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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梁斌，是我尊重的作家，《红旗谱》更是我爱读的作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曾写过几篇文章评论《红旗谱》的艺术创作，而且也曾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和心理去北京西郊农科院后院拜访过梁斌同志。
那是1958年，时值盛夏中午，暑气蒸人，而梁斌却正在这后院散步，大汗淋漓。
后来知道，他这时正患着严重失眠症。
那是两间简陋的居室，我们在堂屋交谈，室内还传出幼儿的哭声，显然梁夫人还在产假期间，这是临
时住所。
在交谈中间，梁斌同志还给我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皮箱，那里存放着《红旗谱》长篇系列的第
二部《播火记》和第三部《战寇图》(即后来出版的《烽烟图》)原稿，我不知那已经是第几稿。
从梁斌处回来，总算开了点窍，稍微了解了一点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就写了那篇《漫谈(红旗
谱)中朱老忠的形象创造》。
意犹未尽，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又写了《朱老忠及其伙伴们》和另外几篇短文，虽然自觉尚不能完全
说清楚我的看法，但也有过想看完《播火记》和《烽烟图》的期待。
《漫谈(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形象创造》一文，我并没有收辑在现代文学评论集里，而是把它辑在《论
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一书里，并在“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此文“所以放在这本集子里，
这正像那篇文章里所分析的，我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典型，朱老忠的性格，在革命的气质上是和古代
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有其相通之处的：在他的性格里，融贯着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经历。
应该说，朱老忠的形象，是对历史上革命农民典型做的一个‘小结’。
他们为什么失败，朱老忠又怎样走上新的道路，朱老忠的性格发展，是可以反映出这个历史的”(《论
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第372页)。
这段哕里哕嗦的话，本意是想说明《红旗谱》与朱老忠形象的里程碑意义，但由于我对梁斌同志的生
平和《红旗谱》的创作过程毕竟没有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就没有勇气把观点阐释得更明确。
从这一点，我就要感谢王洋她们的这部《梁斌传》，它补足了我的缺憾，给了我极大的满足。
鲁迅曾经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
态，这才较为确凿。
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这是很高的要求，也是“论文”的高境界。
我看过不少现代人的传记，包括最近看过的《王国维传》、《胡适口述自传》、《老舍评传》等，虽
然各有各的特点，却有的还是侧重于人(生平概述)，有的侧重于文(学术建树)，不大能看出“全文”
、“全人”和“社会状态”的融会贯通，总是使我感到有点缺憾。
前些天，梁斌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宋乃谦同志来电话，谈及南开大学有位女老师写了一部《梁斌传》，
希望我给看一看，能否写篇序。
很快，我就在家里接待了本书作者王洋。
在我这八十岁老人眼里，她实在是太年轻。
这首先给我留下了好感。
当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革命文学(即“文革”前十七年文学)被一些人，包括某些“名大学”、“名教
授”，“弃如敝屣”的今日文坛，居然还有中青年下大功夫为十七年的“代表作家”写传，这使我深
感欣慰。
我本是一个因糖尿病而眼底出血的老人，按医生的要求，每天只能两小时看书报，中间还要休息二十
分钟，这对我自然是苛求，只要活着就无法做到。
何况王洋同志自我介绍，她是搞对外汉语教学的，《梁斌传》是她在学校承担的一个研究课题，如她
在本书“后记”中所说：“我从未见过梁斌本人。
我是在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大量采访过程中，确立传主形象和对其产生越来越多的敬仰之情的。
”这更加唤起我的好奇心。
《梁斌传》，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根本顾不上医生规定的时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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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这是鲁迅谈到“革命文学”时的一个比喻：“我以为根本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且介亭
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梁斌传》，自然是为写“革命文学”的“革命人”作的传，尽管作家曾经有过自叙，有过阐述《红
旗谱》长篇系列创作过程的文章，为写传提供了多方面的线索，但是，读过《梁斌传》的人，确信这
本传记“是在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大量采访过程中确立传主形象”的。
它不仅“顾及”了梁斌的全部文学作品：《红旗谱》长篇系列、《翻身纪事》与梁斌的书画创作，以
及它们的写作背景，也“顾及”了梁斌的“全人”他的八十二年的人生轨迹。
《梁斌传》共分十章，从第一章“家世童年”到第十章“大地之子”，那就是梁斌的革命的一生、战
斗的一生。
作者不仅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写出了时代精神光照下的梁斌的成长，而且通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全
面地、生动地反映了梁斌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质和个性化的人格魅力。
作者还非常善于将调查采访和作家的艺术思维联系起来，发掘《红旗谱》长篇系列中人物原型的素材
来源。
《红旗谱》中的那些深刻感人的农民形象，如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朱老星、伍老拔、老驴头、
老套子，也包括春兰，可以说，无一不能在梁庄的邻里乡亲以及梁斌所接触的农民兄弟中找到他们的
影像和“事迹”。
只不过在梁斌的笔下，他们的形象性格更集中，更典型，更富于个性的亮彩。
姑且不说朱老忠，譬如春兰，这位在梁斌笔下爱情坚贞：向往美好生活、大胆叛逆的农村美丽少女的
形象性格，显然与《梁斌传》第一章“家世与童年”中所描绘的“瓜棚月下儿女情”中那位青梅竹马
的蕊珍有关。
作者在这段情节中虽然没有说明它和《红旗谱》中的春兰有什么关系，但它的生动的描绘，它的浓浓
的童情稚趣，却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小说中运涛和春兰的那节“瓜棚月下儿女情”。
特别是梁斌把自己少小书法写出“革命”两字的细节，概括在春兰的火热的性格表现上，更升华了春
兰的富于浪漫色彩的个性形象。
像这样的情节和细节，作者在调查、搜集和访问中把它们发掘和记录下来，可谓多多，实有助于广大
读者对梁斌艺术创造的深刻理解。
《梁斌传》叙及梁斌“少小”就萌生过“作家梦”，青年时期曾闯荡北京，在北方“左联”旗帜下拿
起笔进行战斗；抗战爆发，梁斌又和他的父老乡亲一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他始
终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冀中平原、太行山麓。
共产党、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歌可泣的多少英雄业绩，在这里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它们都曾是梁斌亲历，但这不只没有改变梁斌少小萌生的“作家梦”，而是更加提升了他的理想和愿
望，因为他梦想写的书就是“关于家乡人民的书”。
而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极端惨烈的战争环境，共同战斗的军民鱼水情，使他对他们有了更多更深
的了解。
梁斌虽然担负过多种领导工作，甚至当过游击队队长，但时间最长的还是新世纪剧社社长。
梁斌并未因此而中断他那个“作家梦”，《梁斌传》的作者在描写这段长长的经历里，敏锐发掘了梁
斌在生活中点滴素材的积累，创作的尝试，民族语言的搜集和冶炼，《红旗谱》在酝酿中。
《梁斌传》作者用第七章写了梁斌关于《红旗谱》的创作过程，并命名为“生命之歌”，这既是作者
对梁斌“全文”、“全人”的由衷的赞美，也是作者对梁斌创作《红旗谱》系列长篇小说的审美评价
，诠释了梁斌的“作家梦”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为了写出他家乡农民的苦难和抗争。
当然，梁斌绝不是一般地写农民的生活，正如他在《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中所说：“我写这部书
，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
”在他脑子里“生活了二三十年的人物”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朱老星、伍老拔、老驴头、老套
子等，尽管各有各的生活思想状态，而且形象丰满，个性鲜明，但他们都生活在锁井镇，生活在大地
主冯兰池的阴影下，可这世代血仇并没有使他们屈服。
《红旗谱》的“楔子”“平地一声雷”，虽然写的是一场农民斗争的悲剧，但却何等震撼人心、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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缭绕，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仍留在四十八村人民的记忆里。
一个短短的“楔子”，正寄寓了千百年来农民抗争史的“刚强之气”，而当朱老忠率大贵、二贵从关
外归来、高声吆喝，扬鞭驱马奔过冯老兰家门时，连凶霸多年的冯兰池(冯老兰原名)，也知道一场新
的斗争开始了。
朱老忠归来的名言是“出水才看两腿泥”，“冯老兰就是像一座石头山压在咱们身上，也得翻他两过
子”。
历史是悲壮的，朱老忠和他的伙伴们，虽然各有其血泪的经历，但他们仍然在续写着斗争的谱系。
南方革命军势如破竹，而蒋介石的叛变、血腥镇压，已使工人阶级、共产党人改变战略，深入到北方
农村，唤起了广大农民的觉悟。
反割头税、二师学潮、高蠡暴动在梁斌笔下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以及活跃在小
说里的朱老忠和他的伙伴及其新生代的子女们，虽然有流血牺牲，有苦难，有失败，却充溢着英勇奋
战、不甘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尽管《红旗谱》系列并没有写到最惨烈的抗日烽火的年代，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斗争，正在书写着
新的历史，为有关民族存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
《梁斌传》把《红旗谱》系列长篇创作，誉为“生命之歌”，既可以看作是对梁斌创作审美理想的歌
赞，也可以视之为中国革命深入农村获得新生的“预言”。
《梁斌传》对《红旗谱》的终极评价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绝非过誉。
十七年涌现的革命文学作品虽灿若群星，各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但确如作者所说，《红旗谱》是屹
立“潮头”的杰作，因为它写出了中国农民的革命英雄谱系，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改
变战略，深入农村，与农民相结合，领导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可贵的是《红旗谱》没有任何说教，它是用朱老忠及其伙伴们的艺术典型的感人力量，形象地证实了
毛泽东思想所阐述的这一伟大真理。
梁斌说：“我如果写不好这部书，无颜见家乡父老。
”这浓浓的乡情，虽然源自家乡人民的自幼哺育，源自与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共同战斗的经历，源
白他亲历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平原烈火，亲眼目睹了处于抗战第一线的冀中平原、太行山下，父老乡
亲是怎样以简陋武器、血肉之躯抗击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兵”，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农民英雄，
也是有了革命自觉的民族卫士。
梁斌写的虽是生根在父老乡亲身上的无畏的抗争与战斗，但他笔下创造的朱老忠及其伙伴们的文学典
型，却是具有现实生活和历史深度的“红旗”谱系，这就是它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的不可
泯灭的伟大意义。
《红旗谱》已出版五十多年，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改写文学史的做法也在进行，但是，《梁斌传》却
以激越的热情、流畅的文笔、确凿的资料，为梁斌立传，昭示人们：勿忘革命史、勿忘《红旗谱》，
这也正是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文学的“生命之歌”！
《红旗谱》和梁斌，必将永远活在现代文学史上，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7年11月2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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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记录了一个人不平凡的传奇经历：他是一位历经战争洗礼的著名作家，尽倾半生心血熔铸成一部
皇皇经典——《红旗谱》，以其特有的燕赵豪情风靡文坛；他又是一位风神独具的书画家，与黄胄一
起在北京举办“二梁画展”；他淡泊名利，为潜心创作，婉拒高官要职；他重义疏财，为家乡教育慷
慨倾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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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李希凡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一、十子之家的大家族　二、梨园小戏迷　三、初绽艺术天赋　四、
瓜棚月下儿女情第二章  二师学潮与高蠡暴动的洗礼　一、少小萌生作家梦　二、慈母病故　三、从
文学走向革命　四、学潮——刻骨铭心的记忆第三章  在“左联”指引下　一、北图苦读　二、小说
与杂文　三、被捕入狱　四、山东剧院求学　五、重返北平第四章  新世纪剧社社长　一、投入抗战
烽火　二、全能社长　三、戏剧语言民族化实践　四、在华北联大　五、甜蜜而苦涩的恋情　六、传
播艺术火种　七、触动创作灵感的老人第五章  迎接曙光　一、转战冀中反扫荡　二、从短篇到中篇
　三、不懈的追求　四、“兵运”先锋　五、随军南下第六章  征程江南　一、深山剿匪　二、南国
之恋　三、第二故乡——襄阳　四、《新武汉日报》社社长第七章  生命之歌　一、碧云寺缜密构思
　二、倾注痴情写初稿　三、《红旗谱》的修改与出版　四、当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第八章  风雨兼
程　一、傲雪斗风霜　二、罹难见情真　三、秘密创作《翻身记事》　四、重见天日　五、《烽烟图
》手稿失而复得第九章  寄情丹青　一、翰墨情缘　二、与黄胄兄弟重逢　三、《梁斌画集》出版　
四、“自家笔墨”　五、豪气长存第十章  大地之子　一、出访日本　二、笔耕不辍再度辉煌　三、
梁斌文学奖　四、满天星斗日  一华落地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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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一、十子之家的大家族梁斌的家乡：梁庄，坐落在河北省蠡县境内一片神奇
的土地上。
这里是中国北部的一片古老而肥美的土地，它体现着中华民族开垦者的气质，衍生着黄河流域源远流
长的灿烂文化。
这里有从新石器时代保留至今的百尺台文化遗址，它包含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到汉朝各个时
期的文化遗存，它虽还未被发掘，其丰富的内涵也还不被人们了解，但我们已经感到它的博大与精深
。
古来燕赵多豪杰，这里曾经出现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筑黄金台以招贤
纳士的燕昭王，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将相和”的廉颇和蔺相如，他们的奔腾热血和激昂壮志
赋予了这片土地神奇的力量，哺育出后世一代代英雄儿女。
急公好义、重信然诺、明事达理，是淳朴乡民辈辈相袭的传统美德。
地僻而景常新，世远而人不没，乡土文化也像遗传密码一样编织进了梁庄人的生命之中，这个小村庄
在梁斌这一代人中就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著名作家梁斌和著’名画家（中国国画大师）梁黄
胄。
梁庄：地杰人灵。
据县志记载，梁庄是明朝因难民迁徙而由几家人建起来的一个小村庄，从此世世代代的人们在这里生
息繁衍。
它北起燕山，西接太行，东临渤海，南有一望无际的平川。
梁庄就在潴泷河与唐河之间。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开垦的可耕种土地已有上千亩之多，尤为神奇的是，这一片土地，从不遭
冰雹的侵袭，被附近乡里称为风水宝地。
那时全村已有近百户人家。
村民们终年勤劳耕作、节俭持家，视养种土地为命根子，他们那种精耕细作的精气神儿，在周围几十
里地是出了名的。
也许正是这种对土地的虔诚感动了天神与地神，从而得到了上天的恩惠。
从那时起直至今日，如果你能有幸到这里来，一定能亲自体验到梁庄与附近村庄的不同景观，感受到
村民的勤劳，村风的质朴，村貌的井然有序。
也许是天人合力的作用，尽管那个年代战乱不断，可梁庄却变得地主、富农、中农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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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三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梁斌传》的写作。
回想起来可能我并不是写此书的最佳人选，因为从未见过梁斌本人。
我是在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大量采访过程中，确立传主形象和对其产生越来越多的敬仰之情的。
能够走近梁斌，审视一位文学大师的足迹，汲取对后人有益的人生启迪，真是一件难得的幸事，备觉
光荣。
梁斌属于那种以一部长篇就确立了自己文学史地位的作家，在他的小说、散文、传记文学等众多文学
创作中，系列长篇小说《红旗谱》从20世纪5O年代出版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小
说中，立于潮头并标志着潮头高度的少数代表作之一，在当代文坛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史家、学者在论及同类题材文学作品时，仍以《红旗谱》作参照，如许子东评
论《白鹿原》时说：“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就是以《灵旗》、《大年》方式所写的《红旗谱》
。
”从对《红旗谱》新的解读不断涌现来看，梁斌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对梁斌的革命生涯与文学风格的形成过程做了较翔实的描述和分析。
梁斌十二岁在蠡县高小开始接触革命文学，十三岁加入共青团，在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因参加学潮运动
，受到通缉，而流亡北平。
十九岁参加“左联”，在北平图书馆一边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哲学、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一边发
表小说、杂文创作，走过了一个从有意学“洋”却又刻意转“土”的过程。
抗战期间，他担任冀中新世纪剧社社长，一手秉笔、一手持枪，创造了适合大众接受的民族化戏剧语
言，使新世纪剧社在冀中独树一帜，也使梁斌在20世纪40年代的华北一带颇有名气。
而后，他随军南下襄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完成历经数十载已经孕育成熟的《红旗谱》，他多次舍弃高官厚禄，不顾一切
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可以说，《红旗谱》凝结着梁斌那奋斗一生的经历和追求。
在《梁斌传》的采访、调查、写作过程中，让人最感动的莫过于梁斌的著书精神。
所以，本书除描绘了梁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之外，还对《红旗谱》系列长篇成书的前前后后进行了
真实的记述，从文学、文化的视角透析了梁斌成为当代文学巨匠的原因。
作为文学家的梁斌已经为人所熟知，可是作为书画家的梁斌却鲜为人知。
从文学家和书画家这两方面介绍梁斌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梁斌重续儿时翰墨情缘，寄情丹青，创作了几千幅书画作品，使他成为用两种
艺术形式表达思想的伟大艺术家。
梁斌在书画中“抚今追昔之情刻骨铭心，与日俱增，割舍不掉也欲抛不能，渐渐形成自家独有的情感
特色和文化内涵，于是原本不想当书画家的梁斌，在精勤进取中出入意料地胜似许多时尚型的书画家
”(王振德)，形成了他那“满纸书香”(李松)的“文人画，一种革命的文入画”(黄胄)，从而“有着职
业画家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水天中)。
“梁斌的书画作品也与他的小说《红旗谱》等文学作品一样，以作者宽博的胸襟和深挚的情感投入而
具有持久的感染力量。
”(李松)本着“求真贵实”的原则，本书的形成基于大量的调查、采访和资料的收集。
比如：写梁斌1938年到1942年期间领导新世纪剧社这段重要的经历，我专门对新世纪剧社的演员们进
行了采访。
他们分布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广州等地，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八十二岁，最大的已九十多岁
。
他们中有军级领导，有总政和空政文工团的领导，还有著名艺术家和新闻工作者等。
当我面对这些一谈起抗战时期新世纪剧社的艰苦生活和充满炮火硝烟的演剧活动就焕发出青春激情的
矍铄老人时，我被他们的真诚和热情震撼了，我理解了梁斌对革命的无私无畏和为创作《红旗谱》所
付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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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写出了那个年代的人的风貌，不仅是农民，更多的是这些在农村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
我为有这样的前辈而自豪！
在此，我应该特别感谢刘光人先生(前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在连续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厌其烦地接受了我前后多次的采访，为我提供了新世纪剧社及有关人员
的联系方式，使我的调查采访工作能顺利进行。
另外，我还得到了新世纪剧社成员的家属、子女们的支持与热情帮助。
梁斌生前的好友傅铎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北京师范大学的傅占武老师十分热情地将傅铎的《往事沧
桑》一书和一张光盘(他把家里保存的有关梁斌的各种资料和照片刻成光盘)提供给我；梁斌生前好友
路一的妻子：河北省文化厅的孟昭芳女士及女儿也给我提供了各种与梁斌有关的资料、照片和路一的
回忆录《漫漫征程》一书；梁斌生前好友刘纪的妻子、南开大学的王瑞珍老师，也多次帮助我查找和
提供有关资料和各种信息。
像他们这样给我热情帮助的知情人真是数不胜数，我不能一一述说，却都成为我写作此书潜在的动力
。
我的工作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却不能给他们什么回报，每当我对此表示歉疚时，他们竞都说：“可
别说这些，我们都还得感谢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的无私感动了我，让我看到梁斌在人们
心中的地位和人们对他的景仰之情，他们是希望我把《梁斌传》写得好一些。
他们不仅用资料和事实讲述了梁斌的不平凡经历，而且用情感和行动感染着为梁斌作传的我，使我由
开始阶段为完成一项科研课题而应该做，变成为使“文以传人”而必须做，这个“人”是包括以梁斌
为代表的所有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们。
尽管自己的水平有限，但一定要在梁斌著书精神的感染下写出真实的梁斌。
为了证实和了解《红旗谱》出版后被译成八种文字的情况以及在国内外的影响，由天津外国语大学的
田英宣老师组织该校不同语种的老师和研究生(俄文：钟晓雯，日文：赵冬茜，越南文：[越]阮垂玲
、[越]张阮映娥，英文：刘英梅，法文：刘靓，西班牙文：任雅倩，朝鲜文：[朝]崔花、于秒)，进行
了专门的调查，他们从国内外不同级别的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里进行查找，从网上搜寻，终于搜集到
了《红旗谱》的八种译本，并对译者及翻译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描述。
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20世纪80年代时，河北师范大学的唐文斌老师写了《梁斌评传》，那时，梁斌先生还健在，唐老师曾
多次和梁斌先生见面交谈，并且在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及有关刊物上查找到了梁斌先生的部分早期作品
。
去唐老师家拜访他时，唐老师把他早年写《梁斌评传》时搜集整理的资料全都拿出来：十几封书信、
梁斌给他的字画，还有他多次采访梁斌整理的一本采访记录。
正是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和帮助，才有《梁斌传》的今天。
本传也只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完成。
感谢梁斌的夫人散帼英女士及其子女的慷慨帮助。
他们不仅提供了很重要的文献资料、采访线索，并不断地接受采访。
同时，感谢河北省蠡县各级领导和有关人员的支持与帮助。
感谢梁斌文学艺术研究会前会长宋乃谦、现会长罗世龙的大力支持。
特别要感谢南开大学的张学正先生、郑天刚先生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王之望先生，在我撰写书稿的过
程中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另外，对周轶洲等人给予的资料整理方面的帮助，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正是这些热心的师友、热爱关注梁斌的读者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梁斌及其文学的魅力，衷心希望本传传
达了这种真意，不负广大爱好者的期望。
《梁斌传》的写作，虽然一开始就致力于进行资料收集、实地考察、采访等工作，可及至全书结稿之
际，仍然感到占有的资料是很有限的，而对这些有限资料的消化吸收和在书中的运用就更觉得不尽人
意。
现在看来，如果此项工作能早几年动手，起码在传主健在时完成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就更好了。
在《梁斌传》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对梁斌和《红旗谱》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开掘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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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传既遵从传统，又企图有所创新，但因水平和时间有限，在观点、资料、叙述方式等方面仍有许多
不妥之处，谨请方家时贤见教。
作者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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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斌传》是我国著名作家梁斌的第一部传记。
该书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采访的基础上，对梁斌的革命生涯与文学风格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翔
实的描述和分析，并对《红旗谱》系列长篇成书的前前后后进行了真实的记述，从文学、文化的视角
透析了梁斌成为当代文学巨匠的成因。
该书从文学家和书画家这两方面，全面介绍了梁斌的艺术追求，书中配发了几十幅梁斌的书画作品，
使人们更真实地感受到传主人与文、文与画浑然统一的精神风貌。
书本还以其富有故事性的语言，记录了梁斌不同凡响的传奇经历，从而不仅具有学术性、史料性，还
具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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