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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３８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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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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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必读理由

《红岩》是当代文学中一部优秀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

曾经震撼了许许多多青年读者的心。

全书描写解放战争对期，在山城重庆，我党领导的地下

工作者受到反动派的特务机关的残酷镇压和迫害，但他们

不畏强敌在狱中与之进行的不懈斗争的英雄事迹。

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今天，《红

岩》无疑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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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

罗广斌，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出生。他有优越的家庭条件，完

全可以过舒适安逸的生活。但他抛弃了这一切，最终走上

革命道路，经历血与火的考验。

他的革命历程，始于他对家庭的背叛。１９４４年，他离

开家庭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１９４５年，加入党的外围“民

青社”，参加“一二·一”等学生运动，由此真正认识到反动

政府残酷血腥的本质，要求革命之信念愈发坚定。由于在

学生运动中异常突出、表现活跃，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他。

罗广斌随后撤到秀山等地工作。１９４８年，经江竹筠介绍，

罗广斌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０日，因叛徒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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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之后一直到１９４９年的１１

月，罗广斌先后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在狱中他和战友

们一起同敌人展开了各种形式斗争，直到胜利越狱。

当时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国民党高级将领）最初是想

让罗广斌在狱中吃点苦头而后转变立场。但他没想到的

是，罗广斌的立场更加确定了，即是他对共产主义信念和对

党组织的忠诚更加坚定，从此后，他没有后悔自己在政治上

作出的选择，并且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捍卫这种选择。

１９４９年初期，狱内党组织希望他利用家庭背景出狱，

给狱外的党组织带去狱中的斗争情况，但罗广斌这次没有

服从组织的决定。当时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认为他是一个包

袱，强制他出去，可他就在徐远举的办公室看了两天报纸，

然后回到狱中，将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达给同志们。当时，罗

广斌放弃生存的机会，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用行动实践

了作为一个革命者所具有的伟大人格，完成“血与泪的

嘱托”。

罗广斌在被关进渣滓洞、白公馆后，就肩负着一项特殊

的使命：搜罗各方面情况，征求战友意见，总结斗争经验，有

朝一日向党组织汇报。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

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狱中的同志们

对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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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方面进行总结，从

《挺进报》的大破坏、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分析问题，提供

情况和宝贵意见。

１９４９年２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与同室难友刘

国志、王朴、陈然也就当时的形势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大屠杀之时，罗广斌组织白公馆

１９位牢友，在被策反看守的帮助下，成功突围，得以向党报

告烈士们的最终嘱托。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重庆解放了。罗广斌根本没有休

整的时间，为了完成难友们嘱托，忍着巨大悲痛，仍在坚持

忘我的工作。他白天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监狱脱险

的同志，并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１１·２７”殉难烈士追悼

会的工作；晚上就趴在床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

中的言论，并加以总结。罗广斌是一个党的纪律性很强的

人，在这份报告没交之前，他，严守秘密，连对身边的同志都

没有说，更不要说家人了。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了两万多

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第八

部分就是著名的“狱中意见”，共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

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

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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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

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

叛徒特务。

报告从川东地下党组织由《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

破坏、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等七个方面

总结了地下党工作和斗争的经验，分析了地下党斗争的成

败得失，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指出了党内产生叛徒的原因

并作了一个经验总结的概括。罗广斌在里面很客观、公正，

不带一点主观色彩，对历史、人物等描绘准确，与后来被捕

的特务头子徐远举等所做的交待吻合度达到９０％。这是

罗广斌除《红岩》后对历史、对社会的又一巨大贡献，也是党

史资料整理工作的重庆第一人，并积极宣讲红岩英烈事迹。

说罗广斌，无论如何绕不开《红岩》。他凭借这部小说，

对中国革命文学史以及政治精神生活作出的杰出贡献，意

义巨大。

１９４９年底，重庆解放，成立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

将军暨罹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罗广斌参与其中。这个委员

会大量收集了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烈士资料，出版了《美

蒋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随后，罗广斌被分配到团

市委工作，并任统战部长。

因为有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那一段经历，他们是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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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的“传奇英雄”，各地也争相请他们前去做报告。罗

广斌认为作为幸存者，自己责无旁贷要把革命烈士的事迹

和精神传播给人们，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关押在渣滓洞、

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的宣传中，他被

听报告的孩子们称为“故事大王”，被同志们称为“对英烈报

告宣传的第一人”。

这一次次对红岩烈士精神的传播演讲，使罗广斌和同

事有了将之诉诸于文字的最初想法。解放后的１９５８年，罗

广斌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是年１０月，收到中国青年出版

社的约稿信，要出版他们在青年中宣讲的回忆录。１９５９年

２月，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的《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在

读者中反响强烈。

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和文学编辑室编辑王

维玲专程来到重庆看望罗广斌等人，希望他们用长篇小说

的形式，把这一题材更充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１９５９年１

月，罗广斌从长寿湖渔场回到重庆，和同事一起开始创作长

篇小说《红岩》。

进入夏季后，山城酷暑难挡，条件艰苦，又无电扇，罗广

斌只得终日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地写作。他日渐消瘦，却从

无怨言。在他写的稿笺上，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

是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呕心沥血著作《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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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等人将创作初稿铅印出来送审并广泛征求意

见。看过这次送审稿的同志，在称赞的同时，纷纷来信来

访，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马识途、老作家沙汀还专程从成

都赶来，说：“你们应当对这段历史作出深刻的反醒……”

“你们像是被禁锢在渣滓洞里写的，为什么不从那里面跳出

来看这世界呢？”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回音是：“改一下，就

可以出版。”

意见和建议横在面前，他们没有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

信心，要把英烈写好、写活，罗广斌写了一封信给马识途说：

“无论怎样失败，无论再巨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

这不是个人写小说的成败得失问题，而是那些先烈们不允

许我们怠工，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时市委为了让他们开阔眼界，于１９６０年夏天，派他

们到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在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展览馆的时

候，罗广斌被展览馆里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

稿所吸引。他们浏览了一下，立刻就发现他们的长篇小说

的症结所在：除了缺乏经验，仓促上阵，就是对解放战争的

全局缺乏了解，小说没有和革命大形势很好结合。

正因为这样，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们再次提出“改

一下即可出版”时，他却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让我们再重

新写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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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冬天，罗广斌和杨益言开始了紧张的再创作工

作。让杨益言记忆犹新的是罗广斌当时住在一间不过１０

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火烤，食物不足，四壁透风。他常常

只身一人呆在这间小屋里彻夜工作，每天惟一的晚餐就是

一个馒头。罗广斌就是靠着这个馒头拼到天亮。这个冬

天，他开始急速地消瘦，他们的小说进度却在飞速地前进。

１９６１年春天，他们前往北京改稿，在一座门前有茂密

竹林的四合院里，开始对这部小说的主题、人物等进行了更

为确切的构思和描写，并定期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

探讨、修改。１９６１年７月，《红岩》征求意见稿排印了出来。

在罗广斌听取各方意见的过程中，他虚怀若谷，但又不

盲从，有敢于从实际出发、认真思考和做出决策的勇气，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这部小说开始创作初始，一种惯常意见就影响着罗

广斌等人员，那就是“一般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有了，

也许更好些。”“你们没有经验，不要写渣滓洞、白公馆两座

监狱，写一个就行了。”但罗广斌认为，这个作品的目的是为

了讴歌先烈的革命精神，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写进去。

而至于一个监狱的问题，罗广斌认为那样做省事省力，但致

命的缺陷却是大大削弱了斗争的复杂性，他们坚持了要全

面展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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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最后定稿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于宣传的目的，

准备请全国几家重要的报刊选载一些，但得到的答复却是

“没有可选用的章节”，“有的只是政治语言，没有文学语

言。”面对这样的意见，罗广斌一点也不气馁：“我们写的是

严肃的政治斗争嘛，怎么不用斗争语言？！”后来，他们恰恰

更强调了这种描写，毛人凤和许云锋那场尖锐的政治对话，

就是这时才加进去的。

《红岩》这本书对中国几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的

影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而他认为这本书可贵感人之处，

可以用罗广斌自己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无数

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无产阶级战士，是他们用生

命和鲜血写出来的。而罗广斌，在中国的党史、近代文学史

上都应该留下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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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益言

杨益言，１９２５年出生于重庆，抗战时期，上海同济大学

移址重庆，他就在其工学院读书。抗战胜利后，他随之迁回

上海，不久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杨益言是上

海地下学联机关报的负责人和 “主笔”。“一二·九”运动

后，杨益言从复旦辗转回重庆。

回重庆后，杨益言不肯“善罢甘休”，不但在重庆进步刊

物上发表《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而且与重庆大学地下党

联系上，准备利用手头的照片、资料编本书《控诉》。而这

时，他已经被秘密“盯”上了。终于，他写给重庆大学女朋友

的信件被扣留，国民党认定他是中共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

《挺进报》的，把他逮捕入狱。

提及狱中的生活，杨益言只记得坐过老虎凳，人坐在长

条凳上，膝盖处绑着，两手的大拇指分别跟脚拇指捆在一

起。有人用小棒不停地敲脚踝，不停地问，“说不说，你说不

说？”不说，便在脚后跟处垫砖头，一块一块慢慢地加，加到

四块，人的膝盖骨便会粉碎，渣滓洞里就有这样的人。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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