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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叶贤恩同志在退休后的十余年中，一直从事人物传记的写作。
我看到过的已经有《张裕钊传》、《黄侃传》、《湖北历史名人》、《熊十力传》四部，两百余万言
，连同这次送给我的《王葆心传》书稿，就是五部了。
六七十岁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能获得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其吃苦精神和坚强毅力不能不令人钦
佩。
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
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
就史料运用方面来讲，从搜集到掌握，从考订到识别，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还要更多一些。
对于传主，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他首先想到的当是如何符合史实，不能像写小说那样来塑造。
究竟如何才能体现符合客观事实的真实性，就要靠作者的认识能力和水平了。
认识得高一些、深刻一些，再运用自己灵巧的笔来叙说和描写出来，就能真正体现人物的真实性。
所以传记文学中的传主，也和一般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作者创造的结果。
写好传记文学，写出一个鲜活的真实的主人公来，实际是作者思想水平、政治水平、道德情操、文学
素养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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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王葆心传》中，我们能看到对这位著名的爱国学者从家庭到社会、从童年到老年，包括家庭
身世、人生道路、读书学习、教学科研、著书立说、做人处世等等的一生经历和精神风范。
王葆心一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一中国历史上曲折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
早在两湖书院肄业及主讲各地书院时，他便对于各种学术，肆意研求。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先生失望之余，厌世伤怀；闲居京汉，专治典籍，重点又在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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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此时，王葆心认为抗战序幕已经拉开，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前途是光明的。
他精神百倍振奋，对所经历之危险和辛劳若无其事然。
笑指篓中方志资料，谓其幸脱虎口为不虚此行耳。
1938年，日寇迫近武汉。
此时葆心年达七旬，身体不佳，湖北省政府决定西迁恩施，志馆人员人心浮动。
王葆心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为了防止千辛万苦搜集到的资料散失，他几次召开会议，号召大家把资料收藏好，然后向领导机关写
了辞呈，退归大别山罗田故里。
虽然《湖北通志》没有编成，但他在收集方志资料方面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给
所有编志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具体来讲，有以下三点：一是携带纸笔，查抄结合。
葆心认为，脑子是有限的，看的多不一定记得多，好脑子不如烂笔头，他采取边查边抄的办法，把编
志需要的资料都记了下来。
有的是摘抄，有的是整篇地抄，也有查阅的感悟，本馆没有的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查抄；也有的是因查
阅感悟产生了新的见解，考虑到了新的做法。
他在查阅资料时，抄录了各方志名家的论述，省、市、县志序言、凡例等等，数量极大。
据王醇讲，在半年中抄录的论述，如顾亭林、方望溪、章学诚、陈愚谷、钱竹汀、高雨农、林惠常、
刘志谟等三十多家，各地、各县方志的序言六十多篇，凡例三十多篇，郡、县志编撰的综合概述，以
及其他各种表、册等数量很大。
三次共查阅方志的卷数达14000余卷。
二是广泛涉猎，旁征博采。
通过查阅志书，还发现与志书有关的典籍，对研究志书有很大的好处。
如果单一地就志书而研究志书，会钻人死胡同，志书上的许多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为此，葆心在修志的过程中，无论是查阅资料，还是研讨问题，都十分注意读有关方面的典籍。
这方面读了多少，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但就所撰著的书来看，是相当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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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葆心传》已经完稿，即将付梓。
欣喜之余，有两点想在这里说一说：一是关于我写该传的经过和甘苦；二是想趁这个机会，对帮助我
、支持我的老师和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3年，我在撰写《湖北历史名人》的时候，翻阅了四大部湖北省《人物志稿》，共有1400多位人传
、入录人物，王葆心是其中之一。
他淡泊名利，一生读书、教书、著书，爱国、爱民、爱乡。
对各个学科，包括经学、史学、方志学、教育学、文学的研究，都有重要成就。
遗著共有170余种，已刊的有10种。
其中像《方志学发微》一书，可以说是我国方志学著作的“冠军”。
就是这样一位著名学者、方志学家（冠以“国学大师”也当之无愧），至今还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
女地”，没有人认真地、系统地研究，更没有一部记录他的磊落人生、辉煌历史的全面传记，甚感遗
憾。
于是我决心来做好这项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资料准备，其中阅读了王葆心的主要遗著，走访了王氏家族中了解和收藏王氏片言只字
的人，冒着严寒酷暑，奔赴王氏活动过、工作过和交往过的单位、朋友，查阅收藏在博物馆、图书馆
、方志办、政协文史委的有关典籍。
然后才坐下来整理资料，思考、起草两个方面的提要：一个是编制年谱；一个是编制专章提纲。
当这两方面形成以后，才正式动笔撰写。
大约半年的时间才完成。
我国从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
一些优秀的传记，往往也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是我国文学上的一个好传统。
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这十年来写的几本传记，总是想让它体现点文学的味道，力求写得具体一点
，生动一点，可读性强一点。
我的几本传记是否达到了这个目标，只有读者才能正确评判。
作为史传，我所追求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真实性。
传主的一生，如家庭身世、人生道路、读书学习、教学科研、诗文创作、做人处世等等，必须进行全
面系统的叙述，而且要有根有据。
这本传记的主要材料，都是采自王葆心本人的著作、书信及当时的报刊和当事人的记载。
其家族后代子孙、门生、故旧在我采访时提供的一些情况，对我写作很有帮助，但我都注意斟酌稽核
，择实而从。
总之，我所追求的是要把该传写成信史，而不是小说。
尽管如此，我还怕读者读此长篇有些沉闷，又收录了一百多张与传记内容相关的图片，做到图文并茂
，看起来轻松一些。
在我撰著《王葆心传》的过程中，省博物馆文物考古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李焱胜、副研究员刘成松
先生热情为我提供了王葆心的著作；原海南省水利厅长郑喻义先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达敏先生、
省图书馆夏群燕、孙智龙先生、原黄冈市电大校长白战存先生、蕲春县政协张梁森先生、罗田县博物
馆馆长王翻身先生都热情地为我寻找资料；特别是葆心先生的孙女、原武汉重型机床厂子弟中学高级
教师王季嫡，听说我要为其祖父作传，非常高兴，她四处奔走、写信、打电话，把家族的后代和有关
亲戚、朋友都动员起来，给我提供了不少资料；黄冈市政府、罗田县政府领导对我的调查采访积极支
持、热情接待，提供了不少方便；《王葆心传》初稿撰成以后，我的恩师朱祖延先生进行了仔细审订
，并为撰序言；此外还得到了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的李尔钢社长的热情支持。
在此，谨向诸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书中有什么不妥或错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同时更希望有关领导能考虑全面落实董老生前的指示，尽快把王葆心先生的著作有计划地进行整理出
版，发挥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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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王葆心传》中，你将领略王葆心一生的传奇故事⋯⋯王葆心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学者、方志学家。
一生淡泊名利，了解他的权要要他当官，都被他婉言谢绝。
他只乐于教书、著书，但政治上极具敏感性，学术上极具实用性，工作上极具创造性。
 王葆心的治学方法有许多过人之处，主要是“始于条理，终于贯通；始于剖析门户，终于不分门户”
。
认为“学不可以偏废，义理、词章、考订三者缺一不可”。
他有一人要呼吸三千年学术精华之气魄，各个学科，包括经学、史学、方志学、教育学、文学的研究
都有其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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