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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记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其形成发展源远流长。
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文献中已显露出传记文学的因子，至西汉司马
迁创作《史记》，奠定了传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成熟的文学体裁。
但是在以往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传记文学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研究领域过于集中、狭窄，多专注
于先唐，尤重史、汉；对明清人物小传的关注也相对较多，而对唐代传记文学的关注则非常薄弱。
有关唐代传记文学的研究仅局限于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没有从整体的层面上来探讨唐代传记文学的
渊源流变、发展规律以及它与各种文学现象的关系。
　　史素昭博士的《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对唐代传记文学进行全面的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唐代传
记文学的专著。
’该书囊括唐初八史、散传、专传，又总结了唐代传记文学理论，弥补了学界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史素昭博士自本科阶段便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产生浓厚兴趣，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仍以古代
传记文学为研究课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养就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正是由于这种锲而不舍的孜孜追求与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完成了《唐代传记文学研究》的撰著，为
古代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增添了一枚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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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刘歆的《七略》到《隋书·经籍志》的目录分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传记文学从史传到唐
代散传的历程。
汉代儒术独尊，史传在目录分类中依附于儒家经典。
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儒学基础的动摇，人们思想活跃，史学著述摆脱了儒家经典的束缚，出现了各
种不同体制的创作。
杂传从列传中脱胎而出，并逐步成为独立的、传人的文学，促使古代传记文学向成熟的文学门类发展
，并进入了文学范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传记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

　　史素昭，女，1970年生，湖南宜章人。
湖南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方面的研究。
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湘潭大学学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等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有的论文已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和参与省级以上课题3项，
多次获得科研奖励。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传记文学研究>>

书籍目录

序绪论一、概念的界定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三、选题的价值和意义四、论文的创新点第一章 “唐初八
史”的史笔与文笔第一节 “唐初八史”的史学与文学背景第二节 从《史记》到“唐初八史”史传文
学的嬗变第三节 “唐初八史”史传的借鉴思想倾向第四节 “文咏之士”与“唐初八史”第二章 传统
史传的继进与新扬第一节 “唐初八史”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第二节 取材“小说”与“唐初八史”
的文学性第三节 “唐初八史”与古文运动第四节 “唐初八史”与唐传奇第三章 从史传到唐代散传的
历程第一节 从目录学看史传到唐代散传的历程第二节 唐代散传全面兴盛的原因及其意义第三节 《史
记》与唐代散传第四章 唐代各体散传研究第一节 丰富各异的唐代传状第二节 唐代碑志对汉魏六朝碑
志的发展与超越第三节 唐代寄托传记的小说化倾向及其原因第五章 唐代的专传——《慈恩传》第一
节 从《慈恩传》看唐人风貌第二节 信仰与信实的统一第三节 《慈恩传》与西游故事之流衍第六章 唐
代的传记文学理论第一节 《史通》的史传文学理论第二节 唐代古文家的传记文学思想结语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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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代陈仁锡在《史记考》中说：“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
”《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本来是两个莫须有的人物，在先秦古书中一会儿被说成是两个“士”
，一会又被说成是“孤竹君之二子”。
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说，《伯夷列传》“史所载，俱非也”。
但司马迁却把它列为列传第一、写成《史记》中最动感情的篇章之一，原因便是他在《太史公自序》
所说“末世争利，唯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以伯夷的“让”批判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争”
。
钱钟书说：“此篇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泰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
马迁牢愁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纪传之体，自彼作古，本无所谓破例也。
”《管晏列传》不记政绩，只记轶事，梁启超深感不妥：“倘若所选之点太不关痛痒，总不能成为正
当的好文章。
例如《史记·管晏列传》叙个人关涉琐事居大半。
太史公自己声明所侧重的观察点，说道：‘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他既有了这几句话，我们不能责备他不合章法，但替两位大政治家作传，用这种走偏锋的观察法，
无论如何，我总说是不该。
”司马迁匠心独运，但梁启超却没能窥破隐机，这几件事绝不是无关痛痒之事。
司马迁写作此篇的目的在于，他是要借《管晏列传》表达他的社会理想：为君应如齐桓公举贤任能，
为臣应如鲍叔牙为国让贤、如晏婴荐拔人才，为友应如管鲍知音情谊；“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
鞭，所欣慕焉”，这是何等地敬重仰慕！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的知音之叹回荡至今，激起人们千古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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