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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

内容概要

“假传”是指借鉴史书人物传的写法为器、物作传；“类传”就是将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人物写在
同一篇传记中，并以类为标题的传记形式。《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全面系统地对中国历代的假传和
类传的种类，内涵及各传中所赋予的作者的创作理念与社会思想进行了论证，阐释了中国古代假传和
类传存史、鉴史的社会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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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上编：古代假传研究
绪论
一、假传溯源
（一）假传文体之明辨
（二）假传的发展源流概况
二、唐代的假传
（一）韩愈《毛颖传》的问世
（二）《毛颖传》的批评和接受
（三）《毛颖传》的仿作
三、宋代的假传
（一）宋代假传的传主选择
（二）宋代假传的传主形象
（三）宋代假传的主旨追求
（四）创作形式的求新求变
四、元代的假传
（一）假传与社会风气的关系
（二）杨维桢的假传
（三）元代其他人的假传
五、明清的假传
（一）明清假传的传主选择
（二）明清假传的思想内容
（三）明清假传的艺术特色
余论
下编：古代类传研究
正史文苑传研究
上篇《文苑传》的起承流变
一、《文苑传》之发轫
（一）《史记》中文人传记的启示
（二）《汉书》增立《艺文志》的推动
（三）《三国志》文人归类入传的引导
二、《后汉书·文苑传》之创立
（一）《文苑传》创立的原因
（二）《文苑传》创立的意义
三、《文苑传》之发展
（一）魏晋六朝正史《文苑传》的文学价值
（二）唐朝及以后正史《文苑传》的叙述化特点
下篇《文苑传》的内容解读
一、记录文人生平
（一）记录文人的履历、生平
（二）文人生平与作品的关系
二、载录文学作品
（一）抒发一己之感或一己之见的非功利性作品
（二）进言、讽谏的政治论文
三、书写文人形象
（一）怀才憔悴者
（二）不护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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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阐述文学思想
（一）探讨文学特质与功用
（二）进行文学评论
余论
《后汉书》新增七篇类传研究
一、新增类传，展示时代面貌
二、接踵《史记》，延续史家传统
三、寄情人物，抒发身世之感
四、各传择传标准
（一）士人楷模——党人
（二）东汉蠹毒——宦官
（三）亦文亦孺——文士
（四）操行独绝——独行异士
（五）怀技守仁——方术之士
（六）逸出尘嚣——逸民
（七）行尤高秀——列女
（八）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论古代杂传中的类传
一、绪论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二、古代杂传中类传概况
（一）数量
（二）特点
（三）杂传中的类传大量出现的原因
三、官吏类传
（一）官吏类传的写作宗旨
（二）官吏类传的类型
（三）官吏类传的特点
（四）官吏类传的意义和价值
四、地方类传
（一）地方类传的概况
（二）地方类传的写作宗旨
（三）地方类传的人物分类
（四）地方类传特点
（五）地方类传的文献价值
五、方外类传
（一）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外类传
（二）隋唐时期的方外类传
（三）两宋明清时期的方外类传
（四）比较方外类传与史传中的类传
六、女性类传
（一）女性类传的开创——刘向《列女传》
（二）女性类传的发展与衰落
七、高士类传
（一）魏晋时期——隐逸文化的成熟期
（二）唐宋之后——隐逸文化走向衰落
（三）高士类传的特点
（四）比较杂传中的高士类传与正史中的《隐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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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杂传中类传的意义和影响
（一）杂传中类传的意义
（二）杂传中类传对文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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