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戏剧要跟着
观众一起进步

《当代的小剧场三十年（1982～2012）》出版

本报记者 桂 杰

“在上世纪90年代文化市场对国有
文化院团冲击之初， 搞民间戏剧有无限
的可能性 。” 在 《当代小剧场三十年
（1982～2012）》新书发布会上 ，作者陶庆
梅这样说。该书将“小剧场戏剧”置于中
国社会30年变迁大背景中， 以小剧场戏
剧的演变为个案， 折射出中国当代戏剧
发展的曲折历程。

有人说，陶庆梅研究戏剧可谓“脸朝
黄土背朝天”———从联系票房到租用帐

篷剧场， 从安排演员盒饭到讨论修改剧
本，她跟着小剧场戏剧摸爬滚打了10年。
在许多专家眼中，这就是戏剧界的“田野
调查”———田野调查不一定在野外。驻守
在剧场台前幕后，同样是“田野调查”。

该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以“田野调
查” 为基础， 将社会学方法融入文艺研
究；二是，将文艺研究理论反哺戏剧，提
升了小剧场话剧的理论性。

陶庆梅说：“2005年， 做小剧场戏剧
是在做低端产品；2008年与2009年，小剧
场戏剧爆发式增长；2010年，小剧场戏剧
市场在变化，《驴得水》 这样叫好又叫座
的小剧场出现了。”

北京市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杨乾武认

为， 该书记录了民间戏剧发展的真实历
史，他说，“戏逍堂”和“麻花”这两个民间
戏剧团队从一开始， 追求票房， 少谈艺
术。我曾说，走市场路子没错，问题在于观
众不是傻子，市场也不是一成不变。民间
戏剧得跟市场和观众一起进步。“中国戏
剧一直没有真正的娱乐品牌，孟京辉不想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娱乐品牌。恰恰‘麻花’
直奔市场而去，成了戏剧娱乐品牌。”

本报记者 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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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创作第一人

“告别藏在衣服下的自己”

本报讯（晴阅）近日，河北省残疾青
年孟正东的励志自传 《告别藏在衣服下
的自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该
书的创作过程创造了一个纪录———所有

文字都由作者用手机创作完成。
孟正东没有上过学，身体高位截瘫，

只能侧躺床上，住在偏远的乡村。全村没
有电话，没有网线，只能靠信号时断时续
的手机与外界联系。 孟正东凭借超乎寻
常的毅力，决心以手机进行写作自传。

他每写完一篇稿件 ， 就利用手机
上网发到邮箱 。 之后 ， 他的指导老师
“北京十大志愿者 ”张大诺进入邮箱 ，
复制其创作内容 。最终，历时4年，所有
书稿 “剪切粘贴 ”完成 。
为此， 他用坏4部手机，
完成40多万字草稿 。加
上之后反复修改以及废

掉的文字， 实际写了一
二百万字， 敲击手机键
盘———600多万次 。2013
年12月下旬， 孟正东在
北京举办了他的新书发

布会。

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揭晓

本报讯（记者张黎姣）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联袂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举办的“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3）”颁奖典
礼，日前在京举行。

活动公布了此次获奖的5部作品，分
别是德国女作家安妮·格斯特许森的《我
们是姐妹》、 俄罗斯作家达尼伊尔·格拉
宁的《我的中尉》、危地马拉作家罗德里
格·雷耶·罗萨的《聋儿》、意大利作家亚
历山德罗·皮佩尔诺的《形影不离》，以及
法国作家奥利维埃·亚当的《边缘》。

获奖的5部作品都有一个重要特点，
即，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如取材于
作者家族真实故事的 《我们是姐妹》，展
现了下莱茵地区普通农庄一个世纪的沧

桑变迁。《我的中尉》 则重新描写了苏联
卫国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轨迹等。

据介绍，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已进行了12年， 共有22个国家的74
部优秀作品获奖。

《粮道》关注粮食的人文价值
本报讯（记者张黎姣）“生活，在粮食

的润滑喜爱匀速运转， 但一切都看似与
粮食无关。”近日，吉林作家任林举长篇
纪实作品《粮道》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粮道》抓住粮食这一生活主题，多
角度、多维度地予以展现和阐释，向读者
表明粮有粮道。 尽管粮食始终如一地为
人类生存尽职尽责， 却很少有谁留意它
的人文价值。基于此，任林举经过一年的
采访，足迹遍布全国主要粮食产区，访问
了近百位人物，写就这部“良心之作”。

与大地和谐相处是重要的和平
———读钟平《塬上》

李 星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社会经济

的持续发展， 而且关系着民族的生存和人
类的命运。 我国社会面对多少年来盲目发
展、 野蛮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和对
人们生命健康的威胁，早从上世纪中后期，
生态保护的紧迫性就从学者的书斋， 扩展
到大众社会实践中， 并引起了我国政府的
深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但是，“边污染、边治
理”的现象仍然肆行于中华大地。

《塬上》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田野调
查式作品。它引起社会关注，固然有题材的
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它呈现出浓烈
的中国乡土生活质地， 传承了深厚的中国
家族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
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关切。

《塬上》中的华塬县县长刘亦然正是一
个对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盲目追求政
绩的官员。 面对广大群众日渐觉醒的环境
保护意识， 上级领导不断出台的环境保护
措施，大众媒体“零容忍”的舆论监督态度，
他因治污失职而被免去职务。 这既是华塬
县的民心民意， 也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

现实状况———将生态保护和发展富强之梦

紧密联系，已成为全民共识。
美国自然文学大师亨利·贝斯顿在《芳

草与大地》 中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大地
及其诗意时， 我们才堪称真正的生活。”对
于贝斯顿而言，土地不仅仅是土地，不仅仅
是田野、 树木及山丘， 更是人类真正的遗
产， 是承载着人类历史、 文化及荣光的见
证。他认为，人类若不通过自己的努力，是
没有天生的继承权的。只有通过与大地的接
触，才能与前人、后人融为一体，成为神圣生
活的“地球合伙人”，才能享受人类的平静、
充实与快乐。《塬上》所呈现的，正是“承载着
人类历史、文化及荣光的现实见证。”

作者钟平的观点与《芳草与大地》一书
类同。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发现了“生态与族
谱”的关系，并成为该书的一条重要线索，
深化了生态保护的精神文化主题， 这十分
难得。与此同时，《塬上》还以充分的篇幅和

生动的笔触， 表现了人们从神秘而优美的
自然生态中得到的生命启示， 享受到的心
灵宁静与满足。如，书中所提到的，不法矿
主疯狂开采所引发的矿难，“断欲崖” 的传
说等，似乎在诠释着亨利·贝斯顿的“与大
地和谐相处是重要的和平”的论断，并透露
出“大地的绿色生命之深奥，远比我们的人
类所理解的更为深远”的生态意境。

佛教意义上的“断欲”，与宋儒朱熹的
“存天理灭人欲”中的“欲”，均与“贪婪”同
义。“欲”是人之本性一种，而“贪欲”却是人
类一切祸患的总根源。 它导致了小至华塬
县、大至中华大地的各类贪官的人生悲剧。
据知，由媒体人兼作家康文所撰写的《断欲
歌》，既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又有着尖
锐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并将生态保护提
升至伦理高度。它对人与自然，人的生命与
自然生命的关系， 进行了终极式的论断与
深化。

《塬上》传递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爱和理解， 呈现了植根于华塬厚土上
的传统意义上的“好人”群像。他们也是乘
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时代东风，自觉承担
百姓期望和历史使命的当代国人的光辉代

表———平凡而伟大，朴素而高贵，让人可亲
可敬。

这首先来源于生活的厚赐。 钟平出生
于铜川和耀县大地一个农民家庭， 长期生
长、工作于此。即使40岁后调进省城，也与
百里之外的故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痛
心疾首于这里的煤矿业、水泥业污染情况。
也经历了世纪之交这里的生态改善、 企业
治理等过程。 他不是以一个作家身份采访
和观察这些人与事的， 而是这些人原本就
是他的族人、邻居、长辈和兄弟姐妹，所以
写起来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其次，作品的
“非虚构”体裁为这些社会人物排布出独特
的社会背景。 马克思曾经为人下过经典定

义：“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 这里的 “社会关系总和”
既是现实的一切， 又是它所承传的族类历
史表征。 当下， 许多作品中的人物之所以
概念化、 单薄苍白、 显得虚假， 就因为把
复杂的人的本质简单化一 ； 第三 ， 《塬
上 》 的现实主义风格令人感到真实而亲
切， 它并未逃避而是自觉呈现了那些怀抱
理想 、 人格高贵的人所经历的自私和软
弱 ， 以及面对现实压力时的困惑和动
摇———没有人性缺陷和不犯错的人不是真

实的人， 能够不断战胜外在挫折和内心私
欲的人， 才是一个勇敢而有担当的人， 一
个高尚的人。 《塬上》 在这一点上特点鲜
明， 卓尔不群。

读《塬上》，笔者有着一次又一次的惊
喜和赞叹。 它是原汁原味的关中乡村风俗
礼赞，它有着厚重的人文地理 、文化习俗
底蕴，也是对大自然之无限奥秘的敏锐感
知和无限呈现。它从生态保护这一角度切
入，对人性的广度和深度 、人性的渺小与
伟大 、怯弱与勇敢 、美好与丑陋进行生动
描绘。就连当今令人恐惧的“雾霾”，作者也
区分出了由工业污染、 昔日柴草烟熏等成
因的差别。 总之， 这是一部接地气、 通人
脉的好书。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首批10部出版

何建明：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份精神不动产
本报记者 蒋肖斌

国家级文化工程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
传》大型丛书（以下简称“《名人传》丛书”）首
批10部作品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 早在
2012年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就决定用5年左
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史学界、文化界的精
华力量， 遴选从春秋战国到1900年间的历
史文化名人，创作出版一套《名人传》大型
丛书。 中国作家协会由党组书记李冰亲自
担任丛书的组织委员会主任， 并专门将这
一工作列入每年的工作计划之中。

何建明介绍，《名人传》 丛书的要求之
高，为近年来首屈一指。首先，传主必须是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

名人。 在广泛征求各方专家学者意见的基
础上 ，已经初步拟定孔子 、庄子 、老子 、孟
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李
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
、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关汉
卿、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汤显祖、王阳
明、金圣叹、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林则
徐、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
王国维等120位。其次，对作者而言，必须在
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还

要对传主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人物精神的

概括与提升， 且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
一人物的传记作品。最后，组委会特别聘请
了文学和文史两组专家审稿， 并建立严格
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
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
版等，层层把关。

何建明说，该丛书将每部25万字～40万
字， 编辑、 出版质量必须达到精品图书要
求。该丛书采取每人一传的体例，不搞多人
合传。全部工程创作完成后，将根据创作质
量，出版100部以上的全套《传记》。其代表
的文化精神始终在其后的中国文明长河中

闪烁光茫，对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思想道
德基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中华民
族创造一份精神不动产。

据悉， 经过近20个月的不懈努力，《名
人传》丛书首批10部作品终于在岁末面世，
分别是：王充闾的《逍遥游·庄子传》、王兆
军的《书圣之道·王羲之传》、郭启宏的《千
秋词主·李煜传》、浦玉生的《草泽英雄梦·
施耐庵传》、杜书瀛的《戏看人间·李渔传》、
陈益的 《心同山河·顾炎武传》、 陈世旭的
《孤独的绝唱·八大山人传》、周汝昌的《泣
血红楼·曹雪芹传》、何香久的《旷代大儒·
纪晓岚传》、 徐刚的 《烂漫饮冰子·梁启超

传》。 这10位作者中不乏获过 “鲁迅文学
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文学奖
项的作家和著名的文史学家。

何建明说， 我做了几年作家出版社社
长，作为出版人，主编了上千部书。但是我
感觉没有一套书可以跟这套丛书相比。因
为该丛书下的工夫、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
其他书。该丛书更重要的是，经得起读者的
考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历史专家程步涛这样点评《李煜传》：“作
者以饱满苍凉的笔墨， 展现了一代词主的坎
坷人生， 将读者带进一个奇绝的人与词的世
界。”文史专家何西来点评《曹雪芹传》：“本传
不仅是周汝昌一生红学和‘曹学’研究的集大
成之作，且是他此前诸种曹雪芹传的总汇，其
考证精审，文字斐然可观。”

这10部作品是《名人传》丛书的第一个
阶段性成果，2014年上半年将再推出20部
左右作品，预计全套将在5年内出齐。

以历史的名义
黄宾堂：

《名人传》丛书的艰难孕育
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

参与和见证了该

丛书全过程的作家出

版社副总编辑、 该丛
书编委会副主任黄宾

堂时说： “都说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 它体
现在哪里 ？ 如何呈

现？ 这是该丛书初始动因 。 中华民族五
千年文明史中 ， 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
化巨匠 ， 他们如璀璨群星 ， 闪耀着思想
和智慧的光芒 。 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
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 ， 能最大限度地
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内涵 ，
这确实是一次宏大的出版行动。”

“这是一套原创性纪实体的传记丛
书。 我们做过广泛调研 ， 现在市面上的
同类出版物多是考证型 、 评传式 、 戏说
型等写法， 该丛书突出强调真实性和文
学性 。 这对大众的历史文化普及意义重
大。” 他说。

黄宾堂介绍 ， 该丛书计划出版 120
部左右 。 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 ，
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 。 在作者选择
上 ， 则采取专家推荐 、 主动邀约及社会
选拔的方式 。 选择那些有文史功底 、 有
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 ， 也能胜任
繁重的实地采访 、 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
任务的作家。 目前通过入选认定的作家
已达 115位 ， 可说汇集了文化界的精兵
强将。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出版 ， 作家
出版社聘请了学有专长 、 卓有成就的史
学和文学专家 ， 对书稿的文史真伪 、
价值取向 、 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总
体把关 。

黄宾堂介绍， 该丛书最大的难点： 一
是， 历史久远， 资料奇缺。 有些传主历史
上的生平记载只有十几个字。 作家只能通
过实地考察、 从传主作品中、 与传主同时
代的人物记载中， 以及浩如烟海的相关典
籍中， 耙梳甄别， 还原历史； 二是， 写作
虚构和文学想象之界限处理 。 为此 ， 该
丛书编委会专门召开了3次创作座谈会 ，
请来全国超过100人次的专家和作者热烈
研讨 ， 达成了共识 。 这就是 ： 必须在尊
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 ， 力求
生动传神 ， 追求本质的真实 ， 塑造出饱
满的人物形象 ， 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
和可读性 。 同时 ， 反对戏说 、 颠覆和凭
空捏造， 严禁抄袭 。 再者 ， 作家对传主
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

与提升的独到心得 ， 要有新颖的艺术表
现形式。

这套丛书规模宏大、 人物众多、 时间
绵延较长。 它的体量、 动用的各界力量以
及难度， 都是空前的。 这是一项重大的国
家文化出版工程 ,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
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继承发扬传
统文化的精髓， 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

的意义。
本套丛书预计用5年左右时间完成 ，

目前已有超过80位作者完成了写作大纲，
已完成书稿30部， 我们将在各个环节科学
组织、 严格把控 ， 陆续推出高品质的图
书， 为读者奉献精美的文化大餐。

王充闾：
学庄子为人生做“减法”

《逍遥游·庄子
传》作者

年近80岁的王充
闾与庄子结缘 60多
年。他少年念私塾，读
完 “四书五经” 又读

“诸子”。 第一篇即是 《庄子》。 然 《庄子》
之真正奇文盛义 ， 其至中年才得领悟 。
“庄子的思想、 修为， 对我的人生道路之
抉择、 价值取向， 产生了深远影响。 庄子
之于我， 如哲学家萨特所说， ‘他不是一
个死去的人， 他只是一个缺席者。’”

“庄子或在时间中， 而不在空间里。”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 有关庄子的记载少
之又少。 最具权威性的是司马迁在 《史
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中所述234字。 至于
庄子身世更是语焉不详。 于是， 王充闾有
两条路可走： 一是潜心解读 《庄子》； 二
是实地考察庄子。

然两条路均困难重重。 7万言 《庄子》
中记载 ， 其人活动有20多处 ， 但是多为
“谬悠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王
充闾说： “读 《庄子》 关键在于 ‘得其神
似’。 这些亦真亦幻的材料 ， 虽非信史 ，
却足以代表庄子的性情和思想 。” 为此 ，
他借用苏东坡读书的 “八面受敌法” ———
每读 《庄子 》， 都锁定一个视角 。 而后 ，
一个一个课题依次推进。 最后， 不仅连结
起庄子模糊的生平， 更对其思想有更深认
识。 这一读， 读了十几遍， 花了3个月。

王充闾对庄子究竟 “乡关何处” 有了
新发现。 “小时候， 老师说庄子是河南考
城的； 1997年， 我第一次去考城， 当地人
告诉我庄子是民权县的； 2005年再去， 得
知考城和民权原来是一个地方。 2012年接
受 《庄子传》 写作任务后 ， 我前后3次 、
花费20多天， 往返于鲁南、 豫东、 皖北一
带， 最终确认庄子故里应该是河南商丘东
北郊区， 这与很多记载一致。”

写传记一般按时间顺序将传主生平、
经历依次展开。 但对 “神龙见首不见尾”
的庄子 ， 王充闾被逼出了一个新方法 ：
“眼前是一把展开的折扇。 庄子的性情 、
思想是折扇的轴心。 20个专题就是一支支
从轴心辐射出去的扇骨———它们即统一于

传主的思想， 又各自独立。”
王充闾认为， 庄子的思想在今天看来

可能消极 ， 但对于古人不能用今天的标
准。 “至少， 现代人可以从庄子身上学到
两点。 一是给人生做 ‘减法’。 很多现代
人， 不知足不知止， 但人生有限， 做任何
事都要有节制、 有界限， 不然会痛苦， 因
为 ‘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 二是从
不同的视角去认识世界， 《秋水》 讲的就
是这个道理”。

陈世旭：
在历史的迷雾中寻找八大山人

《孤独的绝唱·
八大山人传》 作者

陈世旭说 ： “撰
写 《八大山人传》 是
一个鲁莽的决定 。 ”
因为势利的历史对落

魄的明宗室子孙 ， 没有留下太多正史记
载。 三百多年间， 伴随着八大山人艺术价
值的显现， 海内外涌现了大量对八大山人
的研究。 一是考证生平， 二是研究思想与
艺术。 但是从来没有一部完整且可信的传
记问世。 陈世旭做了第一人。

到了陈世旭的老家江西南昌， 必去3
个地方： 滕王阁、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青云谱。 青云谱相传是八大山人出家的道
观。 陈世旭仔细查阅了青云谱历任道长的
谱系， 发现根本没有八大山人 “插足” 的
空间。 “八大山人之于青云谱， 就像莫扎
特之于维也纳———他活着的时候， 这个城
市给他的太少； 他死了之后， 他给这个城
市的太多。” 同时， 八大山人画作的拍卖
记录近年来节节攀升， 消费八大山人成了
一种现象。 “我坚决排斥杜撰。 如果史料
有空白， 我就在书里老老实实地空着。 该
传记要对得起传主， 也要对得起后世。”

他介绍， 研究八大山人最可靠的文本
依据， 是其传世的诗作、信札、书画、题跋，
以及其与同时代人交往的各类文字。“我所
知者，一位是邵长衡，一位是陈鼎。二者皆
有《八大山人传》传世。此外，还有清代龙科
宝的 《八大山人画记》 和张庚的 《八大山
人》。” 在此基础上， 陈世旭继续做进一步
的分析、 鉴别、 比较、 选择、 采信。 “从
这个意义上说， 这部传记应该是一个巨大
的群体工作的成果。” 陈世旭说。

陈世旭写八大山人， 其实也在写中国
文化人的风骨。 “如果中国的文化人都是
没有骨头的， 没有性格的， 那中国文化就
变成奴才文化了！”

何香久：
还原“戏说” 背后的纪晓岚

《旷代大儒·纪晓
岚传》 作者

在清代正史和野

史中都很风光的纪晓

岚， 留下了不计其数
的文献资料 。 然而 ，

研究了30多年纪晓岚的何香久发现， 写这
位乡党并非易事。 “乾嘉时期， 没有人比
纪晓岚留下的故事更多。 一种认为他是御
用文人， 擅长拍乾隆马屁； 另一种认为他
幽默滑稽。 他思想的光芒、 对中国文化的
贡献， 基本上就被这两种定论淹没了。”

何香久为写真实的纪晓岚， 除了通读
纪晓岚全部著述之外， 还在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浩如烟海的乾嘉档案中艰苦爬梳。
一次 ， 他意外地发现了纪晓岚的一份奏
章。 大意是揭发某人书中多有悖逆字句。
这让何香久大吃一惊， 难道纪晓岚也制造
“文字狱”？！

纪晓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与贡献

不容置疑， 他总纂了 《四库全书》， 完成
了 《四库全书总目》， 写出了 《阅微草堂
笔记》， 乾嘉时期执官方学术之牛耳。 当
他入主 “四库馆” 时， 正是 “文字狱” 最
盛时期。 何香久说：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
下， 知识分子被异化、 被扭曲在所难免。
纪晓岚是一个矛盾人物， 性格中有太多的
‘两面性’。 如， 他在官场上， 以 ‘守口如
瓶’ 为座右铭。 他在生活中， 开起玩笑来
口无遮拦。 他对和■之流从来白眼相向，
但谢恩的奏章和与皇帝唱合的文字又绝对

精美。”
纪晓岚有一块砚台， 上面刻着 “作作

有芒， 幸不太刚”， 这大概也是他一直官
运亨通的原因。 “他在政治生涯中始终恪
守着这样一个原则： 不做政治家， 只做执
行者。 不做思想家， 只做学术人。 他永远
是一个 ‘隔岸观火而离岸最近的人’。” 何
香久说， “纪晓岚有顽强的作为 ‘士’ 的
人格， 把真正的自己掩藏在 《阅微草堂笔
记》 中。”

何香久写一个通古今之变的大儒真实

的心路历程， 同时也让读者看到， 那个年
代的冰川， 如何在人文知识分子的心壁上
留下了擦痕。

郑欣淼：
勾勒中华文化的完整面貌

文 化 部 原 副 部

长 、 故宫博物院原
院长

得知要出版中

国文化名人传记丛

书时 ， 郑欣淼很犹
豫。 直到后来， 他确认 “这很有必要”。
郑欣淼认为 ， 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

面： 其一，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
中， 该丛书筛选出的120位名人， 都是文
化丰碑 ， 令人高山仰止 。 把他们集合起
来、 作为一套丛书出版尚属首次。 所以，

该丛书系统勾勒出中华文化完整的面貌。
其二， 传记文学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 它
需要兼备真实性、 文学性、 完整性。 南京
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6000余万字的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传主的选择与该
丛书有一定重复。前者更注重学术性，受到
学界的欢迎，但普通读者未必接受；后者兼
顾文学性， 以生动的故事展现人物丰满形
象，所以更亲民，能吸引更广泛的读者。

李炳银：
历史与文学的统一

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常务副会长

审阅 《名人传》
丛书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情 。 因为纪实
传记要求两方面的

标准———既要是真实的历史， 又讲求文学
的语言、 结构和感染力等。 所以几乎每一
部书稿都没有能一次通过。 有的书， 文史
组通过了， 文学组还有意见。 反之亦然，
一般来说， 每一本修改了四五个来回。

李炳银说： “有很多关于这些传主的
传记， 有的写得跌宕起伏， 但不一定是符
合历史真实的。 这些年， 人们的浅阅读太
多， 影视剧、 小说里缺乏责任心的戏说、
空说， 甚至胡说、 瞎说的状况屡见不鲜。
该丛书力图纠正这些现象， 给大众提供真
实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

“作者只有对传主有了整体把握， 才
能在写作时收放自如。” 李炳银说， “因
此， 每位作者动笔前， 都要根据自己对传
主的理解， 提交一个详细的写作提纲。 经
过专家组反复讨论、 论证， 通过后才能动
笔开写， 否则退回提纲再修改、 再提交，
直到通过为止。” 在这样严格的标准下 ，
该丛书的质量得到保障。 李炳银肯定， 它
们将是 “既有学术价值， 又符合历史事实
的好读的作品”。

何西来：
文化人豁出命来干一件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

“用陕西话来说，
参加该丛书编撰的作

家 、专家 ，都是豁出命
来干事！”何西来说。

在该丛书中， 《曹雪芹传》 的标题是
“泣血红楼” ———曹雪芹没写完书， 就泣
血而亡 。 该传作者 、 新中国研究 《红楼
梦》 第一人周汝昌也在2012年因病过世。
《李白传》 作者、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韩作
荣在交了 《李白传》 书稿后， 第二天就住
进了医院， 第三天就过世了。 有的专家审
稿时已经得了重病， 却在一个字一个字地
审读书稿。

何西来说 ： “那都是一部部泣血之
作！ 他们在用生命完成书写。”

何西来发现， 该丛书的许多作者已在
传主研究上有较大成就， 但这次写书并非
“炒冷饭”。 如， 周汝昌研究了一辈子 《红
楼梦》， 在这本书中对曹雪芹家族的远祖
又有新发现； 杜书瀛本人是研究李渔的权
威， 《李渔传》 是他第一次把李渔写成一
个文学形象， 带有故事性和趣味性。

何西来引用了恩格斯的话： “‘每一
个时代的思想， 都是从前代止步的地方前
进的。’ 该丛书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起点。
因为， 伟大的人物是需要被记忆的， 只有
记住他的人越多， 他才活得越久。 中华文
化之所以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文明之一，
就是因为这些文化巨匠还活着———活在万

千读者的心中。 ”

独立书评

纸上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