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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黄明信先生 

 

李恩奉 ①

1993 年民语组长彭学云跟我说：“黄先生要搬家，跟我一块把黄先生的家具从月坛北街

搬到新家舞蹈学院宿舍。”我当然很乐意。可到了月坛北街家后，才知道他家的大部分家具

已被他女婿搬完了。我和彭学云只帮黄先生收拾了一些零碎家具和生活用品，搬到了舞蹈学

 

 

2017 年 5 月一天，国图民语组组长小全突然给我来电话说：“我组老同志黄明信老先生

去世了，享年 99 岁。”我顿感心里酸酸的，眼睛也模糊起来。何也？因我和黄先生忘年之交

啊！ 

我到原善本部民语组是 1988 年，到民语组后第一个结识的就是黄明信先生，望着老先

生沧桑的面孔和他那说话得体、博学多才、好客热情、为人低调，心中立时对老先生多了几

份敬仰。后来得知黄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期间曾和一大批爱国青年到大后方云南

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求学读书，和我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是同学。在那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

黄先生、任先生等年轻人努力读书，立志科学救国，做到了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他们作为一个书生，尽管没有面对面真刀真枪和敌人厮杀，可他们用另一种方式书写

着自己的爱国热情。 

解放后黄先生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不公待遇和不应有的歧视，甚至遭到牢狱之苦，可黄先

生总是乐观对待，他始终相信寒冷的冬天过去必将有温暖的春天。以后果然如此。黄先生平

了反，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工作。再后来，言语也多了，笑话也多了，评论国事也放松了很

多，脸上常常挂满了笑容，走路也轻松了很多，工作也来了劲，还撰写了不少论文。记得有

几次馆长任继愈先生还特意到民语组找黄明信先生共同探讨西藏佛教方面的问题。此时的黄

先生生活很愉快，精神焕发，已是 80 来岁的人，工作中的精神劲头还真不小，任劳任怨，

不知疲倦。 

                                                             
① 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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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新家。可就这，黄先生和他老伴千恩万谢，非要留下我们吃饭，我和彭学云推辞再三还

是找理由走了。第二天黄先生拿了一本书说：“我老伴知道大老李喜欢画竹子，特意给你准

备这本如何画竹子的书。”我连声表示非常感谢。打开书页，那里有黄先生和他老伴题写的

墨宝：“赠老李：愿你像竹子一样节节高。黄明信和老伴。” 

有了这本画竹子的书，我认真练习起来，几年下来尽管没有多大进步，但我始终用这本

书为榜样，认真地不间断地练习着。竹子是禾本科多年生常绿植物。颈木质，中空有节叶，

叶似剑鞘，平行脉。竹性坚贞不屈，空心直节，不畏霜雪，具有崇高的品质。竹子和兰菊梅

并称为“四君子”。竹子四季常青，绿在深山老林、平原水际，南方北方处处可以生长。仔

细一想，竹子的品质和黄先生颇有些相似。黄先生一生受尽磨难，受尽人间之苦，在种种打

击之下，仍坚韧不拔，精神让每个读书人敬佩不已。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黄先生像竹子一样平凡而伟大，黄先生以近百岁的高龄穿过法界上了天堂，让每一个活

着的曾和先生共事人都深深怀念。我突发奇想，等我百年后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将立即投到

黄先生门下，听从他的教诲，永远去做他的学生。 

有一句老话说的好，有的人死了，可他永远活在人的心里，有的人活着，可他那恶劣的

行为，别人认为他已经死了。黄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理解他的所有人心中。 

 

（原载《中国藏学》2017 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