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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
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
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
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
可点之佳作。
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
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人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
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
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
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
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剧。
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
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
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
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
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
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
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
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
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
结局。
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
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
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
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
起来的驱动力。
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
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
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
但是我想举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入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
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的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
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读，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性日
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
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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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
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
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
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
历史。
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
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
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
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
尽可能完美地结合。
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
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
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
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
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
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
“自由王国”境界的。
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
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
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
，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
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的写法。
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
照、手稿、书影等等。
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
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
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书籍。
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
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丛书编委会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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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梅一生致力于戏曲及其他声律研究和教学，是著名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
主要著作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南北词谱》等。
又作有传奇、杂剧十二种。
培养了大量学有所成的戏曲研究家和教育家。

《吴梅评传(精)》由苗怀明编著，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之一。

《吴梅评传(精)》提供了一些有关吴梅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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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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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吴门才俊    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或说唱文学作品的写作惯例，凡有重要人物降生世间，一
定会有不同寻常的异兆出现，要么是母亲梦见星月、怪兽之类入怀，醒而有孕，要么是天上出现五彩
祥云，香气满室，等等。
按照这个说法，1884年9月11日(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二)，即吴梅来到世间的这一天似乎过于平淡了一些
，千年古城苏州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迹象，未能显示出一代曲学大师不同凡响的气派。
    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岁看老。
从一个人儿时成长背景、言谈举止的一些蛛丝马迹是可以大体推测出其未来的前途和发展的。
从一个普通人家的苦命孩子到受人推崇的一代曲学大师，吴梅创造了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生奇迹，等号
的两端是遥远的距离。
不过通过考察吴梅早年的生活及学习经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虽令人惊奇，却
也在意料之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颇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对于后学者来说。
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文化财富。
    第一节忧患之始    对吴梅来说，尽管儿时的记忆中也有不少温馨和值得留恋的东西，但相比之下，
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更多的则是带有灰暗的色彩。
    就出身而言，吴梅虽然出生在苏州城内一个普通人家，但上溯几代，却也有着颇为辉煌、值得骄傲
的家世。
这种辉煌和骄傲要从吴梅的曾祖父吴钟骏(1799—1853)说起。
吴钟骏，字崧甫，号晴舫，他是道光壬辰恩科(1832)状元。
在此之前，其堂叔吴廷琛已高中嘉庆辛酉科(1801)状元，叔侄两人双双中状元，这是极为少见的，在
当时传为佳话，人称“叔侄状元”。
一个家族连出两个状元，这是何等的荣光，“吴中文物之盛甲东南，而吴氏以科目称望族”①。
    吴钟骏自幼家贫，以教书为生。
早年曾任梁章钜幕僚，后历任礼部侍郎、福建学政、浙江学政等。
他一生勤奋好学，非常喜爱藏书，在当时是位颇有名气的文人。
著述颇丰，著有《两浙校士录》等，可惜大多未能流传下来。
吴钟骏代表着吴氏家族的鼎盛，也体现着这个家族的荣耀，更是后代子孙学习的楷模，尽管这种辉煌
后来再也没有重现过。
    吴梅的祖父吴清彦也曾中过举，并受父亲的恩荫，担任过刑部员外郎之类的官职。
遗憾的是，他还不及自己的父亲长寿，只活了四十二岁，未能为子孙多积累一些资源和财富。
这样，到吴梅父亲吴国榛(18651886)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荣光不再。
吴国榛，字声孙，号一蘧居士。
尽管他天分很高，也曾参加过科考，“十七游庠，省试膺荐”，但未能获得更高一级的功名。
好在他一直继承着家族喜爱读书的传统，勤于撰述，写有不少著作，如《尚纲堂骈文笺注》、《文选
李善注所引书目考》、《冯孟亭义山诗笺纠谬》、《甓勤斋诗集》和《续西厢》等，据吴梅介绍，“
足列艺林”，可惜这些著作未能及时刊刻，在其去世之后大多失传了。
    吴国榛“少好音律”，他读《会真记》“而有所憾”，再读续《西厢》，“益觉太俗”，“故填词
四套，刻而传之’。
该剧共四出，分别为《旅思》、《死别》、《忙亡》、《出家》，“四套南北词各半，每折后自有评
语”。
吴梅后来研究曲学，应该也有父亲这方面影响的因素在。
吴梅长大后，曾想为父亲刊印遗稿，但搜集多年，只找到数篇时文及残存的十来页著述。
因搜集的资料太少，“以纸帙太少，不成卷数而止”①。
到1926年，他还是设法刊印了父亲的诗集《甓勤斋诗残稿》②。
尽管只有二十首诗，但也算是完成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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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上数代都是读书人，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家风，因此说吴梅出身书香门第、诗书之家是没有问题的
。
    尽管书香门第一词听起来颇为儒雅，但它无法掩饰这个词语背后所蕴含的破落和辛酸。
吴家曾经是苏州城里颇为显赫的家族，但到了吴梅父亲吴国榛这一代的时候，受父祖早逝及太平天国
战事等因素的影响，其家境已大不如前，几乎可以用困顿这个词来形容了。
    命运对于年幼的吴梅来说，似乎过于残酷，让这个孩子过早经历了人世间的诸多坎坷和磨难，家境
贫寒不说，连个完整的家庭都不给他。
吴梅三岁的时候，父亲吴国榛去世，年仅二十二岁。
由于父亲去世时间早，吴梅没有兄弟姐妹。
更为不幸的是，在他十岁的那年，饱受煎熬的母亲陆氏也离开了人世。
双亲的相继亡故使年幼的吴梅成为孤儿，后来他在一首诗里饱含深情地回顾自己早年的这段不幸遭遇
：“三岁丁孤露，不知饥与寒。
母氏勤抚育，四序无笑颜。
故家已中落，百忧初发端。
薄田未满顷，安足供三餐。
⋯⋯吾母厉清节，盛年两鬓斑。
茹荼垂十载，抱恨入一棺。
时余才十龄，积苦身益孱。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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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完全书，颇有些感慨。
老实说，该书属于插队之作，原因很简单，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是没有这本书的。
说起来也是丁帆老师交给我的一项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
2009年的上半年，印象中是在4月份，他牵头主编一套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让我承担其中的吴
梅部分。
我当时曾明确表示拒绝，因为有吴新雷老师、俞为民老师等更为合适的人选，再说前面已有王卫民先
生的系列著述出版。
几天后，丁老师告诉我，吴、俞两位老师都推荐我来写。
话已至此，再推托就有些矫情了，于是只好接受下来。
    起初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颇感到有些为难。
有王卫民先生所编的《吴梅全集》、《吴梅和他的世界》，又有他的《吴梅评传》，该做的工作都已
经做过了，还有可以发挥的空间吗？
重复别人既不符合我的性格，相信也不是丁老师找我的初衷。
于是只好从最为基础的资料工作做起，看能否找到一些王卫民先生遗漏的资料。
查找一番后，还真找到一些前人未曾涉及的资料，慢慢有了一点信心。
    2010年，我受单位委派，到韩国东国大学任教一年。
这里资料缺乏，无法写作。
幸运的是，借助现代网络及数字化技术，在那里可以像国内一样方便地检索资料，于是整天泡在中国
知网、读秀、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新浪爱问、国学数典论坛、爱如生论坛、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站
上，查询，下载。
一年下来，所得颇为可观，积累了大量资料，其中不少是先前的研究者未曾看到和利用的。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并写了两万字左右的提纲，对如何写作
该书有了较为成型的想法。
    2011年1月回到国内，一方面继续查找、核对资料，一方面开始动手写作。
由于平日还要上课，加之不断有杂事，时写时停，到上学期结束时，才写了八万多字。
其间，丁老师及出版社的编辑都开始催稿。
于是利用暑假时间，全身心投入写作，每天差不多要用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尽管写得非常辛苦，有两
次几乎都要晕倒，但进展仍然不快，因为写作过程中，不时还要到图书馆或网上去查找、核对资料，
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上面。
就这样拼命写了两个多月，写出初稿。
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补充完善，这才算是完成全书。
尽管也存在着很多遗憾，也还有些意犹未尽，但也只能到此打住了。
    假如吴梅先生在天有灵的话，知道我这样一位后学为他老人家写传，一定会哭笑不得。
因为我不仅未得其真传，而且对曲学努力了多年，仍是个半瓶醋。
有资格为他写传的人很多，弟子卢前、任中敏、唐圭璋等都是最佳人选，可惜他们都没有写，下一代
的吴新雷老师、俞为民老师也都有资格写，但他们也都没写，却推荐了我。
他老人家生前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在其去世七十多年之后，会由我来为他写传。
回到三年之前，我也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写这样一本书，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虽然不是理想人选，但细细想来，也有两点可以告慰老先生的：一是笔者的态度还比较认真，正儿
八经以做学问的功夫来为他老人家写评传，对附加在其身上的一些不实传闻进行辨析，力求还原历史
真相，二是不仅仅将把他描述成一位曲学家，还写出其人生、治学的其他方面，将其当作一位治学严
谨、桃李天下的学者来写，更将其描述为一位才华横溢、诗酒风流的文人，这也正是他生前对自己的
定位。
有了这两点，相信先生能原谅我这位晚生的唐突和冒昧吧，再说我也可以算得上是先生的三传弟子呢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梅评传>>

    小书尽管写得还算用心，但限于笔者的学识和能力，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还请多多指教，这是最
后要对读者诸君所说的虽属客套但也不失真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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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梅(1884～1939) 近代文学家。
字瞿安,一字灵□,号霜□。
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少孤,嗣于叔祖。
他笃嗜词曲,尝与著名曲家俞粟庐交往切磋。
终生以教学为职业，先后在东吴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授，主讲词曲20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带病辗转于武汉、湘潭、桂林、昆明等地，1939年去世。
    苗怀明编著的《吴梅评传(精)》试图把这位戏曲大师介绍给今天的读者，让人们了解他一生的思想
状况和在戏曲创作、理论研究、教学等各方面的突出贡献，以恢复他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并从中汉取
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笔者力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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