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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纪念文集，是多位作者追忆自己曾接触过的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孙之俊先生。
    作为他的女儿，我只与父亲共同生活了二十一年，今年是他诞辰105周年。
二十一年近距离的生活留给我的是具体实在、鲜活生动的记忆；而四十五年阴阳两界渺渺茫茫的思念
，却让我从历史的、社会的、客观的角度冷静地理解了他。
这种理解是从他的画作和文章中得到的，特别是近些年对父亲漫画作品的梳理。
    行为与艺术    我家的院子位于北京现在复兴门立交桥的东南，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位置。
那里原有几条胡同：嘉祥里、坑（读“炕”）眼井儿、柳树井儿等等。
柳树井丙5号，后来改为23号的院就是我的家。
大约在1942年，父亲买了这里的四分空地，自己盖了这个院子，用母亲的话说，燕子啄泥般的搭了个
窝。
院子正南正北，四四方方，白墙青裙，朴素整洁。
虽说是灰平台的屋顶，但因为屋顶四周高起的女儿墙和设计成陡砖的门窗上下沿，显得十分疏朗且有
些洋气，所以我家的房契上写的是“西式灰平台”。
因为只有北房和南房，院子显得很宽敞，东西两侧种了很多的树，有丁香、海棠、樱桃、山桃、枣树
、桑树、柳树和槐树，再加上应时当令的花草，从春到秋花香不断，浓荫密布，十分惬意。
蝴蝶、蜻蜓、萤火虫⋯⋯给我们的院子平添了几分诗意和乐趣。
条砖铺成的甬路组成了很大的一个“工”字，顺着南北墙沿儿将院内有土的部分分割成东西两块。
铺甬路用的是极普通的灰条砖，但是因为父亲设计了非常有特色的几何纹样，所以显得很突出。
记得小时候，大雨过后，我站在中间的甬路上，看着东西两边院内的积水，映着蓝天白云，纷纷过墙
而来的蝴蝶，想起了杨柳青年画上的景致，不止一次地恳求父亲修两个小凉亭，仿佛我也可以走进画
里似的。
满足不了我的奢望，父亲就给我买了一只小乌龟，平日在罐里养着。
只要一下雨，我就赶着它从院北头爬到院南头而且嘴里还喊着：“下雨喽，冒泡喽，王八戴个草帽喽
！
”反正乌龟和王八也差不太多⋯⋯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温馨，整洁疏朗，凝聚着主人的心血，显
示着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了解父亲的人都知道，一丝不苟、干净利落是他一惯的作风，严格的唯美是他永远的追求。
    有一年夏天，一阵暴风雨过后，院内靠东墙的一棵榆树倒了。
雨刚停，父亲立刻拿着斧锯去收拾那棵树。
我和小伙伴们也高高兴兴地跑过去帮忙。
他让我们把带着许多叶子的枝子撇下来，收集到一块儿，拽到院外垃圾站去。
刚刚下过雨的院子，凉爽清新，几只蜻蜒飞来飞去，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在夕阳下闪着水光。
我们一趟趟连说带笑地把碎枝子拖到院外，因为叶子很湿，枝枝杈杈的，刮蹭得脸上身上都是水，有
的树叶还贴到脸上、胳膊上，但是我们干得特别起劲，还互相取笑着。
此时我突然发现，父亲已经连砍带锯地把大榆树截成了大大小小的十多段。
我好奇的问他干什么？
他一边干着一边跟我说，“你看着啊，我给你搭个俄罗斯式的篱笆！
”    俄罗斯式的篱笆什么样子啊？
我期待着。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在院里干上了。
他用截成两段的一米多长的粗树干一根顶住南边院墙，一根顶在影壁墙的东边，斜插着。
两根主干固定到两墙之后，又挑了一根最长的大树枝固定在上面，成为篱笆墙的上沿儿，形成了一个
不规则的三角形，再用铅丝给牢稳，大大小小的枝杈被他错落有致地编插在这几根主干之间，一个颇
具风格的篱笆墙就初见模样了。
此时影壁的东头和南墙之间被封闭了，我们觉得很新鲜，跑来跑去地从缝隙中互相扒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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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枝干都没有经过加工，保留着它们歪歪斜斜的基本形态，再加上粗糙的榆树皮斑驳肌理，真
是别有一番沧桑的情调，非常像电影《静静的顿河》镜头中表现的那种感觉。
见景生情，我觉得自己也进入了俄罗斯电影的情境，顿时平添了许多联想：歌曲的旋律，集体农庄的
场景，乡村女教师⋯⋯童话和苏联小说中的人物：娜达莎、卡秋莎⋯⋯涌现在眼前，兴奋不已。
事后，我找出一件当时流行的苏式背带裙，还特地找了个小草帽戴上，拍了一张我想像的俄罗斯童话
中的小姑娘的照片⋯⋯    ⋯⋯    在这本文集中有印尼归国华侨女八中时的同班同学陈春卿的文章，有
赵洁、郑秀岩等老同学的文章，都表达出对我父母亲的深情。
特别是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特级教师孙蒲远，她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刚一听到孙先生的遭遇怎么也不
相信，看到大街上走的有些像孙先生的人就会追上去看一看是不是他，难道真的就永远见不到了吗⋯
⋯”我看着她满含眼泪的双眼⋯⋯    看看文集中这些普通的善良的老朋友、老学生的文章就能知道，
他们是以多么真诚，多么朴素的爱去回报那远去的孙老师，孙先生⋯⋯多么淳朴的人们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国力增强，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人文方面，在加强
凝聚力方面，在反腐倡廉方面，在和谐发展方面，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等诸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
做为我，既为人子女，又为人父母，并且做过多年教师的人来说，我是多么真诚地期盼着，我们的孩
子们能够在一种博爱与仁爱的环境中，丢弃沉重的负荷，找回那快乐的青少年生活，特别是不必去应
试什么，而恢复天然的，纯真的心态健康地成长啊！
    我想一本能真诚地记录人们亲身感受的真实文字是一定能传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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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不识君妄作评    常振国    日前，挚友武冀平先生邀我写一篇纪念孙之俊先生的文字。
我与孙先生不曾相识，感觉无从下笔。
后又接到孙先生爱女燕华女士寄来不少关于孙先生的资料，特别是孙先生的漫画作品、撰写的文章，
以及他坎坷一生的介绍，拜读后，心中不禁为之一震，思绪万千，感触颇多。
    先说说孙先生的漫画。
张振仕先生认为，孙先生“是继丰子恺之后，漫画界承前启后的人物”；华君武先生认为，漫画史上
应该有孙先生一笔。
何谓“承前启后”？
“一笔”又该是多重的分量？
这要靠事实说话，要靠实力证明。
孙先生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漫画的创作，一画就是20多年，从未间断，数千幅作品，涉
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心贴心。
仔细观摩孙先生的作品，你会发现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篇篇有“灵魂”，无论用墨多少，笔触所
及，处处可见先生闪动着的思想火花。
1933年底，当时的伪满政府宣告次年将实行帝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为此，孙先生创作了一篇《把戏》的作品，发表在《北洋画报》上。
画面上一把“龙椅”架在一根三折的支杆上，画面右下侧，梦想登基的溥仪正双手扶着云梯，准备攀
爬上去。
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位要耍杂耍的。
再一琢磨，忍不住哑然失笑。
这幅作品，画面虽十分简洁，但表现的却非常生动，它向世人宣告：“称帝”不过是一场闹剧，伪满
政府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危如累卵，是一定会遭到全体国人反对的。
这幅作品的名字也起的好，“把戏”二字，不仅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此事的嘲讽、轻蔑，而且也道出了
人民大众的心声。
作者的思想火花，点燃了亿万百姓胸中郁闷已久的愤怒之火，犹如一把匕首，直入反历史潮流而动分
子的心窝！
除了带有强烈社会政治题材的作品外，即使是一些反映日常生活的“小品”，孙先生也是“按着现社
会现环境的需要去做”，“是给人指示出现社会是非善恶的，是给人开心遣兴的”。
比如《浪漫派》、《真正的音乐迷》、《野花恋不得》等等。
    说起漫画，一般认为似乎不需要太深的艺术功底，但我觉得这种说法欠妥。
以我的理解，漫画是用最简练的笔墨（线条），融人最机警的智慧，采用艺术的手段，用夸张、用变
形来实现作者的“目的”。
我们在评论文学大家的时候，常常钦佩他们能用最通俗、最节省的文字表达出最深邃的理念，刻画出
最鲜活的人物，描述出最生动的故事。
我以为漫画与文学之间应该是相通的，由此来评判漫画家尤为恰当。
问题是社会上确有一些冒牌的漫画家，他们以漫画作幌子，掩盖着自己拙劣的画技。
对此，孙先生有过严肃的批评，他说：“在报纸、杂志上常见到有许多作品是真稚拙而冒充古拙，在
这种糟漫画上无论由那一处着眼都差，第一既是画就得画的好，那么构成一幅好画的条件至少也得有
那么几条，但是一条也没有，那么再从漫上着眼或者可以得到一点轻快的感觉，但是又感到是糊涂，
我之所谓糊涂不是心里没有成见，想不出一个准章程来，而是记忆不清，手不驯服，看得太少，稀里
糊涂凑合上的叫做糊涂，糊涂还有什么意思。
”今天我们观赏着孙先生的作品，品味着孙先生半个世纪以前讲过的话，再耐下心来认真考评一下当
下的漫画作品和众多的漫画家们，我们会做何感想呢？
    再说说了解了孙先生的一生后，自己的点滴感触吧。
解放前，孙先生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就开始漫画创作，那时他不过20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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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表的作品和他的交往活动看，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幻想、思想活跃、勇于开创的有志青年，
可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义愤填膺，挥笔创作了《国人速醒》、《1933》、《五三》、《无题》
、《大家还不快醒吗》；面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军阀混战和腐败的官僚政府，他无情揭露，创作了
《新年漫画》、《今日之内战》、《怎么瞧不见呢》《黑白》；面对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他充满同
情，创作了《报考一名职员》、《都市之冬》、《民生》、《无衣无食腊月怎挨》；对社会上的一些
其他问题，他同样十分关注，疾恶如仇，导人为善。
    终结孙先生漫画创作生涯的是50年代初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孙先生因为创作《武训画传》受到株连。
武训是一个乞丐，为了让穷人的孩子也能有书读，他倾其所有，将乞讨来的钱全部用来办学校。
孙先生深深被武训的所为以及他的这种精神感动，曾先后三次创作武训这个人物，可见他内心深处蕴
藏着多么大的热量。
但是一场无情的、毫无道理的批判，犹如一盆冰水灌顶，彻底浇灭了他满腔的激情！
可以想见，他当时的那种无奈、委屈、痛苦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
而这种难言的痛苦，我深信，是语言难以表达的。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也是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
或许是这场批判，让孙先生懂得了什么，他竟由此合弃了前半生所钟爱的漫画创作，转身投入到教师
的行列，全身心地去教书育人。
默默无闻，兢兢业业。
这是不是他在以另一种方式去实现他的追求？
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一次毁灭了他的理想。
孙先生可能万万想不到，他连一名“教书匠”都不能当了，而转瞬间竟成了“反革命分子”。
当所有的一切都已绝望，老家院内的葡萄架便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孙先生的一生实在令人同情，同时也让人心情沉痛，引人思考。
孙先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才华横溢，积极向上的热血青年，只因“莫须有”的罪
名被逐入另册。
他的一生，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极左路线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迫害，看到了当年文化政策所带来
的恶果。
读了他的一生，使人掩卷之余，总有一种更深邃的东西缠绕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酸甜苦辣，难以
言语。
    “我不识君妄作评”。
拉拉杂杂的写了以上这些，略表我对孙之俊先生的景仰之情，或许也算是对先生的一点纪念吧。
    常振国  华龄出版社社长，编审。
中国出版社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P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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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纪念文集终于出版了！
可能许多篇文章的作者，或以为无望，或已不耐烦了。
确实从2007年末筹集至今，过去了五个年头，时间太长了，真抱歉！
做为孙之俊先生的女儿，在此我由衷地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和协助过我的人！
    2007年12月2日—9日我们在太庙举办了《纪念孙之俊先生诞辰百周年作品回顾展》，当时我便与武
冀平、冯大彪等先生商量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把现场观众——绝大多数是孙先生的老友和学生的感受
整理成书，留给后人。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有过那么一批朝气蓬勃，颇有作为的中国知
识分子，而孙之俊先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孙先生的学生们——生活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直到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怎样走过来的！
几代人的经历、认识和感受，在这本书里能够得到真实的展现。
这个想法实现了。
    真实，是这本书具有历史价值和生命力的原因。
因为所有的作者都不是在吹捧一位当下大红大紫或者已经镌刻青史的“名人”。
他们描述的完全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的感受。
。
无论是对几十年前生活的回味，还是在刚刚看过孙先生作品后的惊讶，都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而在这种真情实感的追述中，没有套话，没有假话，没有恭维之词，只有客观，只有坦诚，只有真情
。
    近百年的历史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多变的一段，不仅“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改革
开放”也是“绝无仅有”的。
既便是罗贯中在世，也很难编纂出一本类似《三国演义》的巨著来描述，因为它很难用“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几个字来概括和体现。
从慈禧、光绪到孙中山、袁世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合作以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
新中国成立⋯⋯如果一定要描述这百年来的悲壮与辉煌，我想是否应该归为：“进而又退，退而又进
”呢？
！
    孙之俊先生生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直到1966年。
他的漫画创作（1927年—1949年）长达二十二年；他的连环画创作（1936年—1966年）长达三十年。
漫画表达了他个人对社会、人生、国事、家事的看法和认识；而连环画则必须按照文稿来创作，因此
一方面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倾向，比如五十年代的前苏联故事的
大量创作和出版发行——那正是中苏友好的时代。
    孙先生的速写本因为借给了学生董晓山才幸存下来，那张张画面都成为孙先生情感和绘画功力的展
示，至今这个本子成为他所有写生稿的唯一记录了。
    孙先生的几幅水彩画也是老友，老学生回赠的，虽然少得可怜，但是精彩的让人过目不忘⋯⋯    周
恩来总理在组织老一辈政协委员写回忆录时曾提出“三亲”的原则，即“亲历、亲见、亲闻”。
文集作者中的张启仁、丁冷、孙静、于东海、阎少青、穆家麒都符合“三亲”的要求，至于姜化善，
作为出生于1940年的姜震瀛先生之子，也是“亲闻”与“亲见”的小小旁观者，因为当时他已六七岁
了。
    遗憾的是于东海、阎少青先生过世较早。
我请他们写回忆文章时是八十年代初，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认识和评价还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更何况
二位当时也是刚刚从外地返京，落实政策不久，惊魂未定之际。
看他们的行文仿佛依然在写“文革”中的证明或交代材料。
只有穆家麒先生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从容淡定中写完了他的《画缘琴梦录》。
从我节选出来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平静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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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做地下工作这一段中，穆先生只是“下线”之一，但他回忆得却最具体、细致。
    我的姨姨丁冷和大姐孙静是对我父亲孙之俊影响很大的人。
如果没有1942年丁冷被派遣人北平，父亲没有机会参加到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的队伍中，也就没有机
会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
以至到1945年他跟随丁冷到中共华北城工部见到刘仁同志后，倍受鼓舞，才有了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所
做的工作。
做为艺术家，特别是漫画家，在孙之俊先生创作的《戏剧人生》和《老鼻烟壶》中我们会感到作者内
心的愤懑和革命的激情。
    张启仁先生的文章是对1937年7月3日一7日，由孙之俊等人发起的北平漫画展以及对孙先生的为人最
有说服力的证明和纪念，而这个展览一定会永标漫画史。
    历史，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走出来的；也是由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和生活中的每个人
写出来的。
记录，认识和评价中的偏颇、扭曲、争论、否定和批判都是正常现象，但我们应当力求辩证的、全面
的、客观、公允与平和地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事件，看待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能在这飞扬浮躁的、光怪陆离的社会中，找到一块净土，抛弃那名利场上的喧啸，呼吸着
没有被污染的空气，品饮着清凉的甘泉，认真而仔细地读着这本由86位作者写出来的文集，我想，它
一定会有助于你认识昨天和今天，理解周边的人和事，了解前辈和清醒自己。
因为只有静居于山林，看着几番凋落的红叶，举家食粥的曹雪芹，才能写出他红楼大梦，这就是我在
编辑这本书时的体会。
    最后我要说明几点的是：    1.在各位作者的文章中特别是老学生的文章中多次对孙先生的外貌进行了
描述，重复较多，因此我们进行了部分删节，在此向各位表示歉意。
对雷同的文章题目，我们也进行了调整。
    2.对各位文章中所提到的孙之俊先生的漫画部分，能随文章排版的尽量排入文中，多人提到的作品
，我们按照其发表的时间顺序另行排列，这样做虽然使读者会感到一些不便，但避免了一幅作品重复
出现的问题。
    3.注明武冀平先生撰文之外的说明文字均由我撰写，如有不妥，由我负责。
    4.孙之俊先生的链接资料较多，我们仅选出与文章内容相关的部分，供大家参考。
    最后请让我再一次向每位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特别感谢武冀平、冯大彪、沈念乐等先生的支持和
帮助。
感谢学苑出版社对我的理解，实现了我和所有作者的心愿。
    孙燕华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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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记住的纪念——孙之俊纪念文集》是多位作者追忆孙之俊先生（1907-1966）的纪念文集，全书
以“学者篇；亲故篇；学子篇；附录”组成的纪念文集，文章虽长短不一，但内容翔实生动，富有感
染力。
孙之俊先生的女儿孙燕华为本文作长文跋，更是感人至深。
书后并附有孙之俊先生生平年表、主要漫画作品一览表。
本书对于认识和了解我国现代漫画和连环画的先驱者之一的孙之俊先生提供了多角度材料，了解他的
为人和艺术成就具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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