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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怀着一颗拳拳之心，痛定思痛痛更切。
在此，仅以这本书，来记念我父亲秦似作为革命家、作家、学者、教育家的一生。
应该说，作为文学家，他最为人所知的是杂文，他和他的如同兄长般的挚友聂绀弩，都是继承鲁迅文
风的杂文家。
综观父亲的一生，他经历了诸多的幸与不幸，他有过顺与逆、成功与失败，有过苦与乐，但始终未离
磨难与坎坷，而且是苦多乐少。
他不算太长的69年岁月，跨越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了灾难深重的旧中国、8年抗战的烽火、人
民民主革命运动、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他毅然投身于社会变革、时代前进的洪流，在许许多多重大
的政治风波里，又几乎都处身于风口浪尖，而一直保持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热爱，个性直而不曲
、刚正不阿。
他的历程，可以说是20世纪20至80年代中国历史的一面折光镜；他的命运和我们祖国、民族、人民的
命运紧紧相连，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
从这本书也可以读到许多文化名人的往事。
父亲本人和他周围的人和事，有许多感人的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这些故事，展现了一批驰骋文坛的风云人物的风貌，给人许多关于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但故事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地记录了秦似及其所处的时代的足音。
　　光阴荏苒，父亲离开人世已近22个春秋，是该系统地写些“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文字，完成他的
传记的时候了！
这是母亲与我的亲友及关心父亲的人们的期待；对于现代文学史来说，也是一份有用的资料；对于愿
意了解父亲和他的时代的读者，则是留下一本有益的读物。
　　因为父亲抗战时期参与创办的版面较小而影响很大的刊物，刊名就叫“野草”，他处于风云激荡
的时代，一生颇多坎凛而坚持追求真理与正义，为党为民奋战不息，他的精神正是“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的顽强的“野草精神”的体现，因此我们把本书题名为“疾风劲草”。
　　父亲历尽磨难，在生命的垂暮阶段，还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对于养育我的祖国和哺育我的时
代，永远不能忘情，对于我国饱经风雨的人们今天的和未来的事业，信心丝毫未减，只要我的心脏一
天还在跳动，我依然要在党的领导下，拿起我的笔，倾吐我的心声的，不管我献出来的是甘醇的香槟
，还是带点涩味的苦酒。
(《秦似杂文集前言》)　　他的笔端所抒发的炽热的赤子之心，顽强的奋进精神，高尚的胸怀情操，
至今读来仍然催人泪下，激励着后人继续向前。
　　王小莘　　200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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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似，原名王缉和。
作家、语言学家。
广西博白人。
1940年在桂林任《野草》月刊主编。
后任香港《文汇报》副刊编辑、《野草》丛刊主编。
建国后，历任广西省戏曲改革委员会主任，广西省文联副主席、广西省文化局副局长，中国语言学会
理事。
是中国文联委员、广西语文学会会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
本书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全面地向你讲述了有关秦似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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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暴尾声
十三、更从何处赎年华
 (一)迎来新的春天
 (二)用生命赎取丧失的年华
 (三)晚年的文学创作
十四、甘为“驽马”效桑梓
 (一)野草恋山
 (二)广西语文学界的好带头人
 (三)忘我精神
十五、磊落真情
 (一)感人的亲情
 (二)真挚的友情
 (三)坦荡胸襟
十六、桂山南水咽悲声
 (一)病发京华
 (二)念念不忘工作的危重病人
 (三)飞回广西
 (四)最后的日子
 (五)永远的怀念
后记
附录
 悼秦似——《回忆秦似同志》代序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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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似，原名王缉和，1917年10月15日出生在广西省博白县岐山坡村。
这是祖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小村庄，离博白县城大约二里地，祖先是中原移民，村子的居民全都姓王，
据说远祖是周文王之子王子乔的后裔。
按族谱上记载，先人们因战乱从陕西南迁到福建上杭，经广东、海南，再流徙到广西，定居岐山坡村
。
岐山坡的命名，据说也和西周发祥地“凤鸣岐山”的传说有关。
这样的族史，宣示着这个村庄村民来历的古老、不凡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连语言，这个村子都是特别的，所有的村民都能熟练地讲两种语言：地佬话和客家话。
博白是一个客家大县，客家话也叫新民话，就是取外来移民的语言的意思；地佬话是粤方言的一个分
支，有十种声调，入声有四种，是汉语声调最繁富、人声保存最完整的一种语言。
国内外著名学者、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一代宗师王力(字了一，秦似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
他在法国用法语写的的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即得益于自己的母语。
而秦似后来研究诗韵、汉语词族，除了得益于父亲王力所传之外，也得益于熟练地掌握了两种博白方
言。
　　王力原名王祥瑛，秦似是祥瑛的长子，贞伦公的长孙，所以叫“阿大”，因为五行缺水，小名就
叫“阿水”，王缉和是王力为秦似起的名字。
王家按辈分排行，是淳、叙、贞、祥、缉、熙、善、庆，“阿水”属“缉”字辈，王力按辈分的排字
和长幼顺序给家乡的三个子女命名为“缉和”“缉平”“缉国”，寄寓了他在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
当时，拥护共和，热切盼望国家和平统一的思想。
后来人称秦似为王力的哲嗣。
　　这个村子不算大，只有三十多户，翠竹环绕，绿树成荫，农院屋边，果树枝叶婆娑，品种丰富，
遇上结果的季节，沉甸甸的果子把树枝也压弯了；村后背枕南流江，清澈见底的河水淙淙流淌；岐山
坡其实无山，放眼眺望，可把远远近近一片片迎风招展的稻浪和一方方闪着粼光的池塘收入眼底。
简直是个生态环境优美的鱼米之乡！
但这里的村民并不富裕，富人只有两三户，大多数的人家都在贫困线上挣扎。
因为旧社会三座大山的重压，官僚腐败，生产落后，加上地少人多，又处天涯海角，交通不便，简直
是个穷乡僻壤。
正如秦似在《童年的回忆》中写的：“兵灾、饥馑、疫病、贫穷、愚昧⋯⋯旧中国的一切伤痕，给我
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这也是旧中国农村千千万万儿童生活的写照。
　　秦似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生门第。
他家祖辈几代都有人中过科举功名，但没人当过大官。
祖屋是一座两进的小院，泥墙瓦顶。
一进的右室是王家的书房和客厅，中堂有一幅山水画，画两边有一副集句的对联：　　智者乐仁者寿
格超梅上　　居之安资之深品在竹间客厅左厢房是王力的出生地。
二进是个花厅，正中一张八仙桌，几张木椅，两旁有副楹联：　　天道酬勤　　求知至乐前面的小天
井原来种着桂花、佛手、铁树各一株，还摆着几盆兰花。
花厅右厢房的侧屋，是秦似的出生地。
这是一间小小的泥墙房，只放得下一张秦似父母亲结婚时的中床和母亲陪嫁的几个箱笼、一张一尺左
右宽的小木桌。
门楼不算高，大门口有两个石墩，可供家人和路人坐憩。
正门对出去，有两株果树，一株龙眼，一株木菠萝，丰年时硕果累累。
　　虽然到了王力和他儿子秦似出生时，祖辈已破落，祖屋墙漆剥蚀、字画模糊，花树也不再完整，
但依然充满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有着教人勤学求知、宁静致远的氛围。
这样的环境，培养了几代读书人，其中也不乏有名的学者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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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似的高曾祖父文田公、曾叔祖父方州公、祖父贞伦公，都曾分别取得过贡生、秀才等科举功名
。
但他的曾祖父紫庭公与功名无缘，只以种田、行医为生，听说还会打铁。
由于不善经营，加上人口增加，红白喜事的耗费，不得不把分家时分到自己份下的十多亩地典当出去
相当一部分，家境日趋衰落。
据说到紫庭公去世，家里只剩几亩坡地、一匹瘦马和一副破马鞍。
直到秦似童年，这副破马鞍还丢在柴房里。
祖父贞伦公后改名王炳如，膝下本有四子一女：大子夭折，二子祥瑛根据排行，也叫“阿二”，后改
名王力，三子后改名汇清，四子祥珩，女儿祥碌。
祥碌青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是博白第一批共产党员，但仅仅21岁就因病身亡，剩下王力三兄弟。
　　炳如中秀才后，还没有参加乡试，科举制度就被取消了，他于是考进了县师范传习所，毕业后当
过一年县高小的教师就辞职回家。
他好诗文而不善理家，农活全交给一位长工打理，会行医看病而常常不收诊金，给人写对联、书帖也
分文不取，还常常贴上纸张笔墨费用。
这样虽然他在乡中声誉很好，但家境却困窘到了夏天要把棉被送进当铺的地步。
秦似两岁的时候，炳如公不得不离乡背井，带着妻子儿女到南洋谋生，让继母李贤修、秦似母子留守
旧屋。
炳如一去十多年，在印度尼西亚靠给人看病、开个小药店维持生计，直至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才
回乡。
王力高小毕业即失学，先在家里开了个私塾，教自己弟弟和村里的几个孩子识字读书，后受聘到离
家20里地的山乡大车坪当家塾教师。
由于有家学基础，又得到一位学生家长的14箱书，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地读，靠过人的刻苦勤奋与超
凡的聪颖，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
后来靠村里的“蒸尝”资助，到上海、北京求学，3年跨越了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阶段，紧跟着
又到法国留学，顽强拼搏。
炳如和在南洋的王力的弟妹，靠小店与教书的收入，维持生计与支持王力留学的费用，家里凑不足，
还要在华侨亲友中筹款。
王力留法回来，曾请支持过他的亲友吃饭，表示答谢，但欠的债好久还没还清。
南洋那头，根本无法顾及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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