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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秘书柳无垢与父亲柳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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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庆龄秘书柳无垢是爱国名人柳亚子次女。在良好的家风和家教下，她自幼才华横溢，

追求民主自由，学生时代便投身爱国学生运动，探求革命真理。抗日战争期间，她在香港加

入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成为宋庆龄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她陪同宋庆龄北上，深受

宋庆龄信任。她不满足于像父亲那样做革命的同路人，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常常又

在关键时候退步不前。在柳无垢的人生道路走向上，柳亚子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除了文

学熏陶外，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身为一个父亲对女儿生活道路所起的作用中，还体现在作为

一个政治名人对女儿政治追求的主动和被动干涉之上。本文希望借助尚未公开出版的珍贵史

料，并结合已出版物，对柳无垢的人生起伏，以及柳亚子在每个历史阶段对其女儿人生道路

的影响试做阐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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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有一子二女，无垢是家中老幺，1914 年出生，比哥哥无忌小 7 岁，比姐姐无非

小 3 岁。在父亲这颗大树的遮阴之下，兄妹三人自幼受到文学熏陶，擅长赋诗写作。1931

年，三人联名出版合集《菩提珠》“献给我们最亲爱的父母亲”。在《菩提珠》中，17 岁的

无垢虽年龄最小但文章最多，占总数一半，其中还有她 14 岁时写的文章。11989 年，为纪

念柳亚子 1987 年诞辰 100 周年，兄妹三人再次联名出版合集《我们的父亲柳亚子》，此时距

离无垢 1963 年离世已 26 年，这一次，无垢只有一篇，是哥哥、姐姐从她的自传中抽出来的，

内容是回忆她陪伴父亲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离香港“投奔自由的颠沛旅程”。 

兄妹三人中，柳无垢跟随父亲最久，年龄最小，幼时曾死而复生，青年时又遭受感情重

创，因而深得柳亚子怜爱，其子光辽也长期在外公外婆的精心照料之下。 

柳亚子在有意和无意当中几乎左右了柳无垢的人生道路，除了文学熏陶外，他的巨大影

响不仅体现在身为一个父亲对女儿生活道路所起的决定作用中，还体现在作为一个政治名人

对女儿政治追求的主动和被动干涉之上。 

2014 年，柳无垢之子柳光辽先生为纪念母亲诞辰 100 周年，自费编印了《柳无垢文选》，

其中包括柳无垢自传、书信和亲朋好友的怀念文章等，还有柳无垢的文学作品、政论文和翻

译著作等。笔者在征集宋庆龄有关资料的过程中，也在爱泼斯坦遗孀黄浣璧女士处征集到柳

无垢在 1941 年至 1963 年间至友人爱泼斯坦的部分书信和照片。笔者希望借助这些尚未公

开出版的珍贵史料，结合已出版史料，对柳无垢的人生起伏，以及作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

柳亚子在每个历史阶段对其女儿人生道路的影响试做阐述和分析。 

一、 

1914 年 12 月 7 日，柳无垢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黎里镇。柳家虽在柳亚子之前并没有显

达的政治家，也没有文坛名人，但也是书香门第，且地产丰厚，在闾里间颇有地位。柳亚子

童年时，柳家弃吴江大胜祖宅迁移吴江各县，柳亚子一支迁居黎里，家境依旧丰厚富足。按

照柳无垢 1951 年的自传来说，这是一个“地主家庭”。柳无垢记得在她童年的时候，“每年

冬天里有几天，一批批的乡下人到我们家里来，在外厅账房的柜台上缴纳洋钿。但是家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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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家里的经济，我们做儿女的，是完全不过问的。直到解放后，1949 年冬，为了献粮，

需要弄清情况，我才知道我的家庭原来是有地近千亩的大地主。”2 

柳无垢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家庭中，她自幼聪明伶俐，长得像个洋娃娃，又是家中老幺，

自然深得宠爱。5 岁时，她忽然得病，病势凶猛，家中已在为她准备后事，她却在家中男仆

的土法救治中起死回生，此后，柳亚子对她更是百依百顺，“只差不能给她去摘天上的星星、

月亮”。3父亲的肆意宠爱让无垢的童年在无拘无束之中度过，她的天性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发

展。 

柳亚子家同周围普通的封建家庭完全不一样，不仅没有封建气息，而且完全西方化。长

辈不对小辈发号施令，小辈对长辈也不用行叩头礼，只要鞠躬就好。柳亚子给孩子们以充分

的自由，他不逼他们做功课，不过还是教他们以一定的礼貌规矩。柳亚子虽家境殷实，但崇

尚节俭家风，大厅里挂着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之不易”。孩子们也被教育要同情

穷人，不要轻视他们。在这个典型的诗书礼仪之家中，不重男轻女，孩子们无论男女，柳亚

子都送他们去正规学堂接受教育，平时还亲自教授他们古典诗词。他每天都教两个女儿读《曼

殊诗集》、《左传菁华录》、《定庵词》等，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在父亲的日常熏陶中日益得以提

升。在孩子们长大后，柳亚子把他们都“送到上海洋学堂里去念书”。柳无垢在 1926 年秋

12 岁时到上海考入了大同附中读寄宿学校。在父亲的影响下，柳无垢的思想中注入了强烈

的西方式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4 

柳家还是“一个富于革命思想的家庭”。51927 年“四一二”事变爆发后，柳亚子在家人

的庇护下得以逃脱军警的搜捕，避居上海，继而秘密到日本避难。但他的几个亲密朋友惨遭

杀害。父亲每每讲起此事都恨得咬牙切齿，而无垢受父亲影响，“也跟着恨蒋介石，恨蒋介

石操纵下的国民党”。柳亚子在日本避难期间，柳无垢也跟着去日本住过一阵。在那段日子

里，她开始和新文艺接触，阅读从上海寄给父亲的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进步文人的著作，

以及俄国和苏联的文艺著作，尤其对鲁迅反抗社会黑暗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柳无

垢沉浸在父亲每本必买的新出版的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中，更由于父亲的影响，“对社会已

渐渐地抱不满，开始写一些反对社会黑暗面的散文小品”。6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柳无垢和同学组成“五虎将”，立即投身爱国学生运动，

加入上海中学生赴南京请愿的队伍，向蒋介石提出抗日要求。请愿失败回到上海后，得知南

京爆发“珍珠桥惨案”，柳无垢于是更加痛恨蒋介石政府腐败反动，“同情共产党的革命，认

为他们是为被压迫者谋解放的”。7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柳无垢原想投身战地救护，但遭到了家人的劝阻。这样的事

情以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每当无垢奋勇向前，想要投报国家和社会的时候，爱女心切的

柳亚子总是从父亲的角度出发，想要拴住女儿前进的脚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无垢日后在

给父亲的信中曾经说到过这一点，她说：“真的，在世界上，没有再比你们两人般爱我。而

且我是以此为傲的——只你的爱有时自私一点。”8 

柳无垢曾经就“在现代的中国，学哪一科最好？”的问题问过父亲，柳亚子从父亲的角

度作了回答，他说：“所谓‘最好’者，是有益于社会乎，抑适宜于自己乎？讲有益于社会，

我以为大思想家（包括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大发明家（自然科学家），很难轩轾。讲适宜

于自己，也许学实业工程和政法等容易找出路，但亦不免有替人家当奴才的苦痛。（除非你

能做一发明家，而现在可以不受人家利用，但这又牵涉到‘有益于社会’的一条路上去了。）

文学不免清苦，但也许高尚一点。我看，这还是讲就自己性之所近，就去学那一科，较为妥

当吧。”柳亚子显然希望女儿走文学的道路，但是 1932 年，柳无垢还是带着“求知以改造社

会”的希望，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就读。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1934 年，柳无垢接受与柳亚子交情深厚的女作家谢冰莹的邀请，

带着认识农村的心情去了福建。彼时，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了“人民政府”，他们在福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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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田，受到群众极大拥护。柳无垢在福建时看到的正是这样的场景，她深为群众大会的场

面所感动，拍了许多群众大会的照片，回到学校后，她“不再能安心求学问”，她“要走向

民间，去探求革命的真理”。她加入进步学生组织，开始看《共产党宣言》、《唯物辩证法》、

《资本论》等。1935 年 3 月，柳无垢等进步学生被捕。在柳亚子的多方营救下，三四天后

即被释放。柳亚子决定送女儿去美国留学，因为他怕女儿留在国内会直接参加革命，危及生

命。最后，柳无垢接受了父母的意见，去美国留学。9  

柳无垢在父亲的无意识引导之下投身到爱国进步运动当中，但是又在父亲的执意阻拦之

下暂时脱离了革命道路。 

在美国留学期间，柳无垢依旧入社会学系就读，因此接触到美国左翼社会党成员。在美

国，她重燃起革命热情，加入到在美左翼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反蒋抗日活动中。但是因为单纯

幼稚，无垢因处事不当而被指斥破坏革命工作，这让她陷入极度失望中，她再次退出革命道

路。 

在海外寂寞苦闷的柳无垢把对革命的向往转为对爱情的追求。不幸的是，她所遇非人。

在把怀有身孕的柳无垢送回中国后，孩子的父亲就向她提出了离婚。母亲劝无垢打胎，但她

不予理睬，一心一意要把孩子生下来，把他抚养成人。柳无垢纯粹是出于无私的母爱，而柳

亚子支持女儿生下孩子的想法却是自私的，他认为无垢生下孩子后，“就不会远走高飞，投

身革命，以致有生命的危险”。结果的确如柳亚子所料，柳无垢发现自己因为必须尽母亲的

责任而被绊住了手脚，她觉得父亲的愿望实现了，她无法再去追求革命了。10  

 

二、 

柳无垢总想离开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租界，去呼吸自由的空气。她写信给朋友说：“我

并不会使自己在苦恼中消沉。[我将]尽可能地奋斗下去，处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而寄居上海，

实在非我所愿！”11 

1939 年 8 月，何香凝女儿廖梦醒来信约她到香港去，参加孙夫人宋庆龄所主持的保卫

中国同盟的工作。这一次，柳亚子夫妇没有阻拦，柳无垢将孩子留给父母照料后便去了香港。 

通过柳无垢在香港期间与柳亚子的通信可知，在香港，柳无垢在工作上深得宋庆龄满意，

在日常生活中也颇得宋庆龄关心。在保盟，柳无垢起初只是做打字、信件收发和接听电话等

事务性工作，在同事爱泼斯坦离开香港后，她接手《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的编辑工作，单独

编发了三期，而且编发及时，没有脱期，这使宋庆龄非常高兴，说：“爱先生不在此地，我

们的《新闻信》倒准时出版了。”12同时宋庆龄因对廖梦醒的工作不满意，也让柳无垢参与

到筹办募捐义演的工作中。柳无垢在信中告诉父亲：“许多责任都落在我身上了。有些时候

自己做得满意时，自己也高兴。”13 

柳无垢还在信中与父亲交流了宋庆龄的一些政治见解。关于苏芬战争，她说：“你对芬兰的

事情能看得如此正确清楚，使我非常高兴。林[即宋庆龄——笔者注]说得好，这件事使我们

极难于对人解释，难于说话，但是，如果我们从大处看，那末苏联无疑是对的。但是，战事

已延长得相当长，所希望的，就是能快点结束而已。”14在同一封信中，她还告诉了父亲宋

庆龄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看法，她写道：“丁玲评瞿的话，早就在《星岛日报》上发表，

我本拟剪下或抄下寄你，总是忘掉。有一天我和林闲谈，讲到瞿。她说仙母[即廖梦醒母亲

何香凝——笔者注]说他在《多余的话》上骂共党（事实上哪里是呢？），于是我向她解释一

番，因为她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于是下一、二天，她便把《星岛日报》送来，中有丁玲的话。

我也以为她说的极公平。骂瞿，或者为共（产）党辩护，都是不必的，因为瞿并没有说党不

好，只不过表示他赶不上党而已。”15有传闻说《多余的话》是柳无垢保存下来的，还说 1938

年在武汉时，柳亚子向周恩来报告说，他得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可能有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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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保存在女儿柳无垢处，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当时回答:“既然是假的，何必重视呢?既然

是真的，又何必处理呢?”16事实上，《多余的话》手稿已无存，当年是通过国民党媒体流传

出来的，原国民党政府档案中有《多余的话》的手抄本，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17柳无垢在

美留学期间福建军医王廷俊寄给她的瞿秋白遗物，主要是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信和诗，大致是

对郭沫若在文史方面的成就感到高兴，对自己没有能够实践文学方面的志向表示遗憾。柳无

垢随后就交给了正在纽约的陈其瑗，其中一部分在中文的《先锋论坛》上发表。181939 年

12月 15日，柳亚子将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信，以及肖像照和诗词手迹的照片寄给上海《杂志》，

《杂志》于 1940 年第 6 卷第 3 期发表了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信，并配发了瞿秋白的肖像照和

诗词手迹。 

柳无垢对宋庆龄充满敬意，她写信与父亲谈了宋氏三姐妹 1940 年 4 月联袂访渝事，说：

“林离此我们事先是知道的（只少数人），但哪天走则不知道。她最近心情不太好，有一天

来时时时叹气，一刻儿坐下来，一刻儿站起来，十分有心事，大概为了国家大事也„„这一

次同她妹妹似乎相当接近，也许姐妹的感情，也许要用私人的感情来影响她的妹妹。总之，

她是值得敬爱的，一心一意的为中国，为一般民众谋幸福。”还说宋庆龄“不会光去观光的，

因为她时时刻刻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的。”19 

宋庆龄对柳无垢也十分信任。1940 年 6 月 28 日日军宣布封锁香港后，保盟曾准备迁移

至菲律宾，宋庆龄要求柳无垢一同前往。207 月，面对日本的进逼，英国政府在内外压力下

做出了暂时关闭滇缅公路的决定，警报暂时解除。因为非常想家，柳无垢于 1940 年 11 月左

右回到上海家中。 

在上海，中共地下党正在力劝柳亚子离沪赴港以免落入敌手遭人利用。关于父亲的行止，

柳无垢清楚他不逼是不会走的，“因为内地的生活之苦，比我们理[能]想的还要厉害。”21她

反对父亲来港，建议去她充满好奇的新疆。221940 年 12 月 12 日，柳亚子接受中共地下党的

劝说，偕妻子和女儿无垢、外孙光辽逃离上海“活埋庵”，启程赴港。到港后香港文化界人

士举行了欢迎茶会，宋庆龄也亲自到场。23  

1941 年皖南事件发生时，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和彭泽民一起，在香港发起抗议运

动。他们曾希望阻止事件发生，于 1 月 14 日联名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监察委员，要求“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24

但是太迟了，事变次日即发生。2 月 3 日，他们再度联名致函蒋介石，请其谨慎处理新四军

问题。25结果，柳亚子被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开除党籍。柳无垢对此十分自豪，她对保盟同

事詹姆斯·贝特兰说，她的父亲之所以被开除党籍，“就因为他是革命者，忠实于孙中山的

教导。他们曾经努力要使他改变他的激进思想，但他却总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因此，现在

他们指控他了。”26 

柳亚子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决定了他以后的政治倾向，他选择了与女儿趋向一致的政治道

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不过柳无垢比她

的父亲还更进一步，她一直想加入其中。 

三、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为躲避炮火，柳家数度迁移，爱泼斯坦也帮

助过柳家搬到皇后大道公主行香港政府办的难民收容所避难。柳亚子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很好，

“彼此都喜欢对方”。27柳无垢其时与爱泼斯坦相爱，但他尚未离婚，无垢曾在给父亲的信

中说过他们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她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香港沦陷后，爱泼斯坦为免入敌手，

通过廖承志对外放风说自己已被日军炮火炸死，然后躲入玛丽医院，准备伺机逃出香港。1

月 15 日，柳无垢陪伴父亲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的省港大营救中离开香港，同行的还有何

香凝及其媳妇和孙女。他们经历了 8 天忍饥挨饿的海上逆风航行后，最终到达了“自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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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海丰乡间的隐居生活中，柳亚子、柳无垢父女从一村迁到另一村，没人可交谈，没报

纸可读，靠吃红薯过日子，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一天傍晚，连贯突然出现，告诉了父女俩

许多原先在香港的朋友的消息。柳无垢得知爱泼斯坦被关进了集中营。这一消息使得她非常

不安，她责怪自己不该在还未看到爱泼斯坦出逃计划实施之前就离开香港。她对爱泼斯坦的

爱情再次泛滥，她要求把她派回香港，以尽可能地帮助爱泼斯坦逃出来。为此，她几乎跟父

亲吵翻了。柳亚子当然坚决不会同意女儿如此疯狂的举动。接受连贯的建议，他们于 4 月间

迁移到韶关。在韶关，柳无垢得知爱泼斯坦已逃出集中营并将抵达桂林。她急盼见到爱泼斯

坦，希望母亲能够从香港出来陪伴父亲，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我就可以自由了”。

很显然，柳无垢认为父亲束缚了她的人生自由。28 

7 月，柳无垢陪同父亲迁移到桂林。她在桂林与爱泼斯坦重逢，但是他很快离开桂林到

重庆去了。香港出逃的这段患难经历让爱泼斯坦和邱茉莉相知相爱，而柳无垢还在幻想能得

到爱泼斯坦的爱情。柳无垢终究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她对自己在国难深重之际沉迷在

自己的爱情中深感不安，她曾经写信给爱泼斯坦说：“这是一场持久而艰苦的斗争。这仅仅

是为了改善人类，即人应该过‘合理的生活’，那是我赖以为生的——它是让我和人们一起

斗争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事实’。不管我沉沦得有多么深——从社会阶级的角度和经

济上来看，我非常接近普通人，但是我依然属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必须教育我自己去实

践去学习，这样我才不会迷失。”29可是有时候她又认为：“在这个大千世界有那么多事情要

做，要去担忧。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有人依旧从他的朋友

那里寻求爱和同情，这有时候让个人的小世界比大世界更重要。”301943 年，爱泼斯坦在履

行了与前妻的离婚手续后，与邱茉莉在重庆结婚。柳无垢因失去爱而苦恼，随后投全力于工

作中。柳无垢曾经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写道：“爱是给予，是让一个人快乐。我一直是这么努

力做的。”31她在努力教书、翻译，养家糊口的同时，还在为爱泼斯坦收集资料。 

1944 年，柳无垢进入美国战时情报局桂林分处工作。是年 6 月，因敌军逼近桂林，美

国战时情报局桂林分处决定先迁贵阳。柳无垢于是告别父母，带着孩子北行。9 月，柳无垢

被调到重庆总局工作，其时，也许因为她曾经在最无望的时候说过想去延安32，爱泼斯坦遂

在访问延安时，将柳无垢推荐给中共担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翻译。柳无垢刚到重庆两三天，

中共办事处的人便来找她，满怀革命热情的她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她不去总局报道，直接

搬到了廖梦醒家等待赴延安。在等待的日子里，柳无垢翻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9 月

12 日，柳亚子夫妇因为桂林紧急疏散飞到重庆，在廖梦醒家见到了柳无垢母子。33听说女儿

要去延安，二老担心女儿和外孙的身体吃不消，不赞成他们俩去延安。但是因为女儿已做决

定，这一次他们不再执意阻拦。不久，柳无垢带着儿子居住到红岩村中共办事处，在从 9

月到次年 2 月的漫长等待中，柳无垢去延安的激情消退了。就在这时候，柳亚子夫妇因为女

儿和外孙接连生病，再次要求女儿留在重庆，不要去延安。这一次，柳无垢心甘情愿地听从

父亲的安排，回到父母身边，并重回美国机关工作。34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战时情报局改名美国新闻处，柳无垢偕子随总部迁到上海。不

久，柳亚子夫妇也于 1945 年底从重庆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其时，国共关系日趋恶化，柳

亚子在沪积极参与和平民主运动。由于民主人士跌遭当局迫害，柳亚子于 1947 年 10 月 18

日只身秘密赴港，在港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上海，柳无垢在美国新闻处作金

仲华助手，选择翻译的标准是，“暴露蒋介石政权的腐化、经济崩溃、残酷镇压民主运动，

设法避开诽谤解放区和苏联的新闻”35。 

1949 年 5 月 24 日，上海解放前夜，柳无垢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晨，看到经过家门口的

解放军，她“简直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次日，她写信给宋庆龄，得到了宋令人感动的

回信。七一前两天，宋庆龄派人送来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写的自由体英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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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柳无垢立即翻译成中文。该诗后来由邓颖超在七一晚会上代为朗诵。不久，宋庆龄邀约柳

无垢一起北上。宋庆龄此行是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而毛泽东、周恩

来邀约宋庆龄北上的信正是辗转由柳无垢在 1949 年 2 月时交到宋庆龄手上的。柳无垢陪宋

庆龄北上，“在北京火车站看见了毛主席；一路上，在南京见到过粟裕将军，在济南见到过

康生；抵达北京后第一个晚上，在中南海的宴会上认识了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我更因此

获得难能可贵的机会，旁听政协会议，参加开国典礼。”这些经历让柳无垢无比骄傲，她说

她将永生不忘。在北京，柳无垢与曾宪梓一起陪同宋庆龄，曾宪植负责照料宋庆龄的生活，

做对外联络工作，柳无垢则担任宋庆龄的文秘。柳无垢的经常工作是：早上 8 时至 10 时，

为宋庆龄读报纸和中文的《参考消息》，最初是口译成英文，后来为了帮助宋庆龄学习中文，

改用中文读报。结束后，两人或者会闲聊一阵，但多半是宋回房写文章或者阅读。下午，如

果不开会而宋精神尚好的话，两人又会闲聊。晚饭后，两人会在院子里散步。柳无垢的另一

些工作是接电话，剪报，代宋庆龄回复一些不重要的信，翻译文章等。10 月下旬，柳无垢

陪伴宋庆龄回到上海。宋庆龄邀柳无垢留在上海为她工作。但是她拒绝了，她决定去北京到

外交部工作。那时候，她情绪很好。离开上海前，为了替柳亚子交纳政府借粮款（后改为献

粮），她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四年积蓄。她“带着对革命的热情，充满了近乎幻想的企

望，踏上北行的火车，”准备开始她的新生活。36 

但是因为寂寞和多病，柳无垢在北京又重新陷入苦闷和动摇之中。她打了入党报告，

但迟迟未获批准，这也使她情绪低落，她认为自己不够好，不断地做思想检查，自批自己灵

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表示要一步步地改造自己，争取入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

命干部，做一个共产党员”。37 

在父母相继过世之后，1963 年 11 月 9 日，身陷癔症的柳无垢在连续两次自杀后身亡。 

结  语 

柳无垢的人生充满浪漫色彩，又极具悲剧性。她的朋友龚澎分析说，她在特殊时代的

特殊家庭里造成了特殊的性格。的确，柳无垢一直活在父亲柳亚子这颗大树的树荫之下，柳

亚子几乎在女儿成长阶段中的每一步都在施加影响。像柳亚子一样，柳无垢极具诗人的浪漫

情怀，女性特质又让她的浪漫泛滥，她爱幻想，幻想破灭后便极度苦闷孤独。受父亲的影响，

主导她思想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所以父亲能够“成功地”对她施加影响，她其实不

是一个能被严格的纪律所约束的人。她的家庭和她的性格并不适合她去做一个革命者。但是

她却像飞蛾扑火般固执地去追求光明。 

作为名人之后，一直十分优秀的柳无垢害怕失掉光彩，她坚持要做最好的自己，当意

志消沉时她便极端自责。生逢乱世，柳无垢的人生原本就被历史大潮裹挟，她走上了革命道

路，但又时不时被迫游离之外；她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又强迫自己要像一名共产党员那样。

正如柳无垢之子柳光辽先生的理解：“母亲在社会巨变中的自我定位有失误”。38柳无垢应该

像父亲柳亚子那样选择做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上的同路人，而不是一味的强迫自己去做她做不

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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