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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在中国起步很早
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在其文史分类上，人们一直

是将其视为历史书写作品的。但是，《史记》中的“本纪”“列
传”部分，已经具有很分明的人物传记特点了。所以也有人
将这些部分看成文学作品对待。自然，在人们还没有建立传
记文学概念的时候，这些作品的传记特点似乎并没有被人们
充分认识和研究。司马迁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肯定也不会
有传记文学的追求。但在真实性和文学性的表达方面，司马
迁事实上为中国传记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原则和榜样。

传记文学在中国虽然起步很早，可中国的传记文学并
不很发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先生就对中国传记
文学不很发达的局面表示了不满，认为中国的很多等级、禁
忌、名讳要求，严重地局限了传记文学的发展。传记文学是
围绕着真实的人物经历事迹进行生动艺术表达的一种文
体。传记文学对于生活真实内容的传递、表现不同的社会
人生，是沟通联系人物与社会历史文化等丰富内容的很好
渠道。因此，优秀的传记文学，既可以与历史实现很好的贯
通，也可以与文学实现美妙的融合。传记文学是一种个性
化表现人类社会人生内容的文学方式，也是因为提供了非
常生动的人物形象事迹故事而对读者产生有力的感染催动
作用的文化对象。

此前，在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推进和实践过程中，朱
东润先生贡献突出。他的《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梅
尧臣传》《杜甫叙论》《元好问传》等，在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
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影响。另外还有像吴晗的《朱
元璋传》等，也是人们看重的传记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
陆续也出现了一些英模人物传记，但为数不是很多。和其
他文体相比，传记文学创作还是一个弱项。在西方社会，传
记文学历来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或许相传为荷
马所作的《伊利亚特》中，就已经开始了类似传记这样的表
达。后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了“伟人传”（《贝多芬
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他希望通过对这些

“伟人”人生事迹的真实描绘，说明这些伟人也都难免厄运，
但是由于他们有高尚的品性，终究成了真正的伟人，从而给
不幸的人们以安慰和勇气。在罗曼·罗兰前后还有像彼埃

尔·贝勒、詹姆斯·鲍斯威尔、莫洛亚、欧文·斯通等不少著名
传记写作家。传记文学时常在开拓思想精神和弘扬文明进
步情感行为方面，在彰显杰出人物、英雄形象方面表现突
出，十分富有对人的实际激励撼动力量。

积极推动传记文学发展，既是文学创作活动的有效途
径，也是借助传记文学这种形式倡导和促进社会健康思想
精神、道德情感及行为的很好实践。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
进脚步，中国的传记文学创作也已经开始了新的进程。传
记文学写作的框限已经打开，过去只有领袖人物才可以叙
述的藩篱基本破除；各种各样的禁忌也似乎减少了很多，作
家在对人物经历事迹的描述中，可以更加接近现场和真实；
传记书写的方式也明显地多样化起来了。

当代传记文学富有社会内容蕴含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真正解放，是自上个世纪的七八

十年代，伴随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逐步展开的。这之后出
现的像《彭德怀自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真实地书写
人物坎坷曲折经历命运的作品，既是著名人物的人生表述，
又是很富有社会内容蕴含的传记作品。这些年间，陆续出
过很多将帅和各种现代名人传记作品，使得传记文学创作
出现了令人欣慰的景象。如果更多地从真实性和文学性方
面来选择的话，此后很多以报告文学名世的作品，都带有传
记作品的特点。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痴情》、
徐刚的《黄河万里独行客》、李春雷的《木棉花开》、钟法权的
《陈独秀江津晚歌》、丰收的《镇边将军张仲翰》、邢军纪的
《最后的大师》、禹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施昌学的《海军
司令刘华清》、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江隆基的《最后十四
年》等，就是这样从某一个角度进入，对人物的主要经历事
迹给予的文学书写。这些作品都是十分富有社会历史内容
包含的作品，对于人们接触人物和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政
治经济文化民生等，都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是很好的传达中
国社会环境和人们生活故事的作品。例如李春雷的《木棉
花开》，就在较短的篇幅内，集中地书写了任仲夷在担任广
东省委书记期间，如何承担着来自上下的各种压力，坚持解
放思想，坚决推进改革开放的艰难情形。作品在人物最精
彩的人生华章展开中，又巧妙地将笔墨延伸到他的历史经

历事迹描写，在短小的篇幅中实现了对人物全面重点关照，
几乎有些《史记》中“本纪”那样的传记特点；像邢军纪的《最
后的大师》，作者用10年时间追踪历史，将叶企孙这个中国
现代物理学研究奠基者，扶植培养了几乎多半中国“两弹一
星”工程科学家的人的坎坷艰辛人生和悲剧命运给予了深
情的描述表达，非常令人感慨和唏嘘！像张雅文的《生命的
呐喊》，作者以自己的人生曲折经历，书写了自己如何在中
国这个社会生活环境坚忍不拔，努力奋斗，终于由一个出生
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村，只读5年书的乡下女孩，经历多次
几乎难以超脱的危机关口，如今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的生
动情形等。而像有关钱学森、袁隆平、杨善洲、罗阳等科学
家、先进模范人物及一些当代成功企业家的传记作品，都是
从传记文学这个渠道传递中国很多立志报国、忠诚信仰、无
私奉献故事。很多人物的传记作品，是中国真实社会生活
的有机部分，因为这样一个个真实人物命运故事的文学存
在，中国故事也显得非常的确实和个性丰富，具有很强的历
史现实认识感受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用传记方式表达
自2012年开始，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国家文化工程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更是一项面对新的现实文化
环境开展的旨在用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书写，文
学生动地表现众多的中国文化才俊人物和他们璀璨杰出的
文化创造成果的重大文化建设活动。在社会生活日益物质
化和情绪浮躁的当下，对于真正富含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特
点的成果，用传记书写的方式给予聚集和表达，这对于很多
出于功利目的，人为制造轰动效果，令人忧虑的轻侮中国历
史，戏说、胡说中国历史的芜杂现象也会有一种积极的排除
和纠正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的表现，基本是由这个社会中的人物行
动表现而产生效果作用的。因此，在某种意义和角度来看，
社会的历史就是各种人物行为活动结果的历史。在记录和
传递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内容的过程中，传记写作是一个
非常有效的书写表达途径。如今的各种人物传记书写，就
正在承担着真实生动地讲好中国现实故事的作用，殷切地
期望传记文学创作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传记文学：在场的“中国故事”
●李炳银

一档名为《朗读者》的书信朗读
节目播出，加上已经成为热门话题的
《见字如面》，给人一种久违的书信文
化气息。

书信朗读节目的成功，除了在内
容上先声夺人之外，其形式上的仪式
感也非常重要。在我们所受的教育
中，写信是需要讲究格式的，怎么写抬
头，怎么用敬语，如何使用书信语言，
如何收尾落款，包括空格、空行、分段、
日期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互联网给书信文化带来了洪水般
的冲击。起初的电子邮件，整体上还
是复制了传统书信的格式。但现在人
们连电子邮件都很少用了，取而代之
的是微信、微博私信等即时通信渠道，
越来越言简意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传统书信往
来最为频繁的时代。在八分钱或者两
毛钱一张邮票的时代，每年邮政局收
发的邮件数量惊人。在不断被公布出
来的当年文化名人的通信中，可以看
到他们书信字里行间所蕴藏的情感。

比如黄永玉致曹禺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段落：“你知道，我爱祖
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
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这样的句子，简直比情
书还热烈。这些话，当面没法表达，在书信中却可以真情流
露。读到这样的信，没法不被写信者打动。有些人的书信写
得很短，比如冰心的一些信，常常只是寥寥数句。但即便如
此，行文格式上也是固守传统的，不会因内容短而失去庄重。

书信文化还会卷土重来吗？这其实是一个不是问题
的问题。一切有关信息传输的载体，都在逐渐全面数字
化。如果怀念过去的书信形式，最好的做法是重新拾起
情怀——在写电子邮件或者使用其他即时通讯工具的时
候，能够多一点郑重感，拒绝被新媒体时代轻快、浮躁的
交流形式所侵袭。

书
信
文
化
不
只
是
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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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策跑城》是京剧传统戏《薛刚
反朝》的一折，也是京剧名家周信芳
的代表剧目。该剧讲述薛仁贵的后
代薛刚酒后大闹花灯，被当权的张泰
等奸佞陷害，全家大小三百余口被满
门抄斩。薛刚外逃，集合各路英雄，
聚集青龙会，其妻纪鸾英也逃至韩

山，招兵买马，图谋报仇除奸。
相爷徐策同情薛家遭遇，用自

家孩儿代刑，法场上救下薛猛的孩
儿薛蛟，保下忠良之后并将其抚养
长大。薛蛟长大成人后，徐策命他
到韩山下书，约同他正在招兵买马
的婶母纪鸾英发兵报仇。薛刚此时
也聚集青龙会人马来到韩山，两路
人马汇集后发兵进逼长安。

徐策闻听韩山发来人马，不顾
自己年岁已高，亲上城楼观望。徐

策喝住人马，后退40里，许诺上殿
代奏本章，启奏皇上捉拿奸党、斩杀
张泰为薛家申冤。老徐策看到薛家
后代人物的英雄气概，甚为欢悦，高
兴得马也不骑，轿也不乘，步行飞
跑，入朝代其雪冤。

李滨声的戏画《徐策跑城》表现
的正是老徐策高兴之余步行飞跑上
朝奏本的情节。正所谓：往日行走
走不动，今日行走快如风。三步当
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行……

《徐策跑城》
舍子救忠良 挺身斗奸党

●樊明君

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扶正扬善

为加强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内蒙
古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近日批准
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长城保护中心。
该中心是隶属于内蒙古文化厅的事
业单位。

据了解，内蒙古还计划在呼和浩

特、赤峰、巴彦淖尔、阿拉善等地建立
长城工作站，举办长城培训班，与周边
省份建立长城联合保护机构，并定期
开展联合保护巡查等。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王大
方说，长城保护专门机构的成立和完

善对于开展长城的保护和宣传工作，
特别是推进“马背文物保护队”“草原
神鹰”等边境地区长城保护工作，具有
重要意义。

目前，内蒙古正着手对离村庄较
近的长城设立保护网围栏，并对已遭
到破坏的部分进行修护。

据内蒙古文物局开展的全区长
城资源调查统计，全区境内有战国、
秦、汉、北魏、宋、金、西夏、明历代长
城遗址7570公里，总长度位居全国
之首。

内蒙古成立专门机构保护长城
●于嘉

■
■

最容易混淆的常用词

谥号
谥号源于周朝，是君王死后，后人

根据他生前的言行，给予他的特殊称
号。这在先秦时代很常见，如秦穆公、
齐桓公等。秦朝取消了谥号，汉代又
重新恢复。谥号不是乱起的，它有一
定规则。庄、武、文、宣、襄、明、睿、康、
景、懿等为美谥；怀、悼、哀、闵、思、殇
等为平谥，有点同情的意味；厉、灵、炀
等为恶谥，含有否定的意思。所以不
同的皇帝会有同样的谥号，如汉惠帝、
晋惠帝等。

谥号是皇帝死后的“盖棺定论”，
他的功绩再小，品德再差，他的子孙一
般也不会对他进行贬低，以至于唐代
以后，歌功颂德的谥号越来越长。李
世民的谥号是“文武大圣大广孝皇
帝”，朱元璋的谥号是“开天行道肇纪
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
帝”；爱新觉罗·玄烨的谥号是“合天弘
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
成仁皇帝”。显然，这么繁复加长的谥
号，叫起来肯定困难多了。所以到了
唐代，人们开始用庙号称皇帝。

庙号
庙号也是皇帝死后才有的，是皇

帝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
号。如商代的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
宗、武丁为高宗等等。“古者天子庙号，

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
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庙号也是
非常严格的，完全是按照“祖有功而宗
有德”的标准进行命名的。开国君主
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方略者才
能称宗。如唐代开国君主李渊为唐高
祖，继嗣李世民为唐太宗；宋代开国君
主赵匡胤为宋太祖，嗣君赵光义为宋
太宗。我国的唐宋元时期都是用庙号
称呼帝王的。一些电视剧里在李世民
活着的时候就称他为唐太宗，真是贻
笑大方。

年号
明清时期，都是用年号称呼帝王

了。年号也起源于汉代，是皇帝用于
纪年的名号。新的皇帝继位，都要立
一个新年号，以示改朝换代。明清时
期的年号比较单一，往往一个皇帝就
一个年号，所以用年号称皇帝既明了
又简洁还不失敬重。如嘉靖皇帝就
是朱厚熜，崇祯皇帝就是朱由检，康
熙皇帝就是玄烨，宣统皇帝就是溥仪
等。这些称呼既不会让人产生混淆
更不会让人产生误解，还把皇帝及其
年号一下子都记牢了，很容易为大家
所接受。而以前的皇帝很多都是一
个人有好几个年号，如汉宣帝和汉成
帝都是7个年号，汉武帝是11个年
号等。

一位网名为“米西德语”的海外中文学校教师发布了
一条微博，对不同语言语法的难易程度进行了比较，形象
地把英语语法比作小猫，把德语语法比喻成豹子，把俄语
语法比作老虎，而汉语语法则被比作“大怪兽”。此微博一
出，在被大量转发的同时，也引发了网友关于“汉语语法到
底有多难”的热议。

语法像空气 须臾不可离
在中考、高考的语文科目中，改病句是一项内容，而在

改病句题目中，改语法病句又占有相当的比重。有人不以
为然，认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天天说、时时用，当然语法
不在话下。事实果真如此吗？

北京101中学的小李对于改病句记忆尤为深刻。她
说，有些病句乍看上去有错，感觉似是而非，但要指出其错
误之处却并不容易。她做了大量改病句练习，老师还为他
们归纳了病句类型。其中一类就是违反语法结构规律的
病句，如定语位置、状语位置、虚词位置不当的病句。如，

“广大的农村青年表现出无比的社会主义热情”就是将“无
比的”错放在状语的位置而形成的病句。老师还为他们总
结了几种辨别病句的方法，如语感审读法、造句类比法、语
法分析法等。小李表示，通过这种严格训练，自己的汉语
语法水平得以提高，能够比较自觉地正确使用语法，也能
够挑出日常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的病句。

语法就像空气，只要使用语言，就一定会自觉或不自
觉地使用语法。因此，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语法学习始
终是一个重要内容。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姚双云
认为，当下我国语文教育中存在着重文学、轻语法的倾
向。淡化语法教学，短期内似乎给学生减了负，长期看妨
碍了学生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最终导致语文素养
和人文素质下降。

巧用产生美 错用闹笑话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及其他》

中，从谐声、拆字、歧义、歇后等方面论述过与语言学有关
的笑话产生机制。在我国传统曲艺形式相声中，就时常借

用引发歧义的病句制造包袱，一些笑话也根据日常生活中
的语法错误制造笑点。

有人收到一封电报，其内容“船行二日即到”令他费心
猜度。若“行”做谓语，即指船已启程，两天后到达或2号
到达；若“到”做谓语，则表示船已行两天，马上就要到达。
还有一个小笑话，叫《一滴就灵》。顾客：癣药，价钱多少？
店家：每瓶3角。顾客：一滴，卖多少钱？店家：怎么可以
买一滴？起码一瓶。顾客：你们广告上明明说“一滴就
灵”。这是由歧义引发而来的，“一滴就灵”可以是主谓关
系，表示“一滴药就能产生灵验的效果”，也可以是连谓结
构的紧缩复句，表示“只要滴一点儿，马上就灵”。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华学院副教授冉启斌分析道，汉语
语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动词、代词、名词缺乏变化，需要根
据上下文语义进行分辨；二是语法格式表示的意义多
样，格式与语义之间的关系非常灵活，而这种表达意义
的多样性和模糊性在增加学习难度的同时，也产生了中
文诗歌等文学作品的美感。古人以“诗无达诂”为诗歌
欣赏原则，意思是说教人不要只看到诗歌文字与事物之
间有形的直接的联系，更要看到它们之间那无形的间接
联系。朦胧多解增加了人们想象、回味的空间。如果一
首诗意义精确无误、一览无余，也就丧失了作为一首好诗
的韵味。如王维的《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
松”既可以解释为“泉声幽咽地穿过危石，日光冷淡地照着
青松”，也可以解释为“泉声因为危石而幽咽，日光因为青
松而冷淡”。

汉语和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属于不同语系，汉语
语法和英语语法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现在世界上有
7000万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除了四声发音和汉字书写外，汉
语语法也是令这些外国汉语学习者颇为头疼的拦路虎。

趣味学语法 搬开拦路虎
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韩国留学生金恩智就感到

了汉语语法的难。她举例说，汉语里的“我吃饭”在韩语里
就是“我饭吃”；而“了”字放在句子里不同位置，句子的意思
会随之改变。而且汉语中叠词很多，如饱饱的、高高兴兴、
雪白雪白等，用法多变，掌握起来难度很大。她也介绍了自
己的学习经验，即多和中国同学接触，抓住日常生活中的机
会聊天，增强语感，一些语法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掌握。

一个在法国教授汉语的朋友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一
次，她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中国的十二生肖，法国学生热
情很高，纷纷对照自己的出生年份找相对应的属相。这
时，一个女生高兴地大声说：“老师，我查到了，我是属于狗
的。”听得她哭笑不得，连忙解释“属什么”和“属于什么”的
区别所在。

法国留学生爱敏表示，汉语语法和法语语法很不一
样，但她并没觉得汉语语法特别难，反而因为法语语法中
有阴阳性、讲究性数配合、时态变化多等，觉得法语语法要
更复杂些。

“米西德语”老师说，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汉
语语法的教学应该排在汉字和语音之后，尤其在初期应尽
量淡化和避开较难的语法点。因为对于以印欧语系为母
语的绝大多数外国汉语学习者而言，汉字和语音已经很难
了，如果开始就放出汉语语法这只“大怪兽”挡路，可能会
吓跑许多学生。

姚双云老师强调，只要老师针对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
实际情况，巧妙设计和组织教学内容，采取科学有效、灵活
多变的教学方法，同样可以把语法知识教出趣味来，帮助
外国汉语学习者搬掉汉语语法这个“拦路虎”。

汉语语法——“大怪兽”的温柔有人懂
●刘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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