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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馮阿鵬，1979 年生於山東莒南，上大學前的 20 年在故鄉（淮河以北）生活、讀書，上大學後的

20 年在異鄉（長江以南）讀書、生活。讀書、工作、生活，力求真與實；有一點書生意氣，進

取心強而常有所不為。作為一個文科生，萬里路是必要的，本科求學於粵東（汕頭大學），研究

生求學於蘇南（蘇州大學），博士求學於閩南（廈門大學），此外，在廣州、深圳、無錫、寧波、

上海、南京也短暫工作生活過。耳聽，目接，身感，我以我身與世界相遇，抱著一點奢望──

讓世界將我鍛造成器。

提    要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傳記文學「理論」的主要形態為「亞理論」，其主要載體為報刊。報

刊既促進了傳記文學獨立形象的生成，又促進了傳記文學理論的發展。這些「亞理論」包括域

外傳記文學理論的譯介和中國學者傳記文學理論的生發兩個部分：梁啟超、胡適、梁遇春、任

美鍔、蔡振華、歐陽竟、戴鎦齡、周駿章、許君遠、費鑒照、邵洵美、呂琪、豈哉、白樺、坎

侯、笙、曼如等對域外傳記文學理論的譯介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域外傳記文學理論的全面譯 

介背景下，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的闡發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程滄波、湯鐘琰、楊

振聲、梓坡、許傑、寒曦、張芝聯、湘漁、蘇芾芷、鄭天挺、曹聚仁、許壽裳、朱東潤等在傳

記文學是屬「史」還是屬「文」等一系列關於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核心要素等問題上做了相

對豐富的探討。

從晚清到民國，以時間為線，中國傳記文學的現代性進程在整體上表現為避免淪為政治、

道德和歷史性的附庸；中國古代傳記和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主要區別是工具性和自主性的區別，

二者是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研究的主要關注點。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歷史「包袱」沉重，梁啟超的傳記文學思想中有很多「新質」，但是它仍

然是屬「史」的；胡適的傳記文學思想傾向總體是屬「文」的，卻又帶有明顯的史學特徵；朱

東潤對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的認識總體上高於梁啟超和胡適，但是歷史「包袱」依然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