

亚子及其诗作
,

更一字不提
。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宣布

以后
,
情况依然

。

仅有个别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
,

最简略地提到

柳亚子在清末作为南社盟主的地位和他的一两首诗
,

而对他在辛

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三十多年间的大量作品
,

却完 全 不 予 理

会
。

直到
“
文化大革命

” 过后
,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第四次

全国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联席会议 上 的 讲 话

中
,

才开始明确地肯定了柳亚子在中国文学史上 的地位
。

他说
:

“ 现在谈继承遗产
,

应当从 《 诗经 》
、

《 楚辞 》 直到章太炎
、

柳

亚子 , 我以为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 长时
`

期内在旧体诗

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
。 ” ①

柳亚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
,

主要有四个方面
。

1
.

主盟南社
,

开创一代革命诗风

南社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夕
,

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
。

柳亚子是三个发起人之一
,

并以顽强的献身精神长期主持社务
,

成

为公认的南社盟主
。

他团结了一大批时代歌手
,

鼓吹反清
、

反袁
、

反

军阀
,

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以诗歌鼓吹革命的道路
,

在中国民主

革命的漫长过程中
,

他一直是南社革命精神的倡 导 者
、

保 持 者

和鼓舞者
。 “

南社风流垂史册
” ② ,

是和柳亚子完全分不开的
。

柳亚子又在诗歌风格方面对清末 民初盛行的几种拟古主义诗

派高举叛旗
,

决心要别创一宗
。

由子时代潮流奔腾前进
,

这个愿

望未能实现①
。

但是
,

他和战友们
“
首先 揭 出 革 命 文 学 的旗

帜
,

和 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相呼应
。 ”

南社因而号称同盟会的宣传

郑
。

他们的作
.钻 “ 活泼淋漓

,

有少壮朝气
,

在暗示中华民族的更

O 茅盾
:

《 解放思想
,

发扬艺术民主 》
,

《 人 民文学 》 19 7 9年 1 1月号
.

。 赵朴初
:

《 柳亚子 先生文集出版志喜 》 ( 1 08 3年 )
.

见 《 磨剑室诗词 集 》 ,

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 8 5年出版
.

③ 柳亚子
:

《 我对于创作旧 诗和新诗 的经验 》 ( 19 3 3年 G月 1日 )
.



生
。

” ① “
于思想言

,

为革命之前驱
,

有骤然不可抵挡之气势 ,
’

于文艺言
,

开解放之先路
,

有肆然不受拘束之情形
。 ” ②他们所

开创的一代革命诗风
,

几十年来不断得到许多旧 f术诗人
、

新体诗

人的一致承认和赞扬
。

关于柳亚子诗的风格
,

他自己说
: “ 我论诗不喜艰涩

,

主张

只华典丽 ; 做诗不耐苦吟
,

喜欢俯拾即是
。

我觉得我的诗从二十

岁 以后到最近
,

始终是一贯的
。 ” ③ 从少时就喜欢柳诗

,

后来又

成为诗人至交的宋云彬说
:

柳诗
“
多感慨豪宕

、

沉郁深婉之作
,

我

尝把他比陆放翁
·

一
。

柳先生似乎满肚皮都是诗句
,

兴会来时
,

一下子就做好几首
。

往往有人请他题诗
,

一面用 笔 蘸 墨
,

一 面

想
,

不过两三分钟
,

就写出来
。 ” ④ 早就敬佩柳诗的著名新诗人

-

萧三
,

说柳亚子的诗
“
热情奔放

,

独树一帜
。 ” 又说他是

“
国士

无双
”
的 “ 一代诗人” ⑤ 。

2
.

提倡
“
诗人要有气节

,

诗人要有思想
。 ”

柳亚子主张
“ 以人论诗

” ⑧
。

他对历代重气节
、

有思想的爱

国
、

进步诗人
,

如屈原
、

李 白
、

杜甫
、

陆游
、

辛弃疾
、

谢皋羽
、

郑所南
、

顾炎武
、

夏完淳
、

龚 自珍
,

以至 “ 五四 ” 以来的吴虞
、

鲁迅
、

郭沫若
、

林庚白
、

沈钧 儒等 人
,

无 不
“ 因 其 人而 重 其

诗
” ⑦ 。

他在清末民初坚决反对王阁运
、

郑孝育
、

陈三立
、

樊增

祥
、

易顺 鼎等人的诗派
,

多半因为 他 们 是
“
接 近 清

、

袁 的 诗

人
” 。

他痛恶同光体诗人
“
曲学阿世

,

迎合时宰
,

为盗臣民贼之

曹聚仁
:

《 纪念南社 》 ( 1 9 , 6年 )
.

见 《 南社诗集 》 第一册
,

上 海中学生韦

局
, I O3 G年版

.

胡 朴安
:

《 南社丛选 自序 》
( 19 2 4年 )

。

见 《 南社丛选 》
,

中国文 化服务让
,

1 9 3 6年版
。

《 我对于创作旧 诗和新诗 的经验
》

( 10 3 3年 6月 1日 )
.

宋云彬
:

《 柳亚子 》
,

见 《 柳亚 子纪念文集 》
,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 3 了年

版
。

萧 三
:

《 国士无双一亚 子 》
,

见 《 柳亚子纪念文集 》
。

(( 我对 于创作 旧 诗和新 涛的经验 》 ( 10 3 3年 6月 1 日 )
。

《 柳亚子 的诗不i:字 》
。

( x o 4 5年 1 0月 1 6口 )
。

①②⑧④⑤⑥O



功狗
” ,

因而大力提倡
“
不事王侯

”
的

“
布衣之诗

” ,

和他们对

杭① 。

后来
,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
,

他又指出
:
在读书人和

诗人当中
,

有的人
“
为一代正气所钟

,

蔚为民族的光荣
” , 而另

一些人为了
“
取媚达官

” , “
无耻地拍马 屁

” ,

竟 然
“
吮 痈 矶

痔
,

无所不为
” 。

因此
,

他再次大声疾呼地提出了
“
诗人要有气

节
,

诗人要有思想
”
的响亮 口号② 。

诗人柳亚子一生提倡气节和思想
,

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
,

树

立了出色的榜样
。

而他写作的大量悼念表彰革命烈士
、

志士的诗

文和传记
,

以及花了许多精力编 印的革命烈士和南社社友的诗文

遗集
,

更成为提倡气节
、

鼓舞斗志的生动教材
。

3
.

写了一部
“
敢哭

、

敢笑
、

敢怒
、

敢骂
”
的革命史诗

“
推倒一世豪杰

,

开拓万古心胸
。 ”

柳亚子认为
,

用宋代词

人陈亮这两句稍经改动的话来代表自己的诗
, “ 可以 当 之 而 无

愧
” ⑧ 。

他说
: “

我的诗
,
不是靠的文学而传

,

还 〔却〕是靠我在

历史的使命而传
。 ” ④ 他的历史使命

,

有两个方面
: 一 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
,

以诗歌作为
“ 宣传的利器

” ,

在中国鼓 吹 民 主 革

命
; 一是效法杜甫

,
写作

“
诗史

” ,

以诗歌纪录时代
, “

留当他

年诗史看
” ⑤

。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
,

陈叔通曾评 论 说
:
柳 亚 子

“ 四十年来奔走革命
,

一以主义为归
,

’

与恶魔搏斗
,
所遭至困

,

顾未尝废诗
。 ”

他指出
:
柳诗

“
完全为时代性之作

,

有美有刺
。

` · ·

…谓之为诗可也
,

谓之为春秋可也
,

诗与春秋一也
” ⑥

。

建国以

后
,

柳亚子的诗被冷落了二三十年
,

更谈不到有人承 认 他 的史

诗
。

还是茅盾
,

在 1 9 50 年又再一次明确指出
: “

柳先生的诗
,

反映

《 胡寄尘诗序 》 ( 1叭 1年 )
.

(( 旧诗革命宣言书 》 ( 19 4 4年 5月 4 日 )
。

《 柳亚子 的诗 和字 》 ( 1 9 4 5年 10 月 16 日 )

《 给曹美成 的信 》 ( 194
4年 9月 3 0日 )

,

《 汉家行 》 ( x s 4 4年 5月 x一日 )
: 《 咏史四首 》 ( 1 9 16年夏 )

.

陈叔通
:

《 光明集序 》 ( 19 49年 5月
19 日 )

。

见 《 磨剑室诗词集
》 。

O②⑧④⑤⑥



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
,

… …称之为史
诗

,
是名副其实的

” ①
。

现在
,
内容丰富的柳亚子诗词全集 《 磨剑室诗词集 》 两巨册

己经出版
。

人们即使只能读到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
,

也可 以清楚

地感到
,

诗如其人
,
借用 40 多年前桂林文化界评论柳 亚 子 人 品

-

风格的话
,
说他写出来的是一部 “ 敢哭

、

敢笑
、

敢怒
、

敢骂
”
的

史诗
,
也是非常恰当的②

。

4
.

旧瓶新酒
,
继往开来

a
五四

” 以后
,

柳亚子坚信
“
白话文一定要代替文言文

” ,

“
新诗一定要代替旧诗

” ⑧ , 随即另行组织新南 社
,

提 倡 新文
化

,
提倡白话新诗

。

从 1 9 3。年至 1 9 5。年间
,

他曾先后写过儿首新

诗和拟民谣
。

但是又感到对新诗实在太陌生
,

终于未能走上新体

诗的道路
。

他认定旧体诗是他的熟练的工具和进行革命宣传的武
、

器
,
在 引日诗的功用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

” ,

还不想放弃这个

武器
,

仍要运用它继续奋斗④
。

在理论上提倡新诗
,

而在实践上却继续天天写 旧诗
,

他自己

也承认是矛盾的
。

但他说明
,

他写 旧诗是用 aI 日囊盛新酒
”
的办

法
, “ 以新思想熔铸入旧风格之中

” ⑥
。

茅盾后来也指出
:
柳亚

子
“
虽然用文言写旧体诗

,

可是思想内容完全是新的
,

比起专写新

诗的朋友们的作品来
,

反而更加新了
” 。

他认为柳亚子
“
是彻底

实行了
`
旧瓶装新酒

, 的诗坛革命家
” ⑥

。

0

②

③

④

。

回

茅盾
:

《 柳亚子诗选序 》 ( 19 8。年 7月 10 日 )
。

《 桂林文化界为 柳亚子祝寿 》
,

载 10 4 4年 8月 3日 《 解放 日报 》
.

当时参加

祝寿的有 田汉
、

梁漱淇
、

千家驹
、

熊佛西
、

金仲华
、

宋云彬等一百 多人
,

大

家一致认为柳亚子
`

是一个敢哭
、

敢笑
、

敢怒
、

敢骂 的革命诗人
’ .

(( 新诗和旧诗 》 ( 工9 生2年 s 月 2 5 日 )
。

《 柳亚子的诗和字 》 ( 10 4 5年 10 月 16 日 )
; 《 旧 诗革命 宣 言 书 》 ( i。 : 4 年 5

月 4 日 )
。

《 旧 囊新酒 》 ( I汉 r年 )
.

,

茅盾
:

《 柳诗
、

尹 画读后献词 》
,

见 19 4 5年 10 月 2 5 日《 新华 日报 努
。



柳亚子决不抱攻守缺
,
而是志在继往开来

。

他希望以旧瓶装

新酒作为桥梁
,

进而发展到新瓶装新酒
, “
结束三千年 中

.

国 旧

诗
” ,

过渡到新诗① 。

早从30 年代开始
,

他就对新 诗 的发 展 方

向间题一再提出过主张
。

他认为
:
新诗的创作原则

,

应该是
“
容易

做
、

容易懂
、

容易记
” ,

体裁应该是
“
有脚韵的自由诗 ” ,

语言

要
“
用道地的普通话

,

不要搀入艰涩的文言或欧化的语 体
。 ” ⑧

他更
“
不赞成把外国诗体移植到中国来

” ⑧ 。

他殷切希望
,

新诗

这块新的园地
“
能够培植出葱笼的树木和明艳的花卉来

” 。 。

1 96 1年
,

田汉在柳亚子生前手书的一本诗册后面题了一首五

言长诗
。

诗跋里说柳亚子是中国
`
近代稀有的爱国者

, … …诗篇

多不朽之作
,

不随流水以逝
。 ”

诗的结尾四句 是
: “ 江 河 流 日

夜
,
磐石耸如砒

。

诗人柳亚子
,

永在人心里 ! ” ⑥ 后来有人评论

说
,

这首诗是对这位诗人最恰当的
“
盖棺论定

” ⑥
。

五
、 `

史述南明志悲壮
”

“
删诗圣手削春秋

,

史述南明志悲壮
。 ”

这是 郭 沫 若 19 4 3

年春寄赠柳亚子祝寿诗中的两句
。

柳亚子逝世后
,
他又说

: “
柳

亚子先生不仅是一位革命的诗人
,

而且是一位革命的史学家
。
” O

从柳亚子毕生研究南明史的活动看
,

这个论断完全符合实际
,

也

是中肯的
。

柳亚子终身不渝的研究南明史的学术活动
,

是他革命生涯的

重要组成部分
。

他的 目的
,

起先是为了通过宣传南明 亡 国 的 惨

《 旧囊新酒 》 ( 1 , 4 一年 )
, 《 与齐燕铭书 》 ( 29 5 0年 一1月 )

.

《 对语体诗 的我见 》 ( 19 3 2年 [ 1月 8日 )
。

《 我对于创作旧 诗和新诗 的经验 》 ( 19 3 3年 6月 1日 )
。

《 新诗和 旧诗 》
.

田 汉
:

《 题 ( 黄初嗣响集 > 》
,

见 10 8 1年。月 20 日《 团结报 》 载:郭 隽 杰 《 田

汉
、

沈尹默诗论柳亚子 》 一文
。

陈迩冬
:

《 盖棺论定柳亚子
,

压卷诗篇田寿昌 》
.

见 《 柳亚子纪念文集 》
。

郭沫若
:

《 柳亚子诗词选序 》 ( 1 9 5 9年4月 9 日 )
.

O③③④⑤⑥⑦



剧
,
以及抗清英雄们的爱国精神和壮烈牺牲的事迹

,

鼓吹民族民

主革命 , 后来则进而为了纠正中国传统史学中一 个 最 大 的
“
曲

笔 , ,

弥补正史中一个严重的缺失
,

立志要在二十五史之外
,

再

编著一部 ` 事信而言文 ” 的 《 南明史 》 ,
列入正史之 中

, 以完成

3 00 年来许多著名史家的
“
未竟之业

” ① 。

辛亥以前
,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 扬南明史事
,

鼓吹反清

革命的热潮中
,

柳亚子 16 岁时头一篇公开发表的文 章 《 郑 成 功

传 》 ,

立即得到著名革命家和权威学者章太炎的高度评价
。

他随后

陆续写作的 《中国灭亡小史
》 、 《 台湾三百年史 》 、

表彰南明著名的

抗清民族英雄的传略和咏史诗
,
都充满了振奋人心的爱国热情

。

`

抗 日战争开始后
,

中国史学界和文艺界再度兴起研究南明史
、

创作南明史剧的高潮
。

1 9 3 9年至 1 9 4 7年
,

柳亚子在上海
、

香港编

写了 《 南明史纲 》 、 《 南明后妃宗藩传 》 两部书稿
,

和南明抗清

人物传记多篇
。

南明史专家谢国祯说
:
柳亚子此时

“
专治南明史

乘
,

不畏权威势力
,

发扬民族气节
” ②

。

又有人记述说
: 当时文

化界人士对于柳亚子 “ 在史学上致力之动
,

备极赞扬
。 ” ③

柳亚子要编写三本南明史料书的计划
,

被太平洋战争所打断
。

他到桂林后
,

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惨淡经营
,

重整旗鼓
。

1 9 4 3

年夏
,
他联络同志

,
发表了 《 南明史编纂意见书 》 ,

指出清朝官

修的 《 明史 》 ,

对历时40 年的南明历史 的 处 理 和 记 述
, “

诬

低任情
,
大悖实录

” ,

是自来史家最大的
“
曲笔” 。

他建议在国

民政府的国史馆内设立机构编纂 《 南明史 》 ,

结 果 未 能 实现
。

次年
,
他自行组织了民间学术团体

“
南明史料征纂社

” ,

准备着

手工作
,

又因战局的变化
,

再次受阻
。

柳亚子对他的
“
南明史宿愿

” ,

矢志不渝
: “

此 身 一 日不

① 《 甫明史料编篡意见书 》 ( 1 04 3年 6月 )
.

⑧ 姗国拭
:

《 <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 》
。

③ 主珊丰
:

《 柳亚子 南明史稿收藏记 》
.

见 《 柳亚子 纪念文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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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

此心亦一 日耿耿不忘
。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他曾满

怀热望
,

一再向毛泽东
、

周恩来提出建议
,

蝎力争取在中央文史

馆内设立机构
,

以便完成这项工作
。

最后
,

他又决心在 1 95 1年写

成一部南明史 ( 依章太炎早年的主张
,
拟改名为 《 后明史 》 )

。

但是
,

因文史馆事
“
颇多周折

” , “
无米为炊” ,

编写工作难于

若手
。

从 195 1年年初起
,

他
“
脑病复发

,

情况低沉
。 ”

从此即

未恢复健康
。

他一生的宿愿
,

仍然未能实现
,

成为永远无法弥补

的一大遗憾
。

柳亚子早先编著的 《 南明史纲
、

史料 》 ,

现 已收入 《 柳亚子

文集 》 ,

尚待出版
。

他一生在南明史研究方面作出的 努 力 和 贡

献
,

仍是十分值得珍视的
。

六
、

他的人品比他的诗文更可贵

柳亚子的诗文可贵
,
他的人品更可贵

。

有人 说
,

他 继 承 了

“
儒家正统学说

”
的优良传统

,

又接受了
“
西洋精神文 明 的 熏

陶
” ,

形成了
“
真实

” 、 “
诚意

” 、 “
热情

”
的素质

,
他的做人

的态度很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② 。

柳亚子本人也承认他受儒家思

想的影响既很广泛
,

又很深刻
。

他说
,
他只是反对儒家学说中三

纲五常的封建毒素
,

但它的
“
当今之世

,
舍 我 其 谁

” , a
富 贵

不能淫
,

贫贱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
等等信条

,

他都是
“
拳拳服

膺
” ,

身体力行的③ 。

为了国家
、

民族和人民的利益
,

为了真理和社会进步
,

柳亚

子既敢直言不讳地批评任何人
,
更勇于毫无顾惜地解剖自己

。

他

的未完成的自传
、

回忆录
、

日记
,

还有有关的书信和诗文
,
实际

上构成了这位
“
亚洲卢梭

”
自己的一部 《 忏悔录 》 。

他十分坦率

① (( 与朱荫隆书 》 ( 1 0 5 0年 2 0月 x4日 )
。

② 林北丽 《 柳亚子先生的为人比他的诗 文更值 得珍贵的一面 》

日 )
。

见 《 柳亚子纪念文集 》
。

⑧ 《 写在林北丽文章后面 的附跋 》 ( 19 4 4年 7月 18 日 )
,

( x 9 4 4年 5月 3 0



地承认自己
“
是一个彻头彻底矛盾的人

” ① ,

既充分肯定了本人

的品德和才能
,
也对自身的弱点和过错作了一系列真诚的忏悔

。

例如
,
在回顾南社的历史时

,

他对自己在 1 9 17 年闹出来的引起轩

然大波的驱逐朱鸳雏的公案
,

追悔不已
,

深感良心痛苦
,

终于在

1 0 3 6年公开作了
“
忏悔的告白

” ② 。

在几十年革命历程中
,

他更

作过许多痛切的反省
。

袁世凯窃国后
,
他痛苦异常

,

一度沉溺于

妇人醇酒和歌舞丝竹
,

老友陈子范曾当面批评他
“
玩物丧志

” ;不

久
,

陈在反袁斗争中壮烈牺牲
,

他回想起来十分愧疚③ 。 1 9 2 7年

以后
,

他患了神经衰弱症
。

许多革命者和文化战士前仆后继
,

英

勇壮烈地进行的反蒋斗争
,

他大都未能参加
。

当时他就不 断责备

自己
“
在矛盾中生活

” , “
既怕死

,

又怕吃苦
” ,

是
“
临阵脱逃的渺

小者
” ④

。

事隔多年之后
,

他还常常痛悔草间偷活
,

愧对死难故人
。

1 9 3 5年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之后
,

他还是没有投身大时代的勇

气
,

只做了一个
“
可怜的旁观者

” 。

后来
,

他因为没有在抗战初

期替国家民族尽过流血流汗的责任
,

一直感到惭愧⑤
。

1 9 4 9年 2
、

3月间
,

柳亚子无 比欣喜
,

满怀豪情地应邀北上参

加建国大业
。

但是
,

他刚到北平不过十天
,

就写诗向毛泽东表示

要退隐回乡⑥ 。

毛泽东在和诗中批评他
“
牢骚太盛

” 。

及至 6 月 新

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后
,

他的情绪更加低沉
,
竟至写出令人十分惊

诧的一首诗
: “

屈子怀沙逢乱国
,

贾生赋鹏值休明
。

忏除结习吾

知免
,

不作苏俄叶赛宁
” O

。

从 7 月下旬起
,
他神经 衰 弱 症 复

发
,

百事俱废
, “ 一筹莫展

” ⑧
。

诗词写作和 日记
,

都中断了一

《 旧诗革命宣言书 》 ( 19 4 4年 5月 4日 )
.

《我和朱鸳雏的公案》 ( 19 3 6年 1月 2日 )
.

《 我和言论界 的因缘 》 ( 19 3 6年 1月 2。 日 )
。

《剧场感旧 两绝 》 ( 怕 “ 年 )
,

(( 给姜长林的信》 ( 10 3 2年5月 5 日
, 2 0月 2连口

, 1 2月 : ` 日 )
.

(( 八年回忆》 ( 10 4 5年 ,月 )
.

《感事呈毛主席》 ( 194 9年 3月 2 8日 )
.

《 口号答云彬 》 ( 19 4 9年 7月 16 日 )
.

叶赛宁
,

农民家庭出身的苏联青年诗

人
,

十月革命后曾写诗歌颂革命的胜利
, 1 0 3 5年因悲观 失坦 自杀

。

` 与朱萌隆书
》 ( 一0 5 0年 3月 2 4日 )

.

⑧②①。⑥⑥⑦⑧



年多
。

其心情波动之大
,
可 以想见

。

对于柳亚子的 《 感事呈毛主席 》 一诗
,

几十年来社会上议论

颇多
,

见解不一
。

现在看来
,

当时出现这一段插曲
,

既有客观原

因
,
也有主观原因

。

他牢骚满腹
,

主要并非由于汽车
,

房子等生活

礼遇问题
,

至于说他
“
要颐和园

” ,

更是望文生义
、

捕风捉影的

无稽之谈和任意破坏名誉的不实之词
。

请他住 进 颐 和 园
,

也并

不是因为他需要
“
养病

” 。

他到北平不久
,
在无比兴奋之余

,
忽

然面对南京政府土崩瓦解
、

革命胜利大局已定的形势下 出现的新

情况和新变化
,

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

他出席全国文代 会 筹 委 会

时
,
不能参加常委工作

,

在新成立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中
,

这个

名满天下的革命诗人
,

仍被排除在外
。

他向毛泽东建议 设 立 机

构
,

修撰南明史
、

中华民国史等专史
,

并希望在江苏省人民政府

中有个职位
,

也被
“
泼冷水

” 。

更加突出的是
,

随后召开新政协

筹备会
,

他作为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
,

竟又不能代表民革参加筹备

工作
。

他只好遵毛主席之命
“
在颐和园静养

,

不间一切外 事
” ① 。

凡此种种
,

对于象柳亚子这样一个用世之心很强
、

自尊 心 也很

强的革命活动家说来
,

在 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新中 国 建 国 大业

中
,

感到竟被完全闲置起来而难以忍受
,

因而血压升高
,

生气骂

人
,

是不难理解的
。

当然
,

主观原因也是有的
。

他当时的以及早

先的许多自省
,

对本身的弱点和不足
,

都有深刻的剖析和清醒的

认识
。

他曾不止一次承认
,

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名士气
, “ 巨

无余子
” , “ 狂奴

”
故态

;
脾气本来就不好

,

到北平后更是
“
愈

来愈躁
,

喜欢骂人
” 。

此外
,

他早就承认自己是
“
书 呆子

” ,

“
不能做实际工作

” ;
这些情况

,

当然也不免要影响人际关系和

工作安排
。

9月下旬
,

柳亚子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
,

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

他又逐步参加政治活动
,

写作

O 《 给曹美成 的信》 ( 10 4 9年了月 15 日 )
.



诗词歌烦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国庆
。

虽然他担任的实际上只是

一种荣誉职
,

但他却责无旁贷
,

积极主动地对党政工作提出许多

直言无隐的批评建议
。

可是不幸
,
从 19 51 年 l 、 2月份起

,

他因患

脑动脉硬化症
,

各项活动急剧减少
,
不能继续工作

。

因此
,

他对

自己
“
欲借头衔荣父老

”
的士大夫式的虚荣心

,

和住 进 颐 和 园

u 皇宫 ” 和北长街
“
王侯第宅

”

时的陶醉心情
,

也没有来得及冷静

地进行回顾和反省
。

但是
, “

我愧陈登百尺楼
” ①

— 他在一生

的最后一首诗里写的这句话
,
恐怕并非出于偶然

,
更不是泛泛的

谦辞和客套
,
而是透露了他对于 自己在革命胜利后也不免有 “ 求

田问舍 ” 思想而感到的内疚和 自责
。

柳亚子一生敢于批评别人
,
同时更勇于忏悔自己

,

解 剖 自

己
,

这不但无损于他的形象
,

反而更显示出胸怀的坦荡和人品的

高尚
。

如果他能活到今天
,
肯定会对历史有更多的反思

,

对现实

有更多的评论
,

对自己有更多的忏悔
,

而对于中国实行改革
、

开放
,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

振兴中华的大业
,

必将作出新的贡献
。

(责任编辑
:

夏良才 )

① 《难谢刚主一首》 ( 1 9 5 1年 2月 1 3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