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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早年挚友柳直荀》全书20万字，230多幅照片，图文并茂，语言平实，全面而清晰地
展现了柳直荀34年的人生轨迹，勾勒出了他的信仰主张、生命理念及人生追求，厘清了
许多有关柳直荀个人生活与革命生涯中尚存之疑说，被专家学者评论是“迄今所见*全面
、*系统、*权威的柳直荀传记”，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内容简介

书稿追忆了*早年挚友柳直荀的一生。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结交益友*”讲述柳直荀与*相识的经历； 

第二部分“播火潇湘同战斗”讲述柳直荀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由书生向无产阶级革命斗
士的转变； 

第三部分“唤起工农千百万”讲述柳直荀追随*在湖南开展工农运动的壮举； 

第四部分“奋勉襄助周恩来”讲述柳直荀参加南昌起义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
作的经历； 

第五部分“创建苏区佐贺龙”讲述柳直荀参与创建红六军和红二军团，并辅佐贺龙开创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第六部分“千古绝唱《蝶恋花》”讲述了柳直荀、李淑一、*、杨开慧四位老友的真挚情
感。 

作者简介

李光荣，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诗词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苏州
伍子胥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画说伟人*》《名人的情感世界》等著作。其中《画说伟
人*》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华之魂”优秀文学作品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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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柳说乡愁
● 周年丰
为柳说乡愁。柳树为引，说的是人。一部以传记人的书——《毛泽东早年挚友柳直荀》
，我研读了半年。过去，对柳直荀知之甚少，主要是读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及郭沫若、臧克家、周振甫的解析、注释，才有些认识。真正具体了解柳直荀，是在
读了李光荣先生的这部书之后。
树无疑是属于大自然的，也有人喜欢用它来比喻人。陶铸《松树的风格》，讲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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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要像松树一样正直。毛泽东在延安更讲过，共产党人要有松树的原则性、柳树
的灵活性。撇开词的比喻意义不说，这无疑是赞扬南方的杨柳树的，他还有“春风杨柳
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一寸光阴一寸金”，为晋代陶侃任荆州刺史时所
言，后人多用来比喻抓紧时间读书。他为官鄂州时曾亲自栽树插柳，至今鄂州人还将柳
树称为“陶公柳”。为了国家的地理自然生态，插柳之举永不过时。现在，我们每年不
是有植树节吗？绿色决定生死，湖北省要“绿满荆楚”。为柳说乡愁● 周年丰
为柳说乡愁。柳树为引，说的是人。一部以传记人的书——《毛泽东早年挚友柳直荀》
，我研读了半年。过去，对柳直荀知之甚少，主要是读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及郭沫若、臧克家、周振甫的解析、注释，才有些认识。真正具体了解柳直荀，是在
读了李光荣先生的这部书之后。
树无疑是属于大自然的，也有人喜欢用它来比喻人。陶铸《松树的风格》，讲的是人，
共产党人要像松树一样正直。毛泽东在延安更讲过，共产党人要有松树的原则性、柳树
的灵活性。撇开词的比喻意义不说，这无疑是赞扬南方的杨柳树的，他还有“春风杨柳
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一寸光阴一寸金”，为晋代陶侃任荆州刺史时所
言，后人多用来比喻抓紧时间读书。他为官鄂州时曾亲自栽树插柳，至今鄂州人还将柳
树称为“陶公柳”。为了国家的地理自然生态，插柳之举永不过时。现在，我们每年不
是有植树节吗？绿色决定生死，湖北省要“绿满荆楚”。
北方人、南方人，叫杨呼柳是颠倒的，北方叫杨，南方却叫柳，杨柳地脉相连不分家。
它的故乡，究竟在哪儿？这是不是柳的乡愁？文成公主和番，带去了柳，“唐柳”是她
在西藏栽下的乡愁，也是汉藏两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橘、枳就不一样，之于淮南淮
北就泾渭分明了。写杨柳，《诗经》、唐诗、宋词、民歌、今人诗词⋯⋯不胜枚举。毛
泽东的词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个人认为，联系全词看系最高
境界，特别是杨冠以“骄”，前无古人。当然，小说也不乏连用的，如《水浒传》有“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戏曲如天沔花鼓戏《站花墙》有“风吹杨柳条条线，雨打桃花朵
朵鲜”。
湖南长沙的海归学者柳午亭，学贯中西，能文善武。为长子起名，取荀子“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之意。柳直荀一身正气，一生正直，两袖杨柳风，亦有松树的风格。“近朱
者赤”。柳生麻中，扶而更直，毛泽东对柳直荀的引导帮助是第一位的。在短暂的革命
生涯中，柳直荀与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并肩战斗的时间最长
。
柳直荀是圣人的后代，“怪人”的儿子。柳氏鼻祖为“坐怀不乱”的春秋鲁国大夫柳下
惠，被孔子、孟子称为“和圣”。春秋惠风泽被流长，成为长桥柳氏的乡风家风。柳直
荀是在祖父严厉的“书”教和生母慈善的“身”教下长大的。其父柳午亭，毛泽东一生
以师相待，青年时曾徒步往返百里拜教，其公开发表的首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即为
请教柳午亭后受启发所写。毛泽东曾评价说：“柳先生一世不做官，是个怪人。”柳直
荀在长沙读书时，寄居在另一个“怪人”、父亲的世交好友和留日同学杨昌济家里，得
以与其得意门生毛泽东相识，并逐渐成为挚友，紧密追随。
柳直荀属大户人家子弟，读的是教会大学，受的是西式教育，本是文弱一书生，用李淑
一回忆的词话说就是：“窈窕个，洁白身，含默深沉，‘长哥’柳直荀。”可后来，长
子哥怎么变成不是风吹两边摆的杨柳，而是能独立支撑的大树——松树？诚如谢觉哉所
言：“我和直荀同志相处过一个时期，熟悉他的品质，他是一个‘临难不苟免’的人。
”



人常说“文弱一书生”，其实柳直荀后来成为“文强一武生”。文武双全从何而来？柳
直荀视毛泽东为“怪杰”、“奇才”，践行其“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倡导。双
全来自读书——读“有字的书”，更读“无字的书”。上山下乡进湖，特别是跟随毛泽
东、周恩来、贺龙等参加革命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使他成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200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湖北日报》根据党史资料披露，柳
直荀是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31位湖北省委书记（其中有一位副书记）之一，而他不是死
于敌手⋯⋯
柳直荀与李淑一于1924年10月30日结婚，1927年5月21日生离，岂料竟成死别！当时，女
儿柳挹群两岁，儿子柳晓昂尚在襁褓之中。习近平同志爱读的宋代大文豪、政治家苏轼
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词句。柳直荀如同柳树一样，党将他栽植在哪里，他就在那里
生存发展，郁郁葱葱。哪怕有时被人倒插，也是正直的。上海、天津、陕西、湖北⋯⋯
本是异乡，他安心在那儿战斗、工作，异乡变成了“吾乡”。
难道柳直荀没有湘（乡）愁吗？有！在被诬为“改组派”在监利县周老嘴临刑前，他只
说了这样一句话：“请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把我的死讯告诉我的妻子，告诉她我
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之前，在天津整顿顺直省委时，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也没有
减少对妻子和家人的思念。为了安全保密起见，他给妻子的信大多由大弟柳瑟虎转交。
他几次写信，“嘱淑一带二儿来此”，“颇望淑一能来此同住”，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和
一家人团聚的渴望。思念和渴望都是乡愁！
1929年5月初，柳瑟虎把柳直荀以“存厚堂”（系老家正房门上的匾额）的化名写的信，
夹了一张他30岁生日的照片转给李淑一，不料被

长沙国民党当局查获，李淑一因此被捕入狱。她辗转找人用暗语给柳直荀拍去电报：“
仪姊病急，速转医院。”为了躲过敌人追捕，柳直荀离开坚持白区斗争一年的天津，重
回上海受命。
老家正房是柳直荀与李淑一新婚燕尔、生儿育女之地，化名存厚堂，承载有多厚重的乡
愁！一张生日照，是照“轻”爱情重的乡愁。本叫他“长哥”的湘妹李淑一，用“仪姊
”（李淑一原名伯仪）传的暗语“速转”，该勾起了柳直荀多辣多火多远多贴心的乡愁
！他何尝没有在慈母坟前跪一跪拜一拜的乡愁！还有牺牲在故乡的工友、农友、战友⋯
⋯
回过头来说《蝶恋花�答李淑一》。郭沫若称之为“古今的绝唱”，杨振宁说它是“世
界文学史上感情最丰富的爱情诗篇”。周恩来这样赞美道：“对我们的革命先烈寄予如
此崇高的怀念之情，没有比这首词更深切、更激昂慷慨，因此也就更动人心弦的了。”
词是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找到了文字，笔落惊风雨，词成泣鬼神。
为柳说乡愁。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何尝没说乡（湘）愁、何尝没诉湘鄂情？
为柳说乡愁。李淑一说，“直荀确似柳树”，“他是一株婀娜而苍劲的柳树，他是一名
永垂不朽的战士！” 
（作者系湖北省文化厅原厅长，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社长、 董事长）

【序二】澹泊自甘著华章● 李 松
柳直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位身份特殊、关系复杂、经历坎坷、影响广泛的重要人物，



与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叱咤风云的人物交往密切，与马日事变、红二军团创建、湘
鄂西苏区“肃反”等重大历史事件颇有关联。在专注毛泽东研究且成果丰硕的同时，李
光荣先生发现了柳直荀研究的巨大价值，遂“咬定青山不放松”，锲而不舍，《毛泽东
早年挚友柳直荀》一书就是他潜心研究的成果结晶。捧读书稿，我十分敬佩李先生“板
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态度。承蒙抬举，邀我作序，作为柳直荀的湖
南老乡，我没有理由拒绝。现不揣浅陋，谈点个人感受，权作抛砖引玉吧！
本书作为人物传记，贵在能够以简短的篇幅，以严谨却不失轻快的文字，使读者了解柳
直荀烈士三十四年的短暂人生，把握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本书的结构提纲挈
领，严密完整。标题以基本史实为主，在表述上却能画龙点睛，又富有诗意才情。以“
杨柳依依慰忠魂”作为全书的总纲，分六个部分，全面而清晰地展现柳直荀的人生轨迹
，勾勒出他的信仰主张、生命理念及人生追求，厘清许多有关柳直荀个人生活与革命生
涯中尚存之疑说，是迄今所见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的柳直荀传记，具有较高的文化
积累价值与文献参考价值。
历史研究，包括人物传记研究，对于基本史实要素的认定必须遵循重证据、重事实的科
学原则，应该在充分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穷本溯源，以细针密缕的功夫，辨析史料之
间的演化和联系，从而求得历史真相。李光荣先生的《毛泽东早年挚友柳直荀》一书，
钩玄稽要、考证扎实，图文并茂、诗史互证，文风平正笃实，语言准确严谨、简洁流利
，以通俗易懂、要言不烦的叙述，还原了一些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将有利于推动柳直
荀乃至中共早期某些党史问题的研究。本书新见迭出，亮点频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
严谨扎实的史实考证。兹略举二例，以见一斑。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回信给李淑一，附赠后来大家熟知的名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本书关于这首词的版本考证，既有新意，又道出了一些趣味。本书首先考辨了《蝶恋
花》发表时的版本变迁：第一个版本，刊于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
》，题为《蝶恋花（赠李淑一）》。实际上，这个版本的前身是《蝶恋花（游仙）》。
第二个版本，1958年1月号《诗刊》发表时，标题为《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第
三个版本，刊于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一书中，删去“游仙
”，将“赠”改为“答”，成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接下来，本书还追溯了毛泽东手书《蝶恋花》的版本变迁。第一种情况，毛泽东过录《
蝶恋花》时发生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掉字、重句现象。他在写“楊”字时内心激动难抑，
出现了漏字的情况，恭恭敬敬地圈掉后重写。在写“忠魂舞”时又重复书写了这三个字
，最后圈去重复的文字。从书写状态结合文本的内容以及书写者的精神气质，本书分析
了毛泽东情感的微妙变化及其原因，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也别有意趣。李光荣先生能够
这样贴近对象进行研究，从梳理事物的内部关系水到渠成得出结论，是难能可贵的。第
二种情况，本书认为，目前广为流传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手迹并非原初的完整版
本，“而是根据其信中的赠诗与信末的署名和日期拼合而成，并且有几个版本。对照起
来看，都改动了原来的书写格式，一是改变了词首字的上下位置，二是改变了原作的分
页方法”。接着，李光荣先生还列举了其他两个手迹版。从版本的辨析、甄别、比照，
并得出彼此之间的差别与异动，从而沿波讨源、正本清源，揭示了不同版本背后的故事
与因由，使人们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毛泽东丰富的内心世界。
关于柳直荀烈士的死因以及时间、地点，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历史问题，需要小心论证
、史料实证。正如陈云同志曾经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的思想方法，李光荣先生对于已有的不同说法，结合口述历史与访谈资料，大胆质疑



、缜密分析、实事求是，取得了重要发现。关于柳直荀之死，第一种说法是，被国民党
、蒋介石杀害；第二种说法是，在战斗中阵亡；第三种说法最为含混，“在洪湖革命根
据地牺牲”。李光荣先生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后认为，柳直荀是1932年中秋节前夜（9月14
日）被执行“左”倾路线的夏曦当作“改组派”而杀害于监利县周老嘴的心慈庵。这一
结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且被《毛泽东诗词全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版）和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版）等书籍采用。
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经验谈》一书中，以“勤、恒、毅、勇、谨、和、缓
、定”总结自己的学术经验。作为官员作家和文史学者，李光荣先生二十多年来，一直
坚持扎根乡土，关注社稷民生，同时也不忘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与进行学术研究，将为政
与为学相结合，将“为人之学”融入“为己之学”，二者互动，彼此推进。他态度谦逊
，严谨务实；不辞艰辛，甘于奉献；讲究实证，注重逻辑，可谓严耕望先生学术经验的
生动实践。以李光荣先生“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人生志趣，以及勇猛精进、锲而不
舍的治学精神，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他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以李光荣先生的才华、阅历
与能力，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柳直荀研究将会更加走向深入。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艺生产与消费调查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访问人文学者协会执
行长，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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