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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蹒跚在炎黄艺术馆黄胄铜像前，数一数日子，一转眼，他已经离开我们11个寒暑了。
我想清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我为他做了些什么。
其中有我大胆写了这本近30万字的回忆录。
说实在的，我原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位美术编辑，对于小说、诗歌只有欣赏品评的份儿，从来
也没有想过自己写文章、写小说，我自知没有那份天才。
但是无情的病魔过早地夺走了黄胄的生命，一想到我再也没有了他为我挡风遮雨的日子，就更加感到
悲痛。
在此同时，有人说我有丰富的素材，劝我为他“立传”。
黄胄堂兄梁斌哥说过我应该学着写点东西。
但我不是作家，对于写传记的道道，我更是一窍不通。
写得不好，不也是糟蹋纸吗。
我没有信心，犹豫不决。
但是和黄胄共同生活的47年的痛苦与欢乐的情景，却使我不能忘怀。
我经常魂牵梦萦，追忆起那段日子的种种细节，有时也有冲动想把它们写出来。
    1997年10月，黄胄已逝世半年了，也许是我过度悲伤，流泪太多，也许是他交给我继续完成他未完
善的炎黄艺术馆面临的种种困难使我压力太大。
也是23日的夜晚，我的左眼巨痛。
第二天早晨睁开眼，左眼一片火红，伴随着疼痛，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医生说是青光眼急性发作，极有可能左眼失明。
在治疗的过程中，我沉下心，决心把我们共同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写出来。
经过一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约30万字的一大摞稿纸。
对于能否出版，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请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经为《红旗谱》、《红岩》、《李自成》等名著书籍作过编辑的张羽先生看
一看，因为他也是黄胄的朋友。
但他那时已年近80，加上文革对他的冲击，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因此他回绝了。
在我再三请求之下，他答应看一看，但不作任何加工修改。
过了几天，他通知我去拿稿子。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他家，没想到他对我写的书稿大加赞扬。
在一些章节里，他还批注了“好”或者“细碎”等字样。
他还建议我把第三章“经历磨难”改为“红与黑”，但是我当时没有那个“胆”，所以保留了原样。
经过他的指点，我有勇气了，也写快了。
出版之后，经过一些熟悉黄胄的人和我在出版社原来一些资深的文字编辑阅读，我得到不少表扬，但
是也提出不少宝贵意见。
我在这次再版之前又做了不少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比以前似乎更明朗了一些。
    总结这本书，我觉得正因为本人不是作家，也不想当作家，只是把读者当作我和黄胄两人的朋友，
我只是在和朋友们倾诉，倾诉我们的爱情，我们遇到的坎坷、不平。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挑战，其中有所创造的成绩和不能磨灭的伤痕。
我是情真意切，没有矫揉造作和煽情。
但是也正因为本人不是搞文学的，对于文学的基础太差，不能充分表达我要说的和想说的。
其实黄胄这个人可爱的亮点和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
由于我的水平，我没能写出来，真是挂一漏万了。
还有一层原因，虽然我从青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美术这个大行当，和黄胄及我们同代人参加过意识
形态领域里大小不同的政治运动，有、的是很严酷的。
在运动的风潮中涌现出的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人物和事件，有的以“马列主义”的捍卫者自居，专
门吓唬别人；有的言不由衷，伤害别人；有的本是才华横溢，但经不起折腾，在生活中变得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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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英年早逝；有的真的是马列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惜才、爱才”尽力保护一些文化人，有时
因时局所限，他们也只能扼腕叹息。
这些个人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社会群体。
黄胄和我共同生活在这个群体中，我们的言行受到这个群体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来或悲伤或乐观的
情绪也是极为复杂的。
但是因为我的思想和艺术永平限制，我虽然在书里梳理描述了一些，但是有些事，我当时就是困惑的
，现在仍在困惑中。
我不能给朋友们说清楚，把黄胄所有的事件的方方面面描写清楚，尽管我尽了些努力，这是我感到遗
憾的。
　　反正我已经写出来了，并翻译成了英语版，这也许是我对我的丈夫——黄胄最好的爱情献礼。
希望朋友们读完拙作有所收益，也希望给我批评，厉害一点也不要紧。
    郑闻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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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49年我离开家乡，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工作、学习。
先是在幼儿园任教，后考上幼儿教育系，成为一名大学生。
1950年，我由幼儿教育系转到艺术系，我的目的是想学音乐。
可是音乐系当时还没有成立，只有美术系。
我到了美术系以后，听别人讲美术系的师资在学校里是比较强的，我们的老师吕斯百是从法国回来的
，他是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很有成就。
解放后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时他要求到边疆，分配到我们学校。
他对我们说，我曾经向在北京的徐悲鸿先生要美术教员，可徐先生说：。
为什么向我要教员呢？
在你们西北就有一个画得很好的青年画家，叫做黄画胄。
”他听了徐先生的话，就开始在西北寻找“黄画胄”，可是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于是又问徐悲鸿先
生，徐先生说好像是在军队。
吕斯百先生又去军队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原来不叫什么“黄画胄”，而是叫梁黄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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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忆我的丈夫黄胄:炎黄痴子》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黄胄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一位国画大师、美术事业家，他的创作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留下了史诗般的画卷
，同时也使他声蜚世界。
他与夫人郑闻慧忠贞相爱、事业上互相支持，共同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人生征程。
《回忆我的丈夫黄胄:炎黄痴子》详尽地记录了郑闻慧与黄胄共同生活的各个侧面，许多的细节为首次
向读者披露，有着非常重要饿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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