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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水深火热国危难 救国济世奋争先

民族危亡人有责 奋发图强救国亡

柳百成出生在上海，祖籍常州，祖父辈生活在清末、民国时期的社

会底层。当时，列强凌国、强盗瓜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将不国。

作为曾经具有 5000 年灿烂文化的泱泱大国、雄居东方、世界盛世的子

孙，谁堪受辱？谁愿沦为亡国奴？！他们中的先悟者、先行者毅然奋起，

苦苦探索救国济民之路。柳百成父辈中的不少人都曾前仆后继地投入这

个伟大的行列，历经近百年之久。他们或探索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之道，

路途艰险曲折，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或探索工业救国之路，

历尽艰辛，做出了众多突出的贡献。这些爱国救亡的光荣传统是我们民

族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这些勇于探索民族生存发展，敢于担当、为之奋

斗的传承，更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瑰宝。先辈们的榜样，

细雨无声、沁润家人，使柳百成从孩提时就深受感染和教育，再加上亲

身经历了抗战时日寇的严酷迫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解放战争血

与火的生死斗争，初步懂得了国重于家，拥有深沉的家国情怀，树立了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担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踏入清华校园，更容易接受爱国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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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育。在清华这个革命和科学交相辉映的大熔炉中，学

习成长、经受锻炼，经历了新中国成立早期暴风骤雨斗争的锤炼，体验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和革命的艰险。1978 年，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

期，柳百成被首批选派赴美留学，担任总领队，更亲历和见证了中、美

建交震撼世界历史的伟大事件。他较早而深切地体会了我们与工业发达

国家间的巨大差距，目睹了世界的巨变，感受到发自内心的震撼！中华

民族必须在当今世界巨变的浪涛中崛起，迎头赶上，才能生存和发展，

才能立足于世界。他更加明确了自己应该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完成振

兴中华的伟任。

清寒勤学艺高人 关心国事拥革命

柳百成的祖父曾是常州武进的一位私塾教师，曾中举人，后在上

海商务印书馆当校对。因人口众多、家境贫寒，伯父和父亲读完小学就

辍学当了学徒。对祖父来说，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痛楚，自己一生校阅

了成百、上千万的文字和书稿，自己的孩子小小年纪却不得不与书本绝 

缘！然而，天无绝人之路，父辈们有幸生活在上海，这里是近代中国工

商业的摇篮和中心，拥有新兴的、全国最庞大的近代工商业，也为一切

有志之士提供了发展的空间，父辈们在这里得到了特殊的锻炼和成长。

上海更是中国工人阶级出现最早、最集中的城市，全国四分之一的工人

阶级、50 万产业大军在这儿工作、生活。上海产业工人阶级意识的萌生、

发育，为开始初步觉醒的社会带来了新的、巨大的震荡。上海既是近现

代新文化、工商业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各种新思想、新

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涌入中国，为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和工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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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巨大的冲击。帝国主义更在上海滩割占租界 a，肆意掠夺中国人民，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思

潮，虽发生在北方，却在这儿生根开花。苏联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

思想，更给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开始觉悟的工人阶级指明了方向，也

为上海追求进步的青年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光辉前景。1921 年，积聚在上

海的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结合，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许多有

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跟随共产党踏上了救国济民、为实现

新的理想的社会而奋斗的艰苦历程。

柳百成的伯父柳溥庆（1900—1974 年）、父亲柳荫（1903—1979 年）

就是这样的上海工人的典型。当时，伯父在商务印书馆先做学徒，后为工 

人，日积月累有了相当的文化沉淀，较早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积极参

加了“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的罢工 b。父亲柳荫早年也参加了“五卅

惨案”的革命活动及反对日本纱厂勾结日军屠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而举行的

罢工斗争，兄弟二人共同接受了 20 世纪初上海工人阶级开始有组织的反

帝反封建的战斗洗礼。后来，为了摆脱贫困，探索工人解放和救国济民的

道路，他们兄弟俩都先后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

的解放而战斗。当时，他们生活工作在这个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大都市里，

a　租界：晚清国力衰弱，帝国主义以炮舰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强行订立丧权辱
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就包括强行割让租界。所谓“租界”就是在中国沿海、沿 
江、沿河的大城市，凡有外国人居住、经商、传教、从医、从教、从事军警活动
等的地区，该地区的行政、司法、警务、税务、教育、交通、公用事业、卫生、
宗教、宣传等活动，皆被他们所把持 ，中国政府一概不得干涉。侵略者组织了自
己完整的、独立的行政及警务系统，形成了“国中之国”。在这里，他们是统治者，
中国人反成了被奴役者。

b　五卅惨案：1925 年 5 月 30 日，日本纱厂停工，克扣工人工资，引起工人罢工。
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枪杀，工人罢工抗议，走向街头，与学生一起游行示威，
共产党领导了这次工人运动，是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运动早期结合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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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了 20 世纪初世界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这些先进技术和文化也

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感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中国工人阶级

一定要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才能振兴工业、发展经济，成为富民强

国之本。他们从工人的天职出发，较早地把发展工业技术与强国联系起来，

除了探索救国济民之路，更孜孜不倦地钻研技术、刻苦学习，以滴水穿石

的精神努力提升自己，先后都成了本门技术的掌门人、专家、企业家。他

们这种奋发图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努力学习、奋力掌握先进技术、发

展经济的思想行径，对后人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伯父于 1921 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商务印书馆及上海闸

北区的第一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赴法勤工

俭学。1924 年，他先后以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学习的优秀绘画特长和多年

在工人夜校刻苦学习法语的成绩，进入法国顶尖的里昂国立美术学院、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及巴黎国立印刷学校学习，成绩优异。1926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邓小平等革命先辈一起出版了旅法少共的机关报

《赤光》。他还负责封面与插图设计，使《赤光》图文并茂，一时成为巴

黎中国进步青年的精神食粮。1927 年，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

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六大）的筹备并在秘书处工作，

任中共六大代表。后因反对王明错误路线被开除出党。1931 年返沪后，

受王明影响的当地组织通知他：“自谋职业，等待联系。”然而，这个“联

系”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不得不与党脱离了联系，自谋生路，这

一脱离竟是整整 20 年！

然而，在这 20 年中他没有沉沦，一方面自强不息，在美术、印刷

等领域逆境拼搏，推动、发展了中国的近代印刷事业，领导组建了中国

第一个印刷学会，出版了《中国印刷》杂志。与柳百成的父亲一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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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中国第一台手动华文照相排字机，印出了当时被誉为上海印刷精品

的《生活画报》等。另一方面，在白色恐怖下，他仍冒着生命危险，尽

自己最大可能为党工作。例如，在白色恐怖下，他与某些信得过的党员

联系，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为掩护，长期把自己的家当作党的地下工作联

络站、军械藏匿处、重要物资的储存处和干部休养处。新四军的某些重

要伤病干部都曾在他家中长期养病，《新华日报》的印刷设备、抗日根

据地的医疗器材，甚至枪弹和炸药都长期藏匿在他家中。

1940—1941 年，新四军为了发展经济，决定筹建制币厂，伯父多

次秘密亲赴苏北根据地，帮助筹划、招聘、输送工人，采购、安装设备，

进行技术指导等。工厂建成后，印制出质量高超的钞票，为根据地的巩

固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 年及 1948 年，遭叛徒告密，先后

被日寇与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两次投入监狱。他立场坚定，巧于应对，

经社会多方营救，保护了党的机密，终无罪释放。1948 年，受党的委派，

伯父赴香港筹建南方人民银行印钞厂，印刷了钞票、通行证、广州解放

纪念邮票等，为迎接南方的解放做先期准备。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党组织急调伯父返沪，任命他为上海人民

印刷四厂副厂长。1950 年，伯父重新入党（“文革”后，重新恢复了其

1926 年的党籍）。后调到北京，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币厂二级总工程 

师，兼印刷技术研究所所长。由于他业务强、眼界宽阔、经验丰富，以

多项发明和创造，经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引进，为新中国建立了先进

的印刷厂，印制了当时世界一流的钞票，为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突

出贡献，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他从一个普通工人，经

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连在一起，终成

了我国近现代杰出的印刷名家和出版家之一，获“新中国 60 年杰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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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称号，是中国印刷界传奇的领军人物之一。

父亲柳荫早年与伯父一起参加早期的工人运动，16 岁只身远赴北

平，在当时财政部印刷局当学徒，学习当时先进的铜版雕刻技术。返沪 

后，任职中华书局雕刻部，技术上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以“螺蛳壳里

做道场”的精神，逐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声名鹊起。后独立经营，

成立了华东美术雕刻公司。他逐步成了独步于华东地区铜版雕刻技术的

佼佼者，闻名遐迩。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他坚守爱国立场，拒绝

受聘为日伪沦陷区的印刷纸币厂工作，而到地下党员领导的印刷厂任副

厂长兼雕刻技师。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辛，与伯父一起秘密帮助

新四军建立印币厂并完成制币的任务。他还亲力亲为，负责为新四军抗

日根据地的“四达银行”雕刻、印制“流通券”（实为苏北抗日根据地

的货币）。后来，又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江淮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

精心设计图样、雕刻制版并参与制币的全流程。为此，还专门创办了由

共产党出资创办的上海“华光印刷公司”，伯父任经理，父亲任副经理，

以厂家作掩护，率先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印制精致的货币。该币由于刻版

精致，质量上乘，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948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不幸遭叛徒出卖，与伯父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当局逮

捕入狱，全家遭灾，只能东躲西藏。由于证据不足，经社会人士多方营

救，终获释放，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孩子们再次背起书包上学校，然而，

处在敌人刺刀下的、暂时的安宁再也没有了。孩子们深知伯父、父亲的

爱国思想与活动不会就此消失，反动派可能还会再来抓伯父和父亲，从

此小小年纪多了一块心病，增添了一分忧虑，也逐渐成熟了。他们懂得

了只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反动派，中国人民才有出头之日，他们

家的平安才有保障，他们的幸福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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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柳百成父母（柳荫及戎悦礼）

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管会有关部门，曾专门发公

函表彰父亲和伯父敢于坚持对敌斗争的勇敢奋斗精神：“贵公司自 1941

年成立以来，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先后秘密印制了四达银行的‘流通

券’和江淮银行纸币。因此，曾受反动派军警迫害。此艰险牺牲奋斗之

精神，尤为人民大众所景仰。”1956 年，父亲带头公私合营，被任命为

上海市一联印刷厂厂长，1964 年，他从上海市第八印刷厂的厂长岗位上 

离休。

柳百成的父亲和伯父出身上海工人阶级，把中国的解放和自家的希

望、幸福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这对家庭成员和后辈产生了重要

影响。再加上父辈们都身处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上海，接受了世界先

进文化技术的熏陶，较早认识到要摆脱贫困就要努力学习，长期付出超

人的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柳百成的父亲不管经济多困难，

借债也要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入上海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他还在经济窘

迫时，毫不犹豫地为孩子购买大量课外读物，如购买 500 本一套的、百

科全书式的《小学生文库》给孩子们阅读，以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

们读书的兴趣和爱好，汲取民族和世界文化的精粹，提升他们的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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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操。柳百成小时读了文天祥的诗，牢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青照汗青”；读了范仲淹的著作，牢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读了顾炎武的著作，牢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坚定了对民族和国家的担当。他

亲历了当时上海日军统治下沦陷区的惨境，决心把父辈们的殷殷嘱托作

为自己一生奋斗的座右铭。

沦陷孤岛度日艰 抗日救国育少年

1933 年 2 月，柳百成出生在抗战初期，虽然年纪小，但与父辈一道

受尽了沦陷区的煎熬，尝够了日本铁蹄下苦难生活的艰辛酸苦，更从反面

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14 年抗战，由于未出生，或年龄小，不能

有所作为，后来逐渐成长，耳闻目睹，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熏 

陶，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拯救中华民族、抗日救国

人人有责！

1937 年“八一三”事变 a，上海军民奋起英勇抗战，同仇敌忾反抗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四行仓库抗击日军的英雄事迹深深刻印在柳百成幼小

的心灵里。上海被日军占领，租界地区成为孤岛 b。1941 年，柳百成 8 岁，

a　“八一三”事变：1937 年，日寇侵略了华北，中国奋起全面抗争，8 月 13 日，
日军又南下侵占上海，狂喊“3 月灭亡中国”，气焰嚣张。中国组织 30 万军民奋
起抗敌，开展了淞沪大会战。终因海军、空军军力悬殊，虽奋勇抵抗，最终失败，
上海失守。

b　孤岛：上海有我国最多的租界，中日开战后，珍珠港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
还不敢随便触动其他列强在上海的租界。居住在英、美、法等上海租界内的中国 
人，虽四周皆是日寇统治，但还能暂保平安，故称“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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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守卫四行仓库的英雄团长谢晋元 a 被叛徒刺杀，出殡

的悲壮场景，素衣白马，数万群众为英雄送行。幼小的柳百成站立街旁，

目睹了为谢晋元团长庄严肃穆的送殡行列，民族的哀痛刺伤了像柳百成这

样小小幼儿的心魂，使他刻骨铭心，永世不忘：只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才能生存！柳百成的哥哥柳小培，“八一三”抗战时已是十来岁的

少年，他更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抗日救亡活动。看到报载我军保卫吴淞的英

勇事迹，听到他们缺粮、少弹的悲凉处境，深受上海人民慷慨解囊支援军

队的感染，他与小舅一起买了大饼等食品，租小船，跨过租界与战地交界

的苏州河，给四行仓库守卫将士抛送食品。热爱祖国，不做亡国奴，奋起 

抗战，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少年一代心中点燃、升起。

图 1-2 1942 年上海，柳小培、柳百敏、柳百成、柳百新

a　谢晋元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战最后的守卫团长。奉命死守四行仓库，延缓
日军进攻，保证大军撤退。与日军激战四日，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最后弹尽粮 
绝，只好退到租界内。谢团长仍借公园日夜操练，准备再战，受到上海广大人民
的热情支持。日军对其恨之入骨，1941 年派人收买其下属，将其暗杀。他是中国
人民的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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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变 a 后，日军全面进驻上海，上海沦为日

本独占的殖民地，日军挖空心思镇压抗日力量，显现其威风。如 1942

年 2 月除夕晚，在原租界著名地段先后发生投掷炸弹和枪击事件，日

军认为是抗日分子所为，封锁六大区域，设置路障，拉上铁丝网，风

声鹤唳，枪杀数十人，血流遍地、惨不忍睹，上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

中。日军还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在电车经过外白渡桥时也要施展淫

威，每次电车过桥都要强迫中国百姓起立，向他们最早占领的日租

界——虹口方向致敬，并对群众搜身。一次，大哥过桥去虹口，就经

历了这种受尽屈辱的场面，哥哥深为不满：“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坐

电车，凭什么要对这些日本侵略军起立致敬，凭什么要受他们的蛮横 

搜查？”

抗战后期，大哥柳小培已进入中学，耳闻目睹日军暴行，更是义

愤填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魔掌已伸入学校，日、伪强制给

学校派来了日文教师，逼迫青少年学日文，灌输奴化思想。铁蹄下的少

年早早识事，认为报仇雪耻的日子到了，他的一位同学借故和日本教

师比武，乘日本教师无准备之机，把那个日本教师狠揍了一顿，那个

欢畅劲儿，真是甭提了！几天后，大哥和同学们仍沉浸在胜利的欢乐

之中。大哥也成了柳百成学习仰慕的好榜样，抗日救国，少年也责无 

旁贷。

经济上，日寇对上海居民进一步实施统治勒索，对许多物资进行统

a　珍珠港事变：1941 年 12 月，日本突袭美国太平洋的军事要地珍珠港，美军毫
无戒备，海军和空军损失惨重，美国遂对日宣战。美国参战，加速了日本帝国的
失败，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