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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第一部《怎样写好人物传记》的专著，由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贾英华撰写，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
发行。
这部十几万字图文并茂的书，凝结了贾英华多年从事人物传记创作的经验和教训。此书作者以自己著
述为例，探讨了对于人物传记的多种撰写方式，归纳了人物传记的十种开头、八种不同的结尾方式。
对如何撰写素无谋面的历史人物传记，建议从六方面八种途径搜集史料，提出了刻画人物的七个诀窍
，还对于如何处理重大历史人物评价，提出三种处理方法。同时作者还根据创作实践，对人物传记撰
写内容的取舍和人物细节描写暨虚构问题，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 电影卷》和《中国电影大辞典》关
于传记片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此书作为国内第一部如何撰写人物传记的专著，既可以成为大学教科书暨中小学作文的教辅书籍，也
可以成为初入门的广大传记爱好者的参考书籍。目前，人物传记作为一种实用写作文体，虽未单独列
入大学和中学的课程，至今也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授课教材。但在现实社会当中，人物传记的撰写却颇
具重要的实用性，应用范围也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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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英华，著名溥仪研究学者、晚清研究学者。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末代皇族”主讲嘉宾、特邀
专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华文学院客座教授。历任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八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主席等。
代表作有《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末代太监孙耀庭》等，著有“末代皇
帝系列”、“末代皇族纪实系列”十余部作品。他是大型纪录片《故宫》讲述人之一，曾捉刀为末代
皇帝溥仪题写墓志，为末代太监孙耀庭撰题碑文。曾任国家经贸委电力司副司长、国家电监会供电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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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传记文学溯源
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创作人物传记，焉能不知人物传记的源头？这儿说的不是他山，而是自
身。攻玉者哪怕略懂一二，也须知晓，否则便成了无本之木。
第二章 什么是人物传记
并非废话——弄清什么是传记，才好动笔撰写人物传记。
所谓专家解释未必正确——人物传记是否必须记述“名人事迹”呢？难道默默无闻的“草根英雄”不
行吗？
人物传记是真实历史的记载。虚假的历史和人物，是人类的耻辱。
第三章 撰写人物传记的“四大原则”
一部成功的人物传记，至少遵循四项原则——真实、客观、全面、生动。
撰写人物传记真的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吗？
答案：否。
第四章 如何搜集史料
史料第一，此乃传记之“骨”。
何谓广泛搜集史料？至少应当包括七方面内容。
须以四“千”精神——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言万语，搜集第一手珍贵史料。
第五章 如何核实史料
挖掘传主人所不知、人所罕知以及故事背后的故事。
对于传主的生卒年月日，尤其是对重大历史人物准确的出生、去世时间，务必弄清楚。内中往往含有
重要信息。
所谓名人记述，也绝不能全信以为真。
第六章 如何撰写人物年谱或大事年表
倒写为妙。这是一个诀窍：无妨先撰写人物的年谱或大事年表。
功夫在笔外。如何查阅档案，这是一门学问，也是基本功——对于档案史料，亦不能盲目迷信。
四个重要的寻访史料线索，不可不知。
第七章 怎样起书名和调整思路
起书名与眼球经济有关？赴美国考察时问起导游，在美国最难的是什么？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
怎样起书名？大致五种类型可资参考。
如何使一部人物传记思路清晰？仍是俗套路管用，尝试重新分章、分节、分段。此乃自我调整思路的
诀窍。
第八章 人物传记的开头怎么写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不同巧妙。
开好“虎头”——虎头、猪肚、豹尾，一个不能少。
十种开头方式，可资借鉴。
巧用“楔子”、“引子”或“开篇”。
第九章 人物刻画七诀窍
怎么写“猪肚”？六个刻画人物本质和细节的诀窍。
两种笔法：一是，关键时刻的大事大非；二是，见微而知著的凡间小事。二者不可偏废。
小中见大。描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件小事儿，没准儿也能给传记作者点滴启示。
第十章 人物传记内容的取舍与语言凝练
人生大取舍——
如何撰写传主一生，也同样面临取舍问题。这是撰写人物传记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若把握不好，很
可能形成一簿“流水账”。
文字凝练，同样也是一种精彩。
第十一章 人物细节的描写及虚构
成功在于细节。对于人物传记的撰写来说，成功不仅在于基本架构，也同样在于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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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细节的虚构描写，需十分谨慎，决不能脱离传主的真实经历、个性和环境，更不能哗众取宠，胡
编乱造，“媚俗”的虚构应明确反对。
武王伐纣之际，彗星划过天空所带来的启示。
第十二章 撰写人物传记须注意行文规范
没有规矩怎成方圆，撰写人物传记须注意行文规范。
五点提示，倒确是传记创作的题中应有之意。
凡涉重大政治、民族等问题，须当谨慎。
第十三章 怎样写传记结尾
结尾须成“豹尾”——切不可虎头蛇尾。
画龙点睛，妙在阿骨。推荐八种不同的结尾写法。
力戒虚话、官话、套话，否则便成了废话。
第十四章 如何撰写历史人物传记
如何入手撰写一位素无谋面的历史人物，始终是传记作者面临的一道难题。
此处提出八种途径。
怎样评价存在分歧的历史人物？
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
第十五章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现当代人物
客观、全面、发展地评价人物，而非“静止”或脸谱化。
有人问起地产大亨王石：你最尊敬的企业家是谁? 答案出乎意料，竟是一个曾跌倒而且跌得很惨的老
人。
巴顿将军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仅看他登临峰顶的高度，而更看他跌落到谷底的反弹力。
第十六章 区别人物传记的不同体裁
可千万甭写歪了——传记与评传确有区别。
传记文学和传记小说，可也不是一码事儿。
初入门者，务当心为要。
第十七章 人物传记与传记影片
辞典定义未必准确——人物与“杰出”无缘，就真的不属于传记片吗？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除重要历史人物外，平凡人物也许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难道不需要人物传记和
传记影片去反映吗？艺术作品可以虚拟，但历史人物绝不能虚构。
不一定准确，却耐人寻味——“50后看思想，60后看人生，70后看文化，80后看明星。”
第十八章 传记文学作品的权益保障
有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知识产权乃全世界关注焦点，与传记作者权益休戚相关。自身体会，似可
作前车之鉴。
人物传记作品的改编须经授权。其实这在国际上，乃是一个常识问题。
但愿法律成为人物传记创作的保护伞。
第十九章 当今人物传记创作的几种趋向
号称真实的“人物传记”，却不时出现编造之嫌。但自称虚构的小说却往往透露出历史的真相。此乃
小说的殊荣，也是传记文学的悲哀。
倘问路在何方，应知当下行情。
五种趋向告诫——切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第二十章 创作史诗性的时代人物传记作品
一部人物传记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莫洛亚所著《伟大的叛逆者——雨果》和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著《乔布斯传》，居然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堪称时代的史诗。
在挖掘人性的深度上，两位作者在作品上反映的一致性，足以令人惊叹。那就是真实。
反映个性的真实，反映时代的真实，也许是传记作者所追求的历史使命。
附 录 为历史留下鲜活细节
自然科学的发展，集中聚焦于尖端高科技的制高点。
社会科学的进步，在比谁采用更高效的社会制度和手段，使人民过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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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则在纪录世间人物最精彩的瞬间——
比谁读透了典型的人性。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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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极具知识性的参考书籍
2、此书在传记文学领域有开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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