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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中校友编辑了这本《卫俊秀西高情缘》，校方邀我写序愧不

敢当而推辞再三，终因我曾是这所名校十几年的邻居兼学生家长，却之

不恭，只好答应下来。其实安保仁已经为这本书作了一篇很好的序言，

对卫老先生坎坷而坚执的一生，对他成效卓著的书法艺术和学术研究，

对他与西安高中窖藏几十年醇酒般的情缘，都作了十分精到的评价。这

本书和这篇序，每一页每一行，无处不透露出母校和后学对卫老夫子的

敬仰与爱戴，也告诉我们这棵大树的根系是深扎在怎样的沃土中。这都

给我启示良多。

我只能就自己与卫老夫子接触的零星片段，写一点记叙性文字，以

表示一位后学的景仰之情。卫老夫子是我对他专用的尊称，记得老人生

前，在面谈和文字中，我总是这样称他的。

卫俊秀先生是世纪老人，今年恰好是他的百岁诞辰。晋人，却一生

蹉跎于秦地。其学宏博，其性耿直，其书艺直承傅山傅青主又多有创新。

年轻时热血抗日，酷爱鲁迅。很早就有鲁迅研究论著出版。中年就教于

西安高中和陕西师大，后因牵扯进所谓“胡风问题”而罹罪，从此颠沛流

离，在劳改场站和监督劳动中辗转了二十四五年，有如莽原上的野草，

隐匿于黄土褶皱的深处。役余习字，木棒为笔地作纸，在线的飞动中写

尽命运的颠踬和胸中的风云。平反复职已是晚年，名声大噪却平朴如

昔，以此而更显出大德和高望。

1998年3月，我与卫老之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故事。当时，我曾将那

个场面写成百十字的小文，跋于卫老书作之侧，后又随书作一道登在

《西安晚报》上，题为《卫俊秀“金石不随”条幅小跋》，现照录如下：

戊寅春日，偕卫俊秀、徐庶之、曹伯庸、吴三大、王金岑、赵振川诸书

画家研习艺道，众友恭请卫老开笔。老人展开条幅，书“金石不随波”，孰

料纸短，“波”字难于布设，欲毁之重写。余恳留收藏，曰：“金石不随”四

字足矣，人有金石气度，岂但不随波流，大山压顶、雷电袭身亦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也。“不随”二字道尽卫老夫子九十人生。众皆抚掌称妙，卫

老感慨用印，并嘱作记为跋，裱于纸下。

这可以说是我与卫老夫子深交的肇始，虽然年纪相差了30多岁，在

那个瞬间却很有一点相互引以为知音的感觉。我从他开篇便研究鲁迅

与《野草》，提笔便写“金石不随波”，读出了老人的为人，读出了老人的

高远坚执。

公元 2000 年底，我被邀赴京担任中国文联文艺理论评奖委员会副

主任。评奖分文学、影视、书画、戏剧、音乐十几个门类，先在各门类初

评，然后上评委会总评。全国书法家协会初评推荐的评论文章中，排在

第一位的是山西杨吉平写的《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评述》。此文将卫俊秀

与于右任、林散之、王蘧常并列为20世纪草书四位杰出的代表，给卫老

夫子以极高的赞誉。思考极有见地，立论自成一家，分析透辟入里，且文

采飞扬，辞章华美，字里行间流动着活跃的生命和艺术感受，真是一篇



难得的好评论文章。

我对中国现代书法史论并非内行，但出于对于、林、王、卫四老的景仰，出于对

杨吉平论文的偏好，在评委会上力主给《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述评》一等奖。记得当

时会上的意见并不一致，虽然都认可四老堪为大家，文章也堪称上乘，但也有人感

到书法和书法评论，比之文学、影视、戏剧、美术这些文艺门类和相关评论来，总体

上弱一点，给一等奖能不能“摆平”？还有就是在现代万千书家中，独选此四人为

“草书杰出代表”，意见会不会有分歧？我又发言据理力争，认为艺术作品有优劣，

但艺术门类却无大小，我们既然是评论类评奖，评论文章的质量应为第一标准，学

术研究不是行政结论，应该允许不同看法的争鸣，且杰出代表是个宽泛的称谓，并

不是排名论座次。所幸的是，我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评委的认同，经无记名投票确

定下来。现代草书四家中，有两位（于右任、卫俊秀）与秦地有关，我的喜悦无以言

表，一回西安便给《西安晚报》记者王亚田去电话，提供了这个好消息，第二天见报

后，在古城的街头巷尾引发了热议。

那以后我便出访印度，待出访归来，披阅积报，一连见到卫老夫子的几条消

息，有关于他书艺评价的热点聚焦，有关于陕西师大为他办展览、召开学术研讨会

的消息和专版，更有一幅特写寿照，配以文字，云卫老近来白发转黑，身体健朗。欣

慰自从中来，即同宇虹、国光驱车府上问候。看到卧床的老人，谈锋甚健，记忆亦

好。对三年前那个小跋所记的故事念念不忘，提出上次赠残联于友有不恭之嫌，一

定要给我再写一幅作品，问什么内容为好。推辞不过，我便随意提出，如能将上次

那幅残联写全，岂不圆满？老人灿笑于颜，一迭连声道好极好极。宇虹铺纸研墨，我

和国光搀扶左右，到底年事太高，卫老夫子脚软手颤挪到书案之前，让人好一阵心

疼。但一握住笔，老人眼里便有了光彩，只见他运笔如剑，写下——

金石不随波，

松柏知岁寒。

十个字如帖如碑，镌于宣纸之上。我谓老夫子，这次残联终告圆满，算是成却

了一段佳话，何不再作小记？老人颔首再三，又在字右写下一行小跋：“老朽一幅残

联，竟成书坛佳话，不亦快哉！”这20个字写下来，已是汗沁额角了。众友赶紧扶他

躺下，他还嘱咐我，云儒，拜托你再写一段跋。此命怎敢不从？不久写成，放入《临

池小札》专栏发表。这次看卫夫子写字，触发了一点带有震撼力的感想，原来中国

书法真正的价值，远不在孤立的笔墨技巧和流派风格，而在水墨、色彩和书法家特

有的生命状态相结合的深度和方式。

那天分别时，他执意要爬起来送，我们坚决挡住，还是送到单元门外，扶着楼

梯扶手望我们下楼，一再叮咛走好。这位曾被社会剥夺了起码尊重的老人，却那么

看重和尊重别人。我们下到一楼，但见校园冬阳正盛，金色的残叶上溢满了灿烂。

不久卫老夫子便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写，也写不成字了。令人痛

惜的是，在医院进进出出一年多以后，这位被社会亏欠太多的老人，终于告别了这

个他多有奉献的世界。

但这个世界不会忘记他，永远！

2009年 6月 27日，西安不散居



卫俊秀先生是我国 20 世纪光辉灿烂的草书巨星，是研究鲁迅的著

名学者，是学高德正旺为师表的教育家。

先生是山西襄汾景村人，193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教育学院中文系，

之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不过，他投入精力、花费心血最

多的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他敬重鲁迅精神的勇气、人品的高尚风

骨，钦慕鲁迅的思想情操、学识文章，心里有深深的鲁迅情结。他给自己

取字子英，而以“若鲁”、“景迅”为号，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

能止，然心向往之”！1943年先生将所著《庄子与鲁迅》书稿送重庆，请郭

沫若指教，郭看后不胜惊叹，连称“甚善！甚善！”

1949 年新中国诞生。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卫先生走上了西安高级

中学的讲台，耕耘播种，栽桃育李，传道授业，为新兴的教育事业呕心沥

血，而对鲁迅《秋夜》、《风筝》、《药》等作品的研究，已到收获的季节，一

篇篇思想深邃、见解独到的论文相继在《西北教育》等报刊发表。1954年

他的专著，也是全国第一部研究鲁迅《野草》的专著《鲁迅〈野草〉探索》

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立即在学术界、文学界、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年秋先生即被调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人们都相信像先生这样志存高远，才华横溢，年富力强，有大境界的

人，一定能成就人生的大事业、大学问。然而，出乎所有善良人的意料，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铸成，无数优秀知识分子遭到残酷迫害，

卫先生因研究鲁迅被打成“胡风分子”受尽摧残。“惊风乱飐芙蓉水，密

雨斜侵薜苈墙”，自为僇人，便厄运不断，灾祸连连，被清洗出教师队伍，

以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劳教”，后遣返农村管制劳动。时而远窜遐

荒，时而流配朔漠，受尽凌虐屈辱，至于饥寒劳苦更不待言！“金剑已尘

埋，壮志蒿莱”，先生的理想毁灭了，无休止的抄家，把他辛辛苦苦收集

整理的资料，用心血汗水写成的书稿洗劫一空，毁弃殆尽！西汉时，苏武

被匈奴流放到贝加尔湖一带牧羊，餐雪卧冰19年而还，而先生蒙冤罹难

整整24个春秋，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恢复了做“人”的资格！

春天终于来了，来得太晚了！看先生“尘满面，鬓如霜”，72 岁高龄，

垂垂老矣！

人生能有几个 24 年？24 年整整 8760 个日日夜夜呀，就这样被长官

意志，被荒唐而有血腥的政治运动断送掉了，这是多大的人生悲剧哟！

我为卫先生而扼腕，为卫先生一哭！

不过，卫先生终究没有被打倒，没有被暴力屈服。他有一段话很精

彩，很值得我们去玩味深思。他说：“精神不能垮，不能散。无论多困苦，

不抱怨，甚至要欢迎逆境，可长我志气，增我毅力；顺流而下，哪个人不

会！逆流而上，大勇者难能。大起来，高起来！内省无咎，又有何惧！人若

无德，纵然顺境也会自毁。我在农村，垂云欲暮，寒气逼人，反锁破蓬门

念书，向往诗人的高大，哲人的通晓，学者的气宇，英杰的豪迈。一入书

境，心无滞碍，清心爽朗如中秋明镜，万事拨得开，放得下，怡然自适。”

正因为先生有如此情怀，这般境界，纵然身陷囹圄也能“鼎镬甘如饴”，

“阴阳不能贼”（宋·文天祥《正气歌》），从不自暴自弃，消极沉沦。研究鲁



迅、研究文学没有条件，那就钻研书法吧！因为书法艺术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

华，是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且自己与书法早已结下不解之缘，幼年弄柔翰，少

年拜名师，墨池临帖，博采众长，对傅山“作字先作人”的为书之道尤为赞同，心领

神会，身体力行，不但书法造诣日见精进，品德修养也达到了无愧于屋漏的高度，

1947年出版的《傅山论书法》给书法界带来了清新之气，受到世人高度赞誉。汉字

书法独具特色，是艺海奇珍，因为是民族的，所以是世界的。在书法天空，群星争

辉；在书法园地，异彩纷呈。但艺无止境，不少难题尚未解决，譬如草书与碑体的融

合统一就是书法发展途中的重大课题。许多书法家意识到了，但没有解决。卫先生

在被专政的漫长岁月里，在北碑入草的处女地上开始了艰苦的拓荒耕作。他是凭

着浩然正气，凭着对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书法艺术的无比热爱而坚持、而创造，而

使自己的人格升华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是的，身可缚，心难囚，他的精

神、他的智慧依然在艺术的天空纵横驰骋。在劳改期间，在服苦役的间歇，便以无

我之境观自然之奥妙，察山川之雄奇，思前人书法之绝艺，悟创新立异之真谛。没

有笔，折枝为笔；没有纸，以地为纸，琢磨着，实践着，夜以继日，寒暑不辍，终于破

茧成蝶，将王铎、傅山的一路狂草与北碑的厚重朴拙熔铸为一体。师古而不泥古，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草书的发展，由楷而行而小草而章草而大草，卫俊秀先生则确

立了碑派书法体系。

我于书法实属门外汉，但观卫先生的字，铁画银钩，力劲气厚，雄古深邃，如虬

龙媚姿，如根节裂石，其曲折之曼妙，吞吐之气势，涵茹之韵致，亦如鹤翔风翳。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卫先生承传了民族文化，弘扬光大了民

族文化，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赠给人们的是美，其贡献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式

的，我为先生击节，为先生礼赞！

重获新生后，卫先生理论研究、书法创作的热情百倍高涨。“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研究庄子、鲁迅、傅山以及时事、书法的精彩文章时见报端，后

收入《卫俊秀学术论集》和《居约心语》等书。其书法创作专辑数十种相继问世，不

少书法精品被美国、日本和我国首都美术馆、中南海、故宫博物院、文宝斋永久性

收藏。国内外众多书画团体争相举办“卫俊秀书法作品展”、“卫俊秀书法作品集理

论研究讨论会”，更有许多名牌大学、艺术史馆聘请他做教授、顾问，名震遐迩，蜚

声海外。

我常想，如果当年没有那本不该有的政治斗争，我们的社会一直像现今这样

温馨和谐，知识分子不受歧视，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多好！那人们的创造力、人们的

聪明才智将得到无穷无尽的发挥，卫俊秀对社会、对民族文化的贡献一定会更丰

富、更卓越！

郑板桥《竹石》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尔东西南北风。”这不正是卫先生一生的写照么？先生正是有对人生的自信，对真

善美的追求，对文明进步的渴望，所以“饮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穷且益

坚，不坠青云之志”，终于成就了大事业、大学问。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豪气、韧劲、毅力，那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们呢？还有什么

奇迹创造不出来呢？因为并非每个人都“立根原在破岩中”，起码我们不会有卫先

生那种厄运。卫先生在困厄中的奋争和成功，应该给我们以启迪，以鞭策，以激励。

2002 年，94 岁高龄的卫先生辞世了，巨星陨落，书法界、学术界、教育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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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天下识与不识者皆为垂涕，先生亦不朽矣！

卫老曾说，他一生颇多磨难，“但最难忘怀的，莫过于在西安高级中学执教的

那段美好时光”。这话让西高人倍感亲切和温暖。

现在卫老先生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道德文章、治学态度，尤其是在逆

境中不甘沉沦，顽强生活，不屈不挠，奋斗不止的精神，将永远垂范后人，思卫老师

之坎坷的人生，敬卫老师之精神品节，见贤思齐之心油然而生，这当是我们后来师

生之必然感慨；立“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志，更应该是百年名校师生再铸新的百年

辉煌的必然追求。

今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学校特组织上世纪50年代初的校友、同事撰文

纪念，并将个人收藏的卫老书法墨宝影印成册，出版刊行，以弘扬西高精神，学习

卫老风范，告慰大师英灵。

汾水之英，秦晋之光，德学书寿，群仰世藏，一代师表，永世流芳。



当代著名书法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陕西省文史馆名誉馆员，陕西师范大学教

授卫俊秀先生，因病于2002年5月29日上午9时40分逝世，享年94岁。

卫俊秀先生1909年元月7日生于山西省襄汾县景村。幼失怙恃，赖兄姊照顾。17

岁高小毕业，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该校教师颇多名流，受知启迪，奠定学习基础。

1931年毕业，第二年考入山西大学文学院，深入研读《庄子》与鲁迅，一心治学。1936

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太原晋绥绥靖公署参事室工作。1937年7月抗日军兴，即回本县

参加抗敌宣传工作。1939 年 4 月 9 日日军突袭景村，残杀乡亲，先生目睹惨景，民族

仇，同胞难，益坚其抗敌兴华之志。是年6月由晋来陕，由友人介绍任黄埔军校七分

校逻辑学教官。1949 年任教于西安高级中学。1950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4 年调

入陕西师范学院讲授中国现代文学。

先生服膺傅山，景慕鲁迅。1947 年出版《傅山论书法》，弘扬其“作字先作人”之

理。1954 年出版《鲁迅〈野草〉探索》。此书为国内研究《野草》的第一部专著，备受专

家推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仅因该书由上海泥土出版社出版，而将先生株连于胡

风冤案之中，由此苦难20余年。从1958年起，先后劳动于陕西北及其家乡一带。1979

年始平反昭雪，落实回陕西师范大学。1980 年以后，先生书名始日升扬。1982 年初，

先生倡导成立陕西师范大学书画研究会，被公推为会长。

先生回校以后，多处争聘，其大者有：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西安联大等校客

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考试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鲁迅学会顾问，陕西老年

书画学会名誉理事长等。

自古磨难出雄才。先生一生充满坎坷而奋斗不息，身处逆境而自强，屡忧患而勇

进，激扬中华人文传统精神，坚持民族刚毅正气，自勉自励，报效祖国。从而在鲁迅研

究、《庄子》研究、书法教育方面享誉海内外。

先生书法之所以驰名当代，不仅因其以书见志，以书立人，以书宣传爱我中华；

不仅因其广师多家、推陈创新，尤其突出的是因其融草化魏，在碑帖兼容、实践上取

得独特的成就，以是声誉日著，作品广为海内外众多单位与个人争相珍藏。其书法作

品专集，至今已出版6种以上，其他著作亦将陆续汇集出版。

先生一生始终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关心青年，时时教以爱

我中华之大义，积极弘扬中华精神文明。晚年尤对《庄子》研究不懈，见解精辟，令人

耳目一新。先生为人正直善良，平易近人，性情直率，坦诚待友，爱美如痴，疾恶如仇，

处贫贱而不戚，视名利如浮云。平日关心国内外大事，晚年尤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

复活。德学书寿，人人敬仰，一代师表，永世流芳。





人生简历

1909 年生于山西省襄陵县，今襄汾县。5 岁丧母，12 岁丧父，依靠两

个姐姐喂养红枣成人。14 岁两个姐姐相继去世，悲观至于无意于人生。

此时已由家兄送入县立第四高等小学读书。习书，热爱鲁迅，从此时开

始。80个春秋，演的都是悲剧，而且愈演愈深、愈烈。寡言，惯于思考。

艺术简历

1925年夏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六年制。书法课由山西省著名书法家

常赞春讲授，由柳到颜，日习十张大字，三年中从未中断，只在解闷散

心，别无他念。进入后三年，习傅山行草，兴趣更炽，李北海、褚遂良……

汉隶魏碑都写。常先生又为讲金石学。时时请教双学士田润霖先生，能

书百种字体，颇收到教益。对魏碑、黄山谷，不遗余力。1936年在大学时，

临《右任墨缘》三通。1960 年在陕北劳教时，在原始森林工作，饱受大自

然界的恩赐，深味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道。80年代回陕西师大后，

幸承李绵校长的关怀，有机会在图书馆工作，亲手整理过千种汉魏隋唐

墓志，深吾心矣。并成立校书画研究会，不敢不勉。

学术简历

在国师学习后三年中分科，我进入中文科。对诸子百家，恣情披阅，

尤其是对老庄道家之学，至今须臾不止，尔后写成一本《漆园文学新

论》，或名《庄子与鲁迅》。亲自9次修改，由20万字缩短为15万，部分经

过郭沫若先生批示，有萧鸣籁先生的长序，至今耿耿，可惜 1962 年回校

后，保管同志说合校时丢失了！再痛心，奈何！

研读鲁迅书十多年，杂文《准风月谈》由剪报到出版，其中有若干篇

都可以背过。1954 年底，所作《鲁迅〈野草〉探索》一书由上海泥土社出

版，此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宋朝的理学，清代的汉学，都是所喜研的学问。例如戴震（字东原）、

颜习斋，诸大师都是对我大有影响的人物。国师后三年分入文科后，教

师张敦囿先生（北大中文系毕业）给我们讲过庄子《天下篇》、《齐物论》

以及《文心雕龙》最后的十多篇，对我的治学着实起了绝大的作用。尊师

重道，用不着提倡，像这样的老师，不尊重，良心上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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