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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　雪（１９８３—　），女，湖北钟祥人，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作家评传的新镜鉴
———读陈兰村《蒋风评传》

魏　雪，全　展
（荆楚理工学院，湖北 荆门 ４４８０００）

摘　　　要：陈兰村的《蒋风评传》堪称中国作家评传的新镜鉴。作者据自己对老同事传主的观察了解、采
访对话，心灵相契，“评”“传”结合，真正写活了传主鲜明丰富的个性。这种在场者、亲历者身份，这种“一个人和

一部儿童文学史”的视角和写法，使得作品既具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又具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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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的中国作家评传中，陈兰村教授的《蒋风

评传》［１］别具一格，堪称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

评传。以往评传写作大多有三种路数：一是以“评”

为主，如梁启超的《王荆公评传》，余三定、周淼龙主

编的《何建明评传》；一是以“传”为主，如张新颖的

《沈从文的后半生》、叶开的《莫言评传》；更多的是

“评”“传”结合，如朱东润的《杜甫叙论》、於可训的

《王蒙传论》等。

《蒋风评传》基本遵循“以传为主，评从传出”“评

传结合”的原则，在搜集、整理大量相关史料的基础

上，依照时间顺序，以作家的生平经历为经，以作家的

儿童文学活动及其取得的成就为纬，真实再现了传主

对儿童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及其卓越贡献。

传记在“引子”之后，分为“第一章 童年在金华

（１９２５—１９３６）”“第二章 战时中学（１９３７—１９４２）”

“第三章 流亡大学生（１９４２—１９４８）”“第四章 走上

‘光荣的荆棘路’（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五章 研究成果

冒出来了（１９７７—１９８３）”“第六章 四年大学校长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第七章 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第八章 发挥余热头十年（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第九章 夕阳正红（２００５—２００９）”“第十章 明

天的梦（２００９—）”等，全面展现了作为一个“人”的蒋

风和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家”的蒋风８０余年生命历程

中的人生抉择、文学创造、独特个性以及成功秘密。

作为著名的传记文学史家／教育家的陈兰村，将

蒋风定性为著名的儿童文学教育家、理论家、组织活

动家，据自己对老同事传主的观察了解、采访对话，心

灵相契，“评”“传”结合，真正写活了传主鲜明丰富的

个性。这种在场者、亲历者身份，这种“一个人和一部

儿童文学史”的视角和写法，使得作品既具有史料价

值和学术价值，又具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

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作者写作这本评传时，与

传主已是相识相交４８年的老同事，且数度成为邻居，

兼有熟悉情况与采访之便利。传主涉及儿童文学的

外事活动，有时作者也参与其间。他阅读了传主的全

部著作以及与传主有关的许多资料，与传主经常散步

聊天、多次访谈，并采访了传主妻子以及其他知情人，

特别是传主的众多同事、学生，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甚

至独家材料。这些精心收集的材料，史实准确，扎实

可靠，涉及传主生平的方方面面，如时代背景、家族身

世、生活经历、成就挫折、思想境界、立场观点、人生态

度、喜怒哀乐、习惯爱好、婚姻家庭、社会交往特别是

与国内同行丰子恺、陈伯吹、叶君健、金近、圣野、任溶

溶、鲁兵、洪汛涛、柯岩等儿童文学大家的交往等。评

传披露出的许多史料，紧紧抓住蒋风多侧面的史相与

人相的关联，也重视他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包括传

主对儿童文学的痴心不改，对儿童文学研究学科的巨

大贡献以及获得的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都在文化积

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作者自谓“蒋风的历史，就像一部中国现当代儿

童文学研究史”［１］。诚哉信然。陈兰村在传记写作中

具有明确的文学史意识，同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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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当代儿童文学史的新视角。

这就是通过作为卓越的儿童文学家蒋风的个案研究，

去探究传主对儿童文学的执着精神，总结和创造儿童

文学爱好者的共同精神财富。传主长达８０余年（至

今健在）的漫长人生，一直葆有一颗童心。他的名字、

他的学术活动总是与“儿童文学”四个字结合在一

起。他很珍惜时间，他的时间和金钱，都不是特别富

裕，但对于帮助他人、用于儿童文学有关的事情上，他

付出时间和金钱又是十分大方的。童心意味着身上

总是流淌着很新鲜的血液，这让他到老年还保持着天

真活泼的想象力和生命力。这部评传为我们绘声绘

色地讲述了传主众多的人生故事，他曾为儿童文学做

出很大贡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１９７８年，第一个在高校恢复儿童文学课，并创建

了全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机构———浙江师范学院

儿童文学研究室（即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前

身）。１９７９年，在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招收儿童文学硕

士研究生，而此时的蒋风还是一名讲师。此后，经蒋

风教授精心指导的研究生如吴其南、王泉根、汤锐、方

卫平以及汤素兰、韩进等，其中大部分已成为中国儿

童文学理论界的第四代领头人。特别是王泉根大名

鼎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号称中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

师。而方卫平则从３３岁就破格越级从讲师直接晋升

为教授，由他领衔的浙师大儿童文学学科已逐步形成

了一个“可能的研究学派”。１９８２年，蒋风撰写并出

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儿童文

学概论》。１９８７年，被国际儿童文学学会吸收为第一

名中国籍会员；主编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史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１９９２年，主编出版了中国

第一本最系统的大型儿童文学工具书《世界儿童文学

事典》。１９９４年离休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儿童

文学机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免费招收非学

历儿童文学研究生。１９９５年起自费印发《儿童文学

信息》报达１４年之久，坚持至今。１９９８年，被国际格

林奖评委会聘为唯一的中国籍评委。２００７年，历经

２０年四处奔走呼吁，他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创建中国

的国际儿童文学馆，为全国近四亿少年儿童的健康成

长做出了新的贡献。

鉴于他对儿童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蒋风还多次

获得国内外儿童文学界的众多荣誉，如２００３年第六

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他接受了国家

领导人的授奖和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的现场

采访；２００６年在韩国获得第二届世界儿童文学大会

暨第八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唯一一个儿童文学理论

贡献奖。在这本评传出版后的次年，２０１１年蒋风在

日本荣获国际格林奖，成为该奖项第１３届获奖人，也

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当然这是后话，但可看出

传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和世界影响。

思想价值：评传“知人论世”，叙写了蒋风持之以

恒、不断做“梦”不断圆“梦”的非凡经历。蒋风喜欢

把自己的大至理想、小至一般的心愿，都说成是

“梦”。他说：“有梦最美，因为有梦往往就有希望相

随。”可以说，蒋风的词汇里“梦”就是希望、心愿、理

想等的代名词。“梦”的多维含义还在于：以传主而

言，既是传主心灵深处永不熄灭的理想之光，又是现

实境况百味杂陈的真实写照；以作者而言，它也是评

传切入视角和构思的一大亮点。蒋风———一个在新

中国成立前的流亡大学学畜牧兽医、农业经济的人，

日后成为引人瞩目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儿童文学专家；

而１９８４年他５９岁之时，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直接任命

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这些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传

主传奇性的背后无疑折射着精神性，作品做了全面系

统的展现。

在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年蒋风便有三个“梦

想”：第一是当记者，第二是当诗人或作家，第三是当

教授。这样的梦想尽管是在朦胧中孕育，但这恰像给

蒋风少年时代的心灵加了油，以后一旦遇到合适的气

候和机遇，他就会插上梦想的翅膀飞起来。在１９４２—

１９４８年的动荡年代，本是流亡大学生的蒋风，却成了

暨南大学的青年诗人。尤其是一首童话诗《落水的鸭

子》的发表，成为他走上儿童文学道路的开端。１９４７

年他大学毕业后拿到《申报》聘书时，确实也为实现

少年时代就追寻的第一个梦想而高兴了一阵子。当

有一天他从《申报》读到一则消息，三个愚昧无知的

孩子读了剑侠神怪的连环画后，偷偷逃出家门，结伴

去峨眉山求仙学道，最后跳崖“升天”，以致粉身碎

骨，他的整个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加上他小时候就

受到母亲和斯紫辉等老师的教诲，在心中培育了爱

心，从此便有了要投身儿童文学事业的想法。新中国

成立后，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初期在金华师范学校

开设儿童文学课，１９５６年起便先后在老浙江师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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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杭州大学前身）、新浙江师范学院（后来更名的浙

江师范大学）等院校教书，长期开设儿童文学课程。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走上儿童文学讲坛的拓荒者之一，

在儿童文学这条光荣的荆棘路上，蒋风成了“麦田里

的守望者”。他深知“儿童文学是人类最有希望的事

业”，并表示“我愿为它贡献毕生的心血”。

评传集中再现了传主新时期以来“奏响自己的命

运交响曲”的动人旋律，走向世界，不断扩大儿童文学

研究的对外开放与交流，开创和改写了中国儿童文学

历史的诸多“第一”的全新贡献。著者将蒋风的儿童

文学研究，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博采中西，自成一

家；二是经世致用，走向儿童；三是重史研究，创新传

统。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作品与他成长的环境有关

系，一个人童年的环境决定了他写什么样的作品。由

最初的儿童文学创作，到新中国成立后教学工作的需

要，蒋风放弃了创作而把兴趣和精力转移到儿童文学

理论研究上来，尽管遇到不少荆棘，但他不改初衷，依

然前行。作者在其童年叙事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一

个结论：“蒋风这所有的学术活动里，都可以看到故乡

金华学派的学术因子的无形影响。”

《蒋风评传》不仅写出传主发奋图强、挑战命运、

不断创新的生平经历，而且对传主的顽强个性做出了

精到的解释：“蒋风是位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人。”这

种渗透了自己的情感认识的学理思考无疑发人深思。

“司马迁在《史记》中突出地写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

两种人：一种是面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的人；还有一

种是面对挫折，敢于发愤图强的人。”作者认为蒋风就

是这样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尤其是他在几次遭

受挫折时，他总是积极面对，不向命运弯腰，终于走出

困境，取得成功。陈兰村长期从事传记文学研究且有

多种史论著作及作品评析（《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中

国传记文学发展史》《２０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中国

古代名人自传选》《中外优秀传记选读》等）问世，在

谈论传主生平事迹时，他常不时恰到好处地引述古代

和现当代传记名家的言谈举止，如司马迁的《报任安

书》、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郁达夫日记、朱东润自

传等。如此一来，各自孤立的传记事实，经过联想比

较，信手拈来，呈现出新的思想意义，相映成趣，相得

益彰。这种对话意识的自觉，自然把传主与传外的人

联系起来，让作者—传主—读者三方面的精神沟通，

意味深长又发人深思，颇具启迪性。

文学价值：朱东润在《论传记文学》一文中指出：

“评传是传记文学的支流。”［２］评传作为传记文学的

一种，亦应自觉遵循传记文学的审美规范和价值尺

度，力求传记作品的真实生动。如传记文学大师莫洛

亚所言，既“务求其真”，又“力求其美”，将磐石一般

稳固的“真实”与彩虹一样轻灵的“个性”结合得浑然

一体［３］。如朱东润先生所说，“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

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

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４］。真实

性、学术性、思想性与文学性水乳交融，当是作家评传

孜孜追求的最高境界。陈兰村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努

力难能可贵。

早在１９８２年，陈兰村在复旦大学便曾亲炙朱东

润的传记文学专题课。这本《蒋风评传》承续了《杜

甫叙论》以传为纵、以论为横的“评传”体例，精心构

思，形象鲜明，语言流畅，可读性强。作者笔锋常带感

情，善于用活泼而又严谨的文学语言来介绍和分析蒋

风的生活和儿童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将不易写得生动

的时代背景的评述、传主一系列科研活动与研究成果

的评述，写得妙趣横生，体现出深厚的文学功力。通

过文学性的描述，来表现科学性的态度，也可以说是

这部评传的一个特色。

作家传记的作者多为专业文学工作者，许多人就

是研究某一作家的专门家，如朱东润研究陆游，周汝

昌研究曹雪芹，钱理群研究周作人，田本相研究曹禺，

陈丹晨研究巴金，桑逢康研究胡适，黄忠晶研究萨特

……因此学者董炳月将作家传记定义为“生命与生命

的对话”，认为“作家传记是作者对自己意识到的文

学内容和历史内容的富于魅力的传达。在这一过程

中，对话意识的自觉和价值观念的独立至关重要”［５］。

陈兰村创新了评传独有的时空形式，在许多章节涉及

传主人生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评传开头都用一段独

立的文字画龙点睛。或引用传主作品、传达传主的心

声，如“调入新浙江师院”一节开头：“诗人说：‘瞳孔

慵散于单调的画板，不知画师何时来涂上色彩。’／等

待是不会开花结果的，做一个勤奋的画师吧！把慵散

的瞳孔聚焦于画板，就会出现色彩斑斓的画幅。”或表

述作者采访感想、阅读思绪，如“走上光荣的荆棘路”

一章开头：“蒋风后来的儿童文学研究成果，不是靠突

击出来，而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他像一个体育运动

员，平时就积极锻炼身体，一旦要报名参加选拔，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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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绩就会显露出来。”或引用古人时贤言论，增

益理解，如：“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方卫平说“对

历史的透视将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现实提供某种可

能性，至少在主观上，我们对现实的考察应该力求保

持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这些优美的文字，充满着哲

理思考，犹如散落的珍珠，镶嵌在整本传记的章节之

中，统摄全篇，格外引人注目。从而形成作者与传主

真诚的心灵对话、作者与读者真诚的心灵对话。

在我们的印象里，传记文学研究家中，只有朱东

润、杨正润、赵白生、郭久麟、李祥年等教授学者写过

传记。陈兰村教授这次显然是有意对传记写作做一

尝试，他觉得自己只研究传记而没有写过传记是一大

遗憾或缺失。在《蒋风评传》中，作者将描述、引证、

议论巧妙剪裁、穿插融合，颇有引人入胜之妙。即如

“引子”首段，刻画传主的形象便富于文学性：

在浙江师范大学的校园和教工住宿的

丽泽花园小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灰白

头发高个子的老教授。从年轻时到年过八

十，他一直腰背挺拔，一米八一的个子到了

老年仍没有矮下去，走起路来步履轻快，精

神抖擞。年轻时，头发浓密乌黑，晚年头发

灰白，但没有脱发。与高个子的身体比例相

称，他的脸也是长形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

镜，眼睛不大，但总是透露出睿智的光芒，使

见到他的人容易觉察到这是一位有学者风

度的长者。

类似这样的描述在评传中随处可见。总之，评传

刻画或评论人物时形神毕现，惟妙惟肖，叙述事件时

加上大量丰富的传料细节呈现，使得这本评传成为学

者书写传记的一次成功尝试和优秀文本。

《蒋风评传》注重普及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真实

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传奇性与精神性相结合，较充分

地把握了传主的灵魂，在历史语境中叙述、评价传主

的成就与局限，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个案，堪称作

家评传的新镜鉴。尤其是触摸传主的人生历程时，我

们总能深切体味到，作者对传主的成长有一种理性

的、充满人情味的体察，这是最为动人的地方。我们

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众多的当代作家传记中，《蒋风评

传》无愧为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但我们仍有不够满足的地方。如同众多作家传

存在的问题一样，陈兰村教授也未能完全摆脱来自自

我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双重困扰，从而以独立的生命个

体面对传主、“俯视”传主。作者与传主虽贵为相交

４８年的老同事，但还是仰视多于平视，主体性发挥不

够。一个突出的地方在于，“评传”之“评”的部分，虽

说也有类似评论传主散文集《未圆的梦》“有思索”

“有感情”“有童趣”“有文采”等真知灼见的部分，但

大多采用他人已有的现成的评论，尽量减少个人的主

观判断。这或许有材料真实丰厚的长处，但作者个人

独特的见地却稍嫌少了一些。不过，作为读者，我们

真诚感谢作者用“写生传神的大手笔”“绣花针的细

密功夫”来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传主的生平与个性，也

期待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６］来评判传主在历史

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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