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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的

首届考生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在

昆明，我有幸认识了中国著名书法

家、纳西族最早的共产党人李群杰。

李群杰 1912 年出生于丽江古

城，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

担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中共云

南省工委书记，是抗战初期中共云

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

成立后，李群杰先后主持省文化厅、

省民委工作，并担任第一届省政协

秘书长。1986 年离休后，又任云南

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云南省书

法家协会主席等职。

相识后，我多次与同事和乡友

去看望李老。他话不多，但每一句

都讲得实实在在。我非常敬佩他的

人生意志和精神，他曾身陷囹圄多

年，但精神状态很好，沉静内敛。

我曾在 2006 年出版的拙著《寻找丽

江之魂》一书中写道：“我想到我

所尊敬的纳西著名书法家李群杰老

先生，他也曾蒙冤入狱多年，但精

神未衰，意志弥坚，出狱后风度深沉，

书法如苍松云鹤，奇气内蕴，那是

一种在人生的大困苦大境界中修炼

过的超拔之气。这两位纳西老者（另

一人指宣科先生）风度气质个性截

然不同，但在人生精神方面，却都

具有一种坚韧异常的力量，或许这

是得之于万年玉龙古雪的一种神奇

风骨吧。”

1990 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

京举行。纳西族东巴文化入选亚运

会艺术节中国少

数民族文化艺术

展览，我应邀担

任此次展览的中

杨福泉

玉龙人杰   君子之风

英文学术讲解。赴京前，我随展览筹备组拜访李老。

他建议，展览在京展出结束后，应回昆明向云南省委、

省政府和各界人士、春城各族民众作一次汇报展出。

1990 年 11 月 6 日，“纳西族东巴文化展”在云南省

博物馆开展，李老欣然担任开幕式主持。

2008 年 1 月 13 日，我与时任云南省民族学会纳

西学研究委员会秘书长木基元到李老家中探望，与他

合影留念。不曾想，这成了我与李老的最后一次见面。

2008 年 5 月 30 日，李老因病去世。

李老曾送我一幅书法作品，上书：“考古酌今，

审时度势，通中法外，舍短取长。”这是李老对我这

个书生的勉励语。我将它挂在书桌前，鼓励自己博采

众长、认真治学，并写了一首悼念的诗，表达我对这

名尊敬的纳西长者的缅怀之情：

一生淡泊志高远，玉龙人杰浩气存。

求学京城图救国，奔波滇云为民生。

纵然此生多波折，天宽地阔君子心。

翰墨波澜气自雄，意境高古有奇韵。

长者风度如清风，旷达一生是哲人。

今日英灵骑鹤去，雪山千秋唤忠魂。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云南省文史

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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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三）与李群杰（右二）在“三多节”上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