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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撰写传记时追求的是史传性我撰写传记时追求的是史传性，，

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对文学性我对文学性

的追求仅限于文学形式层面的追求仅限于文学形式层面，，主要是主要是

锤炼语言锤炼语言，，优优选细节选细节，，提炼情节提炼情节，，完善完善

结构结构，，决不在文学表现手段之外去改决不在文学表现手段之外去改

写历史写历史。。我也反对代传主立言我也反对代传主立言，，““借他借他

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传记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仅鲁迅《阿Q正传·序》中，提到的就

有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西方基督教文化为圣徒立传，对传记文

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随着“人的发现”，传记文学更成

为了文化文本中的最大类别。

在中国现代，胡适是新旧传记转型的关键人物，他的《四十自述》是胡适研究的入门

书。胡适也提倡为普通人立传。他1919年 12月发表的《李超传》，就成为了研究中国

妇女问题的一个起点。鲁迅却不热衷为自己立传，理由是自己的一生太平凡，如果他写

自传，那当时四亿人口的中国就应该有四亿部传记，图书馆必有被塞破之虞。然而，由

于鲁迅本人的地位及影响，中外关于他的各类传记已近二百种。

对于传记写作，理论家与出版家的要求都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结合。这在原则上

是对的。真实性是传记的核心和灵魂。背离了真实，传记岂能取信于读者？文学性同

样必不可少，因为“史”以“文”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述了孔子的名言：“言而无

文，行之不远。”这就是说，文学性可以为真实性插上广为传播的翅膀。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学性是一个十分笼统和宽泛的概念，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理

解。文学创作的追求是在似与不似之间，既可以进行符合历史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的

合理虚构，也可以用荒诞的手法直接表达荒诞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虚构

就没有文学创作。

我撰写传记时追求的是史传性，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对文学性的追求仅限

于文学形式层面，主要是锤炼语言，优选细节，提炼情节，完善结构，决不在文学表现手

段之外去改写历史。我也反对代传主立言，“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评论是研究者

的任务，即使撰写的是评传，也应该将主观评价与客观叙述加以严格区分。我在《鲁迅

传》中描写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细节，依据的是许广平手稿《同行者》《风子是我的爱》。

我在《宋庆龄传》中描写宋庆龄跟斯诺夫妇吃火锅的场面，是经过审批查阅了宋庆龄秘

书张钰的工作日记。

追求传记的真实性，这种“真实”究竟存不存在？我认为，完全还原历史的原生态，

这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今天我们为前人立传，或多或少总会被赋予了一定的主

观色彩。但是，相对之中总会有绝对，绝对总是存在于相对之中。执着追求历史的真实

性，首先要对所涉及的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实物资料进行严格的考证，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中国自古多伪书，有人是借此“托古传道”，有人是借此盗名牟利。口述资料的主

观色彩更浓，虽然可以成为文献资料的必要补充，但更需要进行严格鉴别。当下又出现

了一种恶搞（KUSO）文化。对于网络上流传的名人轶事。择取是更应该慎之又慎。

我这样讲，丝毫也没有低估文学性传记的意思，只是强调史传跟文学性传记写法不

同，从而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鲁迅《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非攻》《起死》

等篇都有传记及史实依据，又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故可以视为传记类作品，但其中又含

有游戏笔墨和演义成分，故不能等同于老子、墨子、

庄子的史传，而只能划归为新编历史小说。作家史铁

生有一部《山顶上的传说》，主人公是一位残障人士，

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跟作者相似，被读者视

为“史铁生的精神自传”，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跟痛

苦和厄运顽强抗争的意志，但不能以这篇作品作为撰

写《史铁生年谱》或《史铁生传》的史实依据，这是显

而易见的。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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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 为人民立传
——漫谈中国传记文学的前世今生 □李一鸣

传记文学之我见传记文学之我见

一

传记文学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期，传记文学已经萌芽，《诗经》

中的《生民》《公刘》等已有“传”的影子，《孟子》

《庄子》等诸子散文篇什也蕴含传记文学的质素，

《左传》《战国策》中不少篇章已经呈现传记叙述

模式。时间奔流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传记文学

史上树起一座历史性丰碑，这就是司马迁的《史

记》。这部伟大的纪传体史书，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辟了为人立传、以传书史

的先河，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绵延至今的史传传

统。司马迁之后，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

志》，范晔的《后汉书》等史传以及渐次兴起的杂

传、专传，上承《史记》纪传体例，“下启唐人小说

之风”，蔚成大观。

到了近代，梁启超烛幽探微中国历史研究之

理，引进西方阐释性传记创作模式，从理论和创

作两个维度引领传记文学发展，蔡元培、章炳麟、

蒋梦麟、陈去病等文化学人出版一批传记文学名

篇佳制，为传记文学发展奠定思想和文体基础。

二

伴随封建制度的解体，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

启蒙下，现代知识分子思想与个性获得极大解

放，便于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传记文学获得蓬

勃发展。胡适首先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他在中

外文化视野上对东西方传记进行比较分析，建

构起较为完整的传记文学理论。这一时期，文

化名人自传写作形成风潮，《沫若自传》《巴金自

传》《从文自传》《钦文自传》《林语堂自传》《实庵

自传》等相继出版，评传、年谱、别传等传记文学

作品也获得迅猛发展。据有关论著统计，1912

年至1949年间出版的传记文学作品计1641种，

涉及政治、经济、农业、科技、法律、军事、文艺、

医学等各领域代表人物，其种类之多，数量之

丰，影响之广，创作队伍之宏大，开创文学史一时

之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以生命和信仰书写了致力

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诗，为他们立传的传记文

学作品产生巨大影响。1934年，王森然的《近代

二十家评传》载录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

钊的评传，称颂他们“实为彪炳千古之人杰，光耀

百世之英豪”。1937年，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红

星照耀中国》一书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

来”，以《毛泽东自传》之名被译者由英文转译为

中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该作单行本向全国

发行19天即被再版，成为人们争相传颂的畅销

书。这一时期，刻画八路军高级将领形象的《八

路军七将领》《记贺龙将军》《记王震将军》《聂荣

臻同志》《徐海东将军》等传记广受国内外关注；

以英雄模范为原型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周而复的

《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羽山的《劳动英雄胡顺

义》等也产生强烈反响，加深了国内外人士对中

国共产党的认知，唤醒和激励一代又一代革命者

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政

策的阳光沐浴下，我国文艺园地繁花似锦。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壮丽历

程，为传记文学作品的百花争艳提供了丰厚土壤。

“十七年”时期，传记文学主要围绕缅怀革命

先烈、回眸战争生涯展开叙事，产生了一大批红

色经典自传和他传作品。其中吴运铎的《把一切

献给党》，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

等人的《王若飞在狱中》，梁星的《刘胡兰小传》，

以及《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黄继光》

《焦裕禄传》《雷锋的故事》《王进喜》《时传祥》等

单体传记，《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传记丛书，

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文革”期间，传记文学创作横遭摧残，但一

些潜在的传记写作如地下火种默默燃烧。需要

特别一提的是《彭德怀自述》，作为特殊自传，它

记述了元帅苦难的童年、暴动的岁月、寻找光明

的峥嵘历程、横刀立马的革命生涯，展现了一位

真正的共产党人铁骨铮铮、刚风劲节的浩然正

气，为历史留下了特殊的瑰宝。

改革开放为文学艺术带来新的春天，传记文

学作品如雨后龙雏，竞相迸发。这一时期，既涌

现出平民视角里领袖人物的传记，如苏叔阳的

《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刘白羽的《大

海——记朱德同志》，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

等等，又有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喻明达

的《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平民传记丛书”等

给普通百姓立传的作品；既有林贤治的《人间鲁

迅》，闻黎明的《闻一多传》，桑逢康的《感伤的行

旅——郁达夫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

年》等学人和作家传记，也有《李四光传》《华罗庚

传》《熊庆来传》《林巧稚》等优秀科学家传记；既

有书写民族资本家的《陈嘉庚传》《李嘉诚传》《荣

氏家族》等传记，也有为新生企业家壮势的《搜索

百度李彦宏》《汽车“疯子”李书福》《沉浮史玉柱》

《网易掌门人丁磊》等传记；既有著名文艺家自

传，如《王蒙自传》《我叫新凤霞》，也有体坛名将

陈祖德的《超越自我》，聂卫平的《围棋人生》，姚

明的《我的世界我的梦》，刘翔的《我是刘翔》等传

记文学作品。其题材之广大、品类之繁盛、作家

之众多、影响之深远，汇成传记文学创作一个新

的高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题传记文

学创作成为风尚，中国作协主持的“中国历史文

化名人传”工程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

过重大影响的 120 余位历史文化名人，为其立

传；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组织开展了“一带一路”传

系文学创作，全景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界

人物立传，初拟出版100卷，涉及人物1000位。

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和当代英模人

物传记出版汇成主流，“改革先锋”“时代楷模”

“最美奋斗者”“感动中国人物”“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脱贫攻坚个人”，“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七一功勋”获得者、科学家院士

等，成为新时代传记文学关注和描绘的主要传

主。据不完全统计，1949至 1978年近 30年间，

我国出版传记文学图书2960种，2012年一年出

版传记文学作品就达5744种，此后每年传记文

学作品出版数量保持在6000到 10000种，目前

传记类图书在售251046种。传记文学恰如神鸟

展翅，扶摇万里，真正成为了英国传记大家迈克

尔·霍尔罗伊德所称的“文学体裁中一个新的超

级大国”。

四

传记文学之所以具有巨大吸引力，很大程度

上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人生的蓝本，不仅满

足了对于他人生命历程的探奇心理，更重要的是

满足了人们对于人生的想象、世界的想象，有益

于人生经验的获得。而这一切，源于传记文学的

特质，即传记文学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的融合，文

学与历史的结合。理想的传记文学应是“信史”

“心史”和“诗史”。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活动史。传记以记

录传主的人生经历为己任，以“实录”为叙事原

则，它不仅是传主个人生活经历的实录，而且也

是其精神的写照；既记录传主个人的生活史、活

动史，又记录其精神史、心灵史。同时，人作为社

会关系的总和，他的成长发展离不开历史长河中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离不开处身其间的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习俗等一系列社会存在，因此，传

记表层展现的是作家的人生，深广之处则连接着

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正如冯骥才在《一百个人

的十年》中所说：“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

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

实。”“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因为

只有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真正经历。”

历史又是人的精神活动，是每一时代的“当

代人”对历史（当代）人物和事件的精神建构。所

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既是历史事实本

身，具有“信史”的性质，又是后来人以“当时”的

视野和价值观对历史的回望和评价，故而又具有

“心史”的特质。传记文学作为文学，需要作者在

遵循“实录”原则下，充分运用文学性手法还原出

真实可靠而又丰富复杂的传主形象。尤其是他

传，更是传记作家与传主的心灵对话，借助传记

主人公的生平遭际，抒发作家个人的情怀，传达

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某种意义上，

他传也是作家个人的自传。

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传，为民族铸魂。我

们相信，作为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

育功能独一无二的传记文学，在新时代必将放射

出新的光华。

（作者系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中国传记文

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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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9月出版

《嵇康传》
该 书 是 清 华 大 学

历史系教授、魏晋研究

专家王晓毅的最新著

作，系统性还原嵇康的

多重形象和起伏一生，

从漫游、求索，为官、打

铁，到遁迹山林、从容

赴死，时刻展现出一颗

“ 无 从 逃 避 的 心 灵 ”。

作者以感同身受的视

角，带我们走进魏晋这

个禁锢与放纵并存、醉

意与清醒共处的特殊

时代。借助历史的朱

痕墨迹，融知识、感悟、

体验于一体，还原了嵇

康的生命历程与思想

道路。生命之矛盾、艰

难与高贵，在简单的叙

述中显露出来。同时，

既写出了独立不群的

嵇康，也写出了处在各

种社会关系中的嵇康。

■新书推荐

陈鸿祥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

《国学与王朝》以严

谨细致的笔调，深度还原

了罗振玉的一生。该书

围绕三条线展开叙述，一

是历史线，以罗振玉个人

经历展现晚清至民国年

间中国社会的变迁，揭示

深受儒家观念熏陶的罗

振玉在时代大潮中如何

立身谋国。二是学问线，

全面展示罗氏的学术发

展历程和成就，用力极

深，也是本书精华所在。

三是交际线，该书勾稽史

料，将罗振玉一生错综复

杂的人物交往穿插在学

问探究之中，对读者了解

学 林 往 事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全书从资料搜集至

成书出版，耗时近 30 年，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历

史价值。

陶亢德 著
中华书局
2022年6月出版

《陶庵回想录》 该书是现代作家、编

辑家陶亢德的回忆录，撰

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

直没有公开发表。陶亢

德曾于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担任几家著名刊物的

编辑，他在编辑出版上的

才干得到合作者与作者

的广泛信任。陶亢德经

手刊布了许多重要的现

代文学文献，出版了《骆

驼祥子》等现代文学名

著，也是一些重要的文学

事 件 的 当 事 人 或 见 证

者。他的这部回忆录叙

述了与作家的结识 、交

往，文学刊物的创办、经

营情况，以及个人的经

历，细节丰富，很有可读

性，是不可多得的现代文

化史、文学史的资料，对

于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文学现场、研究当时

的文坛状况和社会风貌，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英】科林·琼斯 著
董小川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从罗马时代的“卢特提

亚”到21世纪的“大巴黎”，作

为首都城市，巴黎的历史与

法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在漫

长的中世纪里，巴黎见证了

一个个王朝的兴亡盛衰；在

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中，巴黎

始终在漩涡中心左右着法国

前进的方向；在浪漫传奇的

世纪之交，巴黎也作为重要

的文化艺术中心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本书是一部巴

黎通史，既包罗万象又妙趣

横生。城市的建设，民众的

斗 争 ，文 化 的 衍 生 …… 科

林·琼斯以生动、诙谐的笔

法，呈现了巴黎千余年的历

史进程，勾勒出一幅幅迷人

的城市生活图景。作者以

朴素、亲切但并不伤感的声

音，将历史、文学和经验融

合在一起，对这座著名的城

市做出了生动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