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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元化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学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
王元化同志热爱党，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受住了各种风
浪的考验。
他实事求是，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恪尽职守，忘我工作，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朴素，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保持了共产党人良好的政治本色和高尚的
道德情操。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
 王元化同志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
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颇有建树。
 王元化同志的著述，浸透着他的真诚和对学术的锲而不舍，以数十年功力锤炼之睿智，怀抱真挚的现
实关切，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深刻反思，发而为文，或如一石投潭，激起涟漪无数；或如一纸甫行
，引领学界风尚。
体现着对“有思想之学术，有学术之思想”的一贯追求。
他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反思。
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先导性贡献。
 本书是王元化同志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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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媒体纪念文章摘录  悼念追思文章目录一览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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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吾友吾师　　王元化与书法①　　陈念云　　戊寅春节，我与束纫秋同志同去清园，向
王元化同志拜年。
拱手互祝健康长寿后，元化同志忽有挥毫雅兴，即磨墨展纸，悬腕挥洒起来。
那天，他写的第一副对子是送给我的，集的是陆士衡《文赋》句，上联为“收百世阙文”，下联为“
采千载遗韵”。
这副对子写得笔酣墨饱，神驰情纵，既超逸挺秀，又洒脱昂扬，他自感也比较满意。
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元化画传》，就选此联作为他近年的书法代表作之一。
那天，我捧此联回家后，即请人精工装裱，然后一直悬挂于书斋。
我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朝夕晤对此联，只感到自己距此联的要求太远，惭愧惶悚，自不待言，只能
把它作为座右铭，经常以此自劾自勉。
　　有了此联，这些年朋辈来我书斋小坐，元化同志的书法问题就常常成为我们热烈的话题。
我们都熟知元化同志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研究成果驰誉海内外；对韩非、龚自珍等的研究也
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他对外国文艺的研究则涉及罗曼?罗兰、契诃夫、莎士比亚等诸大家。
我们特别钦佩元化同志在受到冤案牵连，被隔离审查期间，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开始对黑格尔
哲学的研究，而且收获丰硕。
此外，元化同志对“五四”精神的研究，更是贯串了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在近代思想史研究方面写
下了重要的一页，对中国文化建设、思想建设乃至政治建设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学术研究之外，我们对元化同志的书法所见不多，比较陌生。
　　一直到近几年，各媒体报刊经常刊出他的书法作品，才引起我们的注意。
特别是，我们还先后看到有多位书法家，包括舒同、赵潜、胡铁生等出版书法集，都请元化同志或在
卷首作序，或在卷尾作跋。
书画家刘旦宅出版书画集，作序者也是元化同志。
可见其在书画界的影响。
但是对元化同志书法的渊源如何，特点和成就如何，以及他对书法艺术的看法如何等等，我们确是不
甚了了，知之甚少。
有时我们有机会同元化同志聊天，聊到这些问题时，很希望他能进一步谈谈，但他总是一再申明：“
我只是个书法爱好者，我不是书法家”，不肯进一步谈下去。
后来我才理解，这倒不是他的过分谦虚。
上世纪80年代初郭绍虞先生任上海市书法界协会副主席，曾邀请他参加协会，他也坚决谢辞，说：“
我从未从哪位书法家正规地系统地学过书法，我不够格。
”可见，他为学和为人的严谨。
　　但是，元化同志今天毕竟能写得一手好字，这究竟从何而来?有一次，他在谈到童年生活时，却不
自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原来他在童年时期，对练习书法，学好写毛笔字，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那时，他读的小学都设置有书法课，上书法课主要是临帖，规定学生每课必须交“九宫格”大楷一张
，由老师阅批。
那时他父亲芳荃公对他督教也很严，芳荃公精于英语，赴美留学获硕士学位后一直在清华执教。
但奇怪的是，芳荃公尽管自己精于英语，却没有把儿子从小就培养成英语人才的意思，相反，对他一
直强调要学好中华民族传统的悠久的灿烂的文化，包括练好书法。
因此，他童年时每天晨起盥洗后就开始练书法，他父亲经常亲自从旁指点，包括端正写字时的姿势。
那时写字很讲究姿势，至今他还记得有个顺口溜：第一句是“怀中放只斗”（意思是写字时不能有气
无力地把身体靠在桌子边上，而是要胸怀临空，其空间可容一只升斗）；第二句是“腿开窜出狗”（
意思是写字时两腿不能靠紧，要有一定距离，可容得一只狗窜进窜出）；第三句是“背后夺笔不撒手
”（意思是握笔要有力，即使有人乘你不备想从背后夺走你的笔，也不会撒手被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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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教书法，还一直强调从碑人手，所以他自幼练书法，着重写魏碑，临摹《龙门二十品》的时间
就比较长，前些年他去龙门参观，就曾在龙门石窟古阳洞“十九品”碑旁徘徊久久，勾起不少童年生
活的回忆。
　　由于元化同志的兴趣比较广泛，除魏碑外，二王、苏、黄、米、蔡、颜、柳、欧的碑拓，他都练
过。
有一段时间，他还写隶书篆字，偶然也写小楷《灵飞经》。
他这样不分寒暑地练，进步就比较快。
他的书法作业常常得到老师的好评，经常给打双圈，有时还能得三圈。
父亲的同事朋友看到他写的字，也常给予鼓励。
过去他对父亲督教他学好中国古文化不大理解，后来才逐步意识到，这是他父亲受到清华园里好多大
学问家的影响，这些大学问家包括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
父亲认为他们的学问博大精深，对我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受到人们普遍敬
重。
父亲希望他从小也能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争取将来有所成就，这应该说是父亲对他的苦心所在。
但是，从他练习书法的经历来看，他自己认为是辜负了父亲的一番苦心和深切期望的。
因为在他童年时期，学校重视，父亲督教严，他自己确实也比较努力，因此，用当年的话说，他练书
法的“童子功”基础是打得比较扎实的。
但长大以后，从中学到大学，学校不上书法课了，父亲忙于授课也顾不及他了，他自己也放松了，一
荒疏不知不觉就是十余年。
　　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之命。
成千成万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赶进了“牛棚”。
无论是怎样珍贵的绘画、书法，统统被视为“四旧”，一股脑儿被扫进了垃圾堆。
这不就是大革文化之命吗?然而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冷落已久的毛笔，其时却被纷纷“起用”来写所谓
大批判的大字报。
像元化同志那样早已被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的“牛棚”中人，也被“起用”来用毛笔为革命群众
、“造反战士”抄写大字报。
当时各单位的大字报都恶浪翻滚，铺天盖地，元化同志他们日夜抄写，腰酸背痛，也无可奈何。
特别是大字报的内容，都是恶言秽语，无限上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抄写时内心都非常反感
，但只能默不作声，抄个没完。
现在每忆及这段往事，既感滑稽，又感苦涩，啼笑皆非。
真想不到童年时练的毛笔字会在这场风暴中派上了用场。
元化同志进中学后虽然没再练书法，但他对童年时练书法的“童子功”估价甚高，认为终身受用。
他进中学后，写字都用钢笔代替了毛笔。
人们都认为他的钢笔字写得有规有矩，很是秀美，这就是他童年时写毛笔字打下的基础。
1997年，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拟出版他的《读黑格尔》一书，编辑部同志看到了二十多年前他被隔
离审查时在练习簿上记下的读《小逻辑》的笔记以及读《美学》的笔记，共三百多页，三十多万字，
虽然是钢笔字，但写得清楚端正，很是好看，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涂改，就认为与其排印出版，不如就
将这笔记影印成书，让此书既有阅读价值，又有一定的欣赏价值，这真是个好主意。
这也就是元化同志的《读黑格尔》一书所以会影印出版的由来。
当然，这完全应该归功于当年他练书法时所打下的“童子功”的基础。
现在，他这套读书笔记已由上海图书馆作为名人手迹收藏。
　　至于元化同志正儿八经地写书法，据我所知，是在1993年他回家乡湖北江陵之行以后。
那时，他整理出四千多册藏书，捐给了江陵图书馆。
江陵有关领导就要他回家乡走走看看。
在江陵，不少同志要他写些书法作品留念。
他欣然遵命，先后为江陵图书馆写过馆名匾额，也曾为江陵古迹万寿宝塔的护壁碑廊写了一副对子，
并刻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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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还写了一篇介绍江陵的文章，并把文章写成横幅书法作品，装裱后分送各有关方面。
想不到这些兴到之作，颇得人们的赞赏。
以后，他与师友交往，也就常写些条幅，以留纪念。
如祝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祝钱仲联先生九十晋五寿序以及纪念王蘧常先生百岁诞辰文，他都曾写成
横幅或条幅并予装裱。
沪上各报刊看到后，又拿去制版发表。
于是，元化同志的书法就开始广为流传。
　　不久之前，有报纸刊出多篇文章，议论了当前社会写字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也议论了小学教育
能否考虑恢复书法课的问题。
对此，元化同志认为，社会写字水平普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报纸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社会注意，很
有必要。
书法，大家都认为是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之一。
书法首先有其实用性，人们无论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都离不开书法。
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中，如果字写得不好，就会影响到他的形象，既关系到他的基本素质
，也是他的文化底蕴的表现。
我们的书法，还有其艺术性。
古往今来，多少书法家的书法作品，人们都视为珍宝。
元化同志还曾同我谈到，日本人有自己的文字，也用汉字。
他们在学校教育中，一直重视写字，也重视写好汉字。
他在日本访问时，就曾看到日本的小学生带着笔砚上学的情景，说明他们的小学一直设有写字课，学
校和社团还经常举行写字节，在全社会提倡写好字，包括写汉字。
相比之下，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很明显。
他还谈到，现在也有人认为，书法既然是一门艺术，而要真正成为一个书法家又谈何容易，所以我们
没有必要在学校教育中把每一个年轻人都往书法家的方向去培养。
元化同志认为，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的写字水平普遍下降，这首先影响到实用。
他认为在学校教育中，不妨先从实用的角度来教育学生写好字。
如果在众多的学生中，发现少数或个别的学生对书法特别有兴趣，天赋也比较好，我们就应该给予热
情的关注和帮助，让他们向书法艺术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从而继承好我们优良的书法传统并发扬光大
。
他说，他不是搞教育的，这只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的门外之谈，仅供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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