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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俱下，名家名作受追捧

在上述历史名人传记丛书编撰
出版的这些年，图书市场上关于历史
名人传记的书籍多且杂，水平更是参
差不齐。此前历史名人传记一直被认
为是写作中非常艰难的一项，它既要
求忠于历史，又要求可读，更关键的
是它对作者的思想水平有着非常高
的要求。学者任海平曾说，正是因为
此，优秀的作家很少涉足名人传记写
作，因而也很少有因为写名人传记而
成名的作家。

《百家讲坛》带火了一批历史类
书籍，《明朝那些事儿》的流行更是让
出版商看到了通俗历史读物的市场。
然而，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出版
界欣欣向荣的同时伴随着的是泥沙
俱下，一些历史传记为了追求故事
性、可读性，游离历史真实，凭作者想
象杜撰戏说了很多情节。

“如果传记的写作对象太久远，
作者文史方面的知识又非常有限，在
创作中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对话的
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人，传主尤其
是历史文化名人在人们的心中早已
是历史的丰碑，相关作品已经很多，

能不能超越前人是对作者的考验。”
何建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自己
的担忧。

大浪淘沙，一些名家写就的历史
名人传记越发受到读者的关注。河北
作家李延青便推崇林语堂的《苏东坡
传》对传主人物性格的深刻剖析。“在
写书时，仅各种文献典籍林语堂就参
考了 120 多部。配上自然的写作风
格，让人感受到林语堂对苏轼研究的
深入，林语堂做学问的方法也可见一
斑。”

林语堂早有为苏东坡立传的想
法，在他旅美期间，林语堂以英文写
作了这本书，希望美国读者能够了解
中国这位北宋大文豪。这几年，陆续
有大陆出版社翻译再版《苏东坡传》，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语———“苏东坡
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
的人道主义者”，也在读者中流传。

如果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难
在如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古代的大
诗人，那么邓广铭在建国初写就的

《岳飞传》则难在如何打破长久存在
于世人心目中的固有认识。在邓广铭

的《岳飞传》问世之前，清人钱彩编写
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已经广为流
行，上世纪 80 年代这本书被改写后
冠以《岳飞传》之名印行，其中不少细
节与史实不符。“对于很多读者把该
书虚构情节奉为信史的现象，邓广铭
先生深感忧虑。”学者姜鹏在一篇文
章中说，作为著名宋史研究专家，邓
广铭先生的《岳飞传》用充分考证解
读了诸如“拐子马”、“十二道金牌”等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并证明它们
在很大程度上被演绎与夸大了。

说及大作家写作的名人传记，不
可不提梁启超。作为晚清戊戌变法的
重要人物，梁启超对同样力主变法的
王安石颇有惺惺相惜之感。在戊戌变
法失败十年后，他写下了《王安石
传》。“梁启超为什么要写王安石？因
为直到清末，王安石变法的许多内容
都不过时。”梁启超研究专家解玺璋
担当了这本书的白话文翻译工作，在
他看来，这本书至今仍不过时，“在那
个纷乱的氛围中，梁启超是难得的清
醒者，他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
振聋发聩。”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为历史名人立传———

古代先贤事，传入百姓家

历史名人传记一直是图书市场的宠儿。比起“之乎者也”，更为通俗的名人故事相对而言比较
容易被大众接受。

在“国学热”的气氛下，书店里众多打着复兴传统文化旗号的书籍琳琅满目，出版市场欣欣向
荣的背后也难掩泥沙俱下，优秀的历史名人传记越来越受关注与期待。

本报记者 吉祥

重量级历史文化名人传记频问世

不久前，由中国作协主持的重大
文化原创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
人传》丛书第二批作品问世，包括《颜
真卿传》、《杨万里传》、《马致远传》、

《王阳明传》、《蒲松龄传》等共计十部
作品，作者皆为国内知名作家学者。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工
程浩大，在 2012 年丛书工程启动时，
丛书编委会与专家们反复协商，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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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协首先提出一长串名单供作
者选择，其中既有孔子、孟子、庄子等
先贤，又有屈原、白居易、李白等一代
文豪，更有阎立本、米芾、颜真卿这样
的书画大家。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
书的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和
编委会同仁为丛书确定了非常严格
的写作原则，要兼顾历史真实与文学
价值，“首先史学主线必须真实，不能
戏说；另外要有强烈的文学性，符合
文学创作的要求。如果选题和大纲不
符合这些要求，也通不过。”

经过层层筛选，丛书编委会将众
多当代文化名家纳入传记作者队伍。
比如，为老子立传的是著名作家王
蒙，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何建明负责
为司马迁立传；山东省作协主席、著
名作家张炜则选择了浪漫主义诗人
屈原。

去年 12 月，丛书首批十部作品
正式首发。包括王充闾的《逍遥游：庄
子传》、陈益的《心同山河：顾炎武
传》、周汝昌的《泣血红楼：曹雪芹
传》、徐刚的《烂漫饮冰子：梁启超
传》，这些著作一亮相便引发了出版
界的关注。首批十部作品中，以周汝
昌先生的《曹雪芹传》引发的轰动最
大，彼时，周老已经去世一年多，而该
传记收入了他最后几年的研究成果。
据说，在得知这一丛书的写作计划
后，周老主动请缨，成为一段佳话。

就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
书工程启动的同时，中华书局也在
2012 年 9 月推出了“中华名人传”丛
书首批图书，包括《陶渊明传》、《范仲
淹传》、《曹雪芹传》等。在新书发布会

上，出版方表示，这套丛书同样有着
为中华传统文化延续薪火的努力。

而据担当《中国思想家评传》主
编的匡亚明先生生前回忆，早在 1942

年，他从山东解放区到延安参加整风
学习时，便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
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演
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
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这一句话后来一直被匡亚明铭
记于心，1981 年，他卸任南京大学校
长后，立即着手编撰《中国思想家评
传》丛书，匡亚明确定了入选传主的
原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
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
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
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
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
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
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这套丛书历时 20 年，最终在 2006 年
出齐了拥有 200 部传记的庞大丛书
系列。

本报记者 吉祥 整理

在众多历史名人传记中，圣人孔子是被反
复言说的一位。

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的主编，接受过深
厚传统教育的匡亚明亲自撰写了该丛书的开篇
之作《孔子评传》。这本书在当时被瞩目的一个
原因在于，近代以来，对孔子的认识评价经历过
多次变化，“文革”期间，孔子更是成为批判的对
象，而《孔子评传》的出版则为全面、客观、公正
地评价孔子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写孔子的通俗书籍中，著名学者李长之
的《孔子的故事》已是公认的经典之作。这本书
于去年入选了中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向
全国青少年推荐的 100 种优秀图书。《孔子的故
事》虽然是一本薄薄的通俗读物，但李长之在
写作时秉持史家的严肃性，对史料的取舍和选
择都有根有据，书里几乎每一页都有相关的脚
注。

随着“国学热”的延续，众多台湾学者写就
的传统文化书籍陆续被引进。几年前，台湾学者
王健文的《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在
大陆出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曾经广受好
评。此书将视线聚焦于孔子生命的最后二十
年，“这二十年大抵可以用挫败、流离、焦虑、伤
怀这些字眼来作注记。真诚的梦想家永远是不
合时宜的，永远要和他的时代对抗。因为‘不合
时宜’，他的努力注定是失败的，而孔子的‘知
其不可而为’，让他一生的故事更增添了无可
排遣的悲剧意味。”正如有评论说的那样，“终
未成事的挫败与焦虑，虽不是孔子想要的人生
结局，但幸而如此，才成就了历史上永恒的圣
者图像。”

在海峡两岸都有广泛影响的国学大家钱
穆也有孔子传记传世，他去台湾后曾写作《孔
子传》，如今这本书也已在大陆多个出版社出
版。南方一家媒体曾刊发了王国华的一篇文
章，记述了这本书出版时发生的一点曲折：当
时台湾的孔孟学会邀钱穆写孔孟的传记。钱穆
先写成《孔子传》。孔孟学会评议会读完以后，
认为其中若干说法不同于主流意见，应该改
正。钱穆十分不悦。“余意学术著作，不比政治
行事，可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则须作者本人
负责……余之此稿，亦复字字斟酌，语语谨审，
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
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于是索
回原稿。后来记者披露了此事，出版社纷纷找
上门来，要求印行，《孔子传》得以顺利出版。钱
穆感叹：此书付印曲折，可知著书不易，出书亦
未易也。

为圣人立传

孔子传记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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