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
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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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文如其人”是中國古代文論中涉及“人———言 ／文”關係之一大命題，其假

定了“言 ／文”爲“人”心之外發外現，因而兩者之間理應若合符契。進入二十世

紀後，隨著西方文學觀念的東漸，“文如其人”屢被用作轉譯或比附於法國布封

的名言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風格即人），並與當時流行的西方自然主義理論

相結合，在現代文學批評的語境下持續發揮影響力。而這一傳統文論話語在經

歷中西對接的意義轉化後，又爲李長之創造性地借用，他汲取了狄爾泰的“體驗”

論和洪堡特的語言觀，重新省思中國古代“文如其人”的觀念傳統，並摶成其獨具

特色的“傳記批評”之理論基礎。緣此，對“文如其人”此一古今中西對接演繹過

程之勾勒梳理，允爲考察古代文論在西學東漸潮流下的傳承和轉化之絕佳案例。

關鍵詞：文如其人　 風格即人　 李長之　 傳記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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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論者言及“文如其人”，輒引 Ｂｕｆｆｏｎ 語（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爲

比附，亦不免耳食塗說。Ｂｕｆｆｏｎ 初無是意，其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僅謂學問乃身外

物（ｈｏｒ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遣詞成章，爐錘各具，則本諸其人（［ｄｅ］ｌｈｏｍｍｏ

ｍêｍｅ）。“文如其人”，乃讀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諸人”，乃作者取諸己

以成文。若人之在文中，不必肖其處世上、居衆中也。羅馬 Ｓｅｎｅｃａ 嘗

云：“如此生涯，即亦如此文詞。”……則庶幾“文如其人”之旨矣。?

oQB!IF，̈ ð6©0¬�“LÛ”Y�E(-iÓ�Ô“B�DV”jx，

�M�Î�Í£y(#$Ó~s¢（ＧｅｏｒｇｅｓＬｏｕｉｓ Ｌｅｃｌｅｒｃ，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Ｂｕｆｆｏｎ，

１７０７—１７８８）《LXA》E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9KYÎM“XAõV”）±

ÙÔ-ðI´。��ø/，s¢Ô³´��nM“BK>V”，o�]VÇuI

“B�DV”��ÖKóÙ。ZÍ¯òvÍ�_，"ÓÛìY���，?�´

��!QÕB，�î/3<�=tYu啟/©çÔ�µI�：Á±，?ß“](

LÛ·�‘B�DV’，ØÕ ＢｕｆｆｏｎÙM�Õ”¼¼，�E�o“�Õ”ÛðoW

æäí´。§E(T(BLf4�,�ß¬TQÔBÓäÙËêRj¨8:

ò±�，Z±¬Ç“A¯”æÔ£�，jC^¸L5Ã�EàÔ“LÛ”ðE,�

³ÔÙÚ�(�-9#ÐÔg_。? ã±��Êw��V�,�BÓÍLÔ

³-，Kµ��ÀÚ%uBH>ÊÔ�Öó,ð±Ñ,KÔ](；/±��«

０９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九期）

?
?

?

�÷+：《wj@》（¾¿：0�·�+·ùEMî+©，２００１ 7），:�，Â ５０３—５０４。
�Ù¢ ：《�÷+Ó+½wXY》（!"：Àrz¢ÒÓ/01，１９９３ 7），Á$Æ“XA
L：ç[ÔÞá�3�Ô/}”，Â １６４—１８２；ç�T：《ÌÖó�ç：“B�DV”�“X
AõV”》，《E(Ù·Ó©ù：�YðBK�BHI�》（�{h：Mc�V»/01，
２００９ 7），Â ２１７—２２５。
N"§ðnLE(¬3i“BÓ”�xÔ0^s#Æ��，õ÷xoÍ“-9#Ð”s“E
,�³”Ô�Î，�D¼：“�rh�5¯Ô®å，9KüþÔ‘BÓ’／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x，ðE
,BHÔh�(,ET¦ä-ì�I，̂ hË-9#ÐÔg_，HÙ‘BÓ’�xà^Ä
ÅáE,�³Ôh���。”́ ��：《“BÓ”�x�》（¾¿：V»BÓ/01，２０１６
7），Â １。



ø$á�M:ÓEáÔE(-�BL，6,Ór.Ô"��^�äêë%/

�Ð�Â，qó^ðZ±67¡vÔà,s¢(�H%d>�§Ô©y，¦�

£ùÔ�y(Q3iBÓ©ùÔäÙIE。"þb\ð《�Ùv��》°/Ô

�4：“‘BÓ’µ^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BÓ’MêrµÇöË6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ÒéÖè�Áa¬�ÔÙÚE¢4：Mqr“B�DV”µÇöË6s¢?¥

Ô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lb·I，“B�DV”LÔ�yËàäÍ,K

ÔxÌéª�Î6（(ç8E(Ô）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o±xÌÔ

g_，î^�äÊ¥��þ6D�ÔBjÍLsBÓ©ùÔXY���？Z

=u4?ª�ø/ÔFm，�1^]V»�-iBLð,Ór."��ÔT

3sýHI±æ¢ ·。

Á¸，�÷+]¯“B�DV”�“BK>V”，�MWÛ^“�Û,B�E

V”，Û«^“�Û>Þ�^B”。ÄÐD¥，«Òé�°ÞM，��°/Ô

“BK>V”M±ø�LÔ�x，��Ð%，ã®EÔ“B�DV”«M±©ùL

Ô�x。ñ�bn《B¼Vc·E6》�“jBÛÌB�Q«”ø®“E6”Û

�õ�ÛÔæ�à,，?�÷+o��“�Û,B�EV”0¥“B�DV”，̧

ÛÙÙd«!I�¹，�¬©ç���O“B�DV”Ô©¯?Ñðí6©ù

LÔæ�à,I±!，�8³^�©¯©%¡/áZ��ÔÆ-è。? ]ó，

´J�!~Á±[Ô½#Ò��Y，«Òé�ê-4：�÷+�“B�DV”Ô

ZÍ£�^ãäó"Ô？Z�-iÔ“B�DV”L8��¦？;�^ãÔ

oõ#~D�T��Ú%-a“B�DV”(Q¬3iÙÚÔ©¯xÌ�ý

H3�IÐ�，±�ã?©0Ô±=O“B�DV”�Õ6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ÔLÛ？�_í ^ÛÔä，±rÒé��(óóL：&6kÍ�

(¥§Ô!u，̧ L5Ã�ÔLÛéð³--i“B�DV”j、¦�I�Õs

１９１“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

?
?

b\�，ö¦§ËÎ：《�Ùv��：BÓ，»�BH�®ÎëÔ3iè（E(：１９００—
１９３７）（½VÎK）》（¾¿：0�·�+·ùEMî+©，２００８ 7），Â ３２６。
bn�，ùB�U：《B¼VcU》（8¾：Ó"/01，１９９１ 7），Â ７１５。
¬]，�÷+Ô³´^�Ö©“B�DV”Ô，uoãé¥：“�BjV，�-?î；̈ �Ö
I《~©》，äÚ�!�så，²�《æN》̧ +，�/=î。”́ ��：《wj@》，:�，
Â ４９８。



¢�·ÔÖ�，“B�DV”�M©ùL±��Ô��®÷Há，,oén`�

÷+õn±���í6oÓA¯�ÕÔ�y，/±��cî��º%³Gá

ZÍùÙÚ�Ô“B�DV”�x。

i]，�!?L<å©6y]Ôó#。´-�§o[，¦-§é-iBLE

Ô“B�DV”�mÄÅ«²t��s�Î，D�yîQ^�ä；�86(Q¸L

5Ã，“B�DV”o±T(BLäÙðE,�³s�ÎÔÙÚ�/0áqr

èÔýÆ，)oýÆî^�ä�Mä/0。�ª$þZ=4m，«ÒéT¬�Ö

�/3，�³�-��3iBÓ©ùÔ“B�DV”jx，ð¸L5Ã�EàÔB

Ó´9E�y�äÍÔÍLpq，��Dð�V(�©ù���Ô¢ð©¯。

�ZsÑ�±tW°ª(m§：“B�DV”I�x（�D�s¢IÙÔ�

Õ），ð¬�BÓ©ùÔnL���E，̂ _çÔ,ð±Ñ,K!Ôi#%)？

XYE(3¬iBÓÔy(ÓÛä�Í，̀ ð《¿é*Ó》±BEÕ�%ø/：

“¿é©ù~ýþs¢（Ｂｕｆｆｏｎ）��Û���Ô±«A·———EB²ÎM‘B

AõVA’（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B·B��ç&ÖnÔ#Æ：‘B�D

V。’”?É,á[å¢（１８９７—１９８６）《BÓ�ÙB（E）：mk�XA》sÜZ

]（１９０６—１９８２）《MtE�》̧ �M·。�àq`U©Ô^，Öí¿é©ù~

ÔÜ�I（１９１０—１９７８），-ðDBÆsL�s8³MKÕþás¢ÔZ«

�·，)7§DºÎ��ÕM“B�DV”。? �µo#�"�，ìì�Í$Ü

�I6WÃLmÔÝnE��äÖ4ýÔÆ-è，D�“B�DV”(Q3i

BÓ©ùäÙÔLC，�]TÐq×ìmÔÆc。(ó·I，Ü�IÔ“B�

DV”¦äµ³óÂÚÔÄ��x，Z�ã�“T�©ù”s“Ï«Ô©ù5¯”

I��^¿��]Ô，瑏瑠�Þ¬《¿éBÓ©ùXY》½¥：“Ü�IðO×�

２９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九期）

?

?

瑏瑠

ä�Í（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Ｒｅｂｕｔ）�，JéÎ：《¿é*Ó》，þ6�Ä35l：《y(HÓ~LE(
BÓ：3¬iBÓ》（¾¿：�ÙzÓ�XY/01，２００９ 7），Â １７９。
]¿´6《LBj��ICË!Í》、《gT�è�ðBÓ©ù!ILC》s《@2ôIV
AsXA》，o�B。
��Ü�IÔ“T�©ù”s“Ï«Ô©ù5¯”，�pæ¹º«：《(«èV———LÜ�
I《@2ôIVA�XA》ÔT�©ù》，《E(Ó+7Ï》，Á ３８ åRèm（２０１６ 7 ９
J），Â ２９—８２。



~Ôj+tè���ß^´á}K……ã¹Çî3áE(-i‘B�DV’Ô

T(j[，,L‘B’óL‘V’�,L‘V’óL‘B’̂ MãËý]MÔ½

#。”瑏瑡mYÞ�0ã“T�©ù”ËÎKÒ�m/，dòoì�î�/，“B�

DV”�¥^Ü�I(��v©ù�Ôüý½#¨8^ÍL&'，86Dlb

�yMä，«Ñ1(±Ð¶�1�。

,ojI，�M3iBÓ©ùäÙÔ“B�DV”，¦ä±¯ìéÆÔ�

x，�Ê，�¿é©ù~mD^Ü�I"¥，Z±�xðD©ùb¾Eø]l

��)Ô%)。^�，�BÔnL§F76o，ð�xÔ»1s>ÊÔéÍ

E，oÒ»�“B�DV”̂ �äËhE,�³s-9#ÐÔc9ý>，¦�

Ü�IÔ��#~MÎ¼，ãEH/Dð3iBÓ©ùE§®8cÔÍL©

¯。dð�qo±FmIW，Òé1-»�“B�DV”ð-iBLEÔ

�y。

二

Ó0j5ÞM，“B�DV”±Ù2´6��《í\B¢÷ò+》，��ðo

+EL�D��¬IB¼：

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

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瑏瑢

r¬ß�¬“DB�DMV”，o§����《pË@》«×²±/“B�D

V”F!：

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遒暢，次公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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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裏面所包含的知識之多，事實之奇，乃至發現之新穎，都不能成爲

不朽的確實保證；如果包含這些知識、事實與發現的作品只談論些瑣屑

對象……它們就會是湮沒無聞的，因爲，知識、事實與發現都很容易脫

離作品而轉入別人手裏，它們經更巧妙的手筆一寫，甚至於會比原作還

要出色些哩。這些東西都是身外物，風格卻就是本人。……一個優美的

風格之所以優美，完全由於它所呈獻出來的那些無量數的真理。瑑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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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s¢ZõäÔ³�×*T�}�Ö，9�Òéì¯yÉ:é£Ø

E!y；�´O7[�Eðo±�·IÎë�E(3iBÓ©ù�/0Ô�

þ，«Òé<��ªÙ/ð¬�l��ÒÐ�ÂÔ��BK，ãó@AÍÎD

�ÔóL>Ê。

１９２１ 7，�Ú（１８９４—１９７８）6《'*Ó0è 》/#《LùBHoë》；Û

7，《Óâ》øÏÔÁFåý�¶B，�ÚW@´P��，瑒瑢DEÄn��

±Q：

文如其人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此法人 Ｂｕｆｆｏｎ（布馮）之言也。蓋謂賦

性仁厚之人，其所爲文，必有一種慈祥愷悌之氣，流露於字裏行間。生來

陰鷙殘酷之人，即强學之，亦必不能到。他皆類此。故欲文之工美，必先

修學植品而不當專學他人文章之皮毛也。又如李太白，欲强學杜工部

之憂時愛國，杜欲强學李之縱酒豪放，亦必不成。今評者謂“各人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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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é》（�Q：�Q/01，２０１３ 7），Â ３１。/�pæwß¯l�：《“Óâé”l7B
�》（¼¿：¼¿ÒÓ/01，２０１５ 7），Â ２７—２８、３８—３９、５４—５５。



不同，產生體裁自異”，似即此意，斯固是也。雖然，每篇文章，詞句不

同，意旨不同，即當另視爲一文，不當僅因其格調之同，而遂一體斥之爲

印板文章也。瑒瑣

�ÚÔZQä^�W?ªòa��O“B�DV”s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

ÎÔ±t·}。oQ©ð©0ùBHoë&êÛ´:BÓM“P&BÆ”IL

x，óD³¥�æ«^5\“B�DV”，¦Õ ＢｕｆｆｏｎÔ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

M�。q`U©Ô^，�Ú?ßÔ“B�DV”�T(�y�¨0q，ã±��

Ö©QVIùè�Ö，«BÆIbqXA�ç，ZÇ^W3?~“�~Éè�

��by��Ð”Ijx，q8�ã?,ÔÜ、¡I·，T�wÊ¢《¥èÇÙ》

“è«��，VVQl。�îÛè，�´DiÞ^F；�³üè，�D´/(Ð

�”IÙæM«¹；瑒瑤/±��，ãT°a“(EBIn*，¦-½Óç�”¼

¼，Z�0Ú��cMb��“è�/6V�”LÔçiÖx。ªojI，mY

�Ú¥“B�DV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oyV ＢｕｆｆｏｎI·T”，ãðlb/

�oÙ�cø]^8³-áE(-iT(EÔ“B�DV”�MD³L×

ß，s¢Ô�·�à起Þ^Ô�Iþóì。

�ÚÔZÍRK，��DXET(BÓpqÔ-�5¯³´�¯�|。

��!，Z�BÆÇ^�ÚËÓâéEX“Ê�ùBH———ùBÓÔ5-·

L”，“T^'Ó0EË[ùBÓoë�MY�，�l�f}©¯Ô±�”，瑒瑥D

Æ-è��8c。Ö�，oBM»(�7O“B�DV”ss¢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ÎÔ³È�å·}，瑒瑦(Öèq`ÒéYÒ'©。��3Ô^，µ

３０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Õ�ÜI5l，NuÉËl：《»(½wB�：Óâé》，Â ３３。
wÊ¢Ø，zñÄ�U：《¥èÇÙ�U》（¾¿：V»BÓ/01，２０１１ 7），Â ４２９—
４３０。
wß¯l�：《“Óâé”l7B�》，Â ２７—２８。
�Ú�*zãÛtÊ（Ｉｒｖｉｎｇ Ｂａｂｂｉｔｔ），,ÓyüqÉ，óãð《LùBHoë》±BET
©ùùBHoë&êÛ�“,+”、“,B”±Eã£（DÙ´ÜI5l，NuÉËl：《»
(½wB�：Óâé》，Â ３３—３４），(ãõYÕ,VIÙ�ËI。,oó4，�Úq��
ª²³ã,V��E³�as¢o±�«，dD)�-�BLÔ“B�DV”iQ，«î
�ÚÖ6ã?©ùÔ��。



sÓÛ?¥，《LùBHoë》Ï/Iv，“ùBHoësBÓÿ��ìàán

L�å”，¦(Q>s/qÔhQ，uo¬¶B“ð《Óâ》/#�，��ªmÕ

起U©”，瑒瑧0ª起aDÐ�ÔÐ�Â；ó�Ú²³�B·Bô�Ô“B�D

V”ºÎs¢Z«�·Ô�y，ðDL+7�ÔùBÓ�~sÎÛET¹Ç

³�Í�：� １９２７ 7àI�（１９００—１９７１）《y(BÓÔ��》O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Õ�“Bõ^V”；瑒瑨Ö7，ÖÆ¡（１８９６—１９４５）ºÎ^;ð·LkÔ

《E¥ÔCË4m》，O!BÕ~Ôs¢�·º^“BÛVT”；瑒瑩î�K�R

（１９０３—１９８７）/#6 １９２８ 7Ô《LÈB》，§DÎ�“Bxµ^±tV”；瑓瑠�

Û^ １９３１ 7ÄBá（１９０２—１９８９）Ô《äßj+》，ý~¶Ù�ÎM“�Xõ^

KV”。瑓瑡 ãZÍÍÝ9ÔÕ~E，Òé���a，ð!5Ã¸L7i8ML7

i�ZQ�(BLÎëÔ/qås�7å，瑓瑢s¢o«äÑ�f^��÷+?

¥¦®�ÕM“B�DV”，=ÛI�Ô�³3�Ð��àMîËÔ>Ê�}

â；�oÖ�，�!?õÈ�BÆ�äçÇFðnLV�B（�^BI ｓｔｙｌｅ）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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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wß¯l�：《“Óâé”l7B�》，Â ２８。
¶QM：“�Û�V¥，y(V�ºj+，‘j+Ô’（ａｒｔｉｓｔｅ），õ^yBÓÔ��。�¾，y
(V�ºBÆ，y(�ºÕ¸，y(V�ºj+。‘Bõ^V’（Ｌｅ ｓｔｙｌｅ 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１８
5ÃÔ Ｂｕｆｆｏｎ，̀ Zè¥à。�，‘j+Ô’，YT^�ÌÔ�Ï，ó)�yBÓ�j+Ô
BÓT�^��。”́ Jã、b�Xl½：《àI�BÓùL½�》（¾¿：¾¿z¢ÒÓ/
01，２０００ 7），Â ６２。
¶QM：“y(Ô©ù~äÉ（Ｂｕｆｆｏｎ）�±«ä¥ Ｌｅ ｓｔｙｌｅ 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 ｍｍｅ‘BÛVT’，
?�Bb^�ªþ^Â"SâÔ。”́ �S§5l：《ÖÆ¡�》（ÍC：®�ÒÓ/0
1，２００７ 7），: １２，Â １９３。
¶QM：“ÈB½�]，�±tV½�±ÍÈB。åA{（Ｃａｒｌｙｌｅ）ºÎ"@Ô��Ô�r
¥：‘�V�ã�ÞÔBx，µ�Öã�ÞÔÐ}±¦。’OX（Ｂｕｆｆｏｎ）¥：‘Bxµ^±t
V。’”́ K�R：《K�RÈB�》（�Q：�iBj/01，２０１５ 7），: ３，Â ８６。
¶QM：“tè��]0，5b�{$，7Md^j+�I¦-]}，̧ Ûè±��；ó�
X©MD�v��ªð����~ó�³。Ù{Ê（Ｖｏｌｔａｉｒｅ）?ß‘�XõMKb’；�
X（Ｂｕｆｆｏｎ）?ß‘�Xõ^KV’7øtèó·T。”́ <£l：《»(*+½"L�》（!
"：!"+�/01，２０１４ 7），Â １４９。
w<�`(Z3iBÓåÏEÔ�(BLÎëBÆÈê，¦ÞM：“fbó·，１９１５—１９４９
7�，�E(3iBÓåÏMª^Ô�(BLÎë�ëËháæçå（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qå（１９２１—１９２７）、�7å（１９２８—１９３７）sH�å（１９３８—１９４９）。”́ ��：《E(3i
BÓåÏEÔ�(BLÎë�DÐ�：１９１５ ～ １９４９》（¾¿：¾¿Ù·ÒÓ/01，２０１５
7），Â ４２８。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Ò,K!å^�Ûîw?�óH"±þÔ�·

¢«，DÑ0l��ÉuÔBÓ©ù�BÓÍLI©¯。

四

o±3�°1áÒéàÐU©Ô^：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mIÕë，

YÇ^Ñè�¬�Ó�6E(Ô,�BÓ½"¨8àM×KÔBÓEáIT

Ç/0�|，>·I，Òé�-¢gÔ^s¢Z«�·ðD�?%��sÊw

�ÔBÓ©ùjx，ó�å^ÓÛé�±MIÔÝÈÕ~。dD�o，ß¬T

QÔ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sE(T(Ô“B�DV”Ô�³3�éª�//

Ð�ÔÍL©¯。�»(�åÓV"¥，x]^XÔQÍ《BÓ�L》Î�^

Mãé³�,�BLÔ�½]K，J�ZÍ½#，̧ L8FL7i�Ð�¿Ò

ÔK�§U（１８８６—１９８１）《ùBÓ�L》（î�《BÓ�L》），�¿^DEÕþ

as¢�·Ô“BÓ�tè”±Æ，½^áÒéÍ¬�UÔÆ[，uMã/��

EëÔ½ª。

１９１６ 7，K�§U《ùBÓ�L》ðKK/0。o+Îë8E(Ôà,æ

MîË，-·I，-^ １９１９ 7Æèé（１８８９—１９６９）�B·BºÎ¶+Ô“W

l”，-åÏTð《ùE(》Ë¿!（ÎÛr�M“în”）；aá １９２４ 7，Æ�d

�ÛäBºÎ“l”，Éë/#6BÓXYTÔÏ$《BÓ》，¦Ö��ÛäB

ÆÎ“Wl”；Ö7，ökê（１９００—１９５９）T�ôþÛäBºÎ¶+，DÎB«

Ï�ð《»(K 》ëÏ《º¨》。ÆèésökêÔÛäÎK，|6 １９２５ 7Ç

æg�/0，)7mM《ùBÓ�L》；²a １９３０ 7，Æ�ÎK×ØK�§UÔ

½V0(�Ò:ÑV，¦2ÏKB½V0Ô"m，g�M《BÓ�L》Æù/

0。Ü�Iø]U©aK+Ô/0，)¥D“Aó�@”。瑓瑣 Øä3Ô(Z，K

５０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瑓瑣 Ü�I《(ZE(ùBj©ù/qÔM�》¥：“Æèé?ÎÔK�§UÔ《BÓ�L》
（±;M○7/0），w!-ÎÔÖ±�ÛÔ《ÿ�¬iBj½"》，T/06o�。¸+
^�¬`起‘Aó�@’。”́ ��：《Ü�IB�》（·~�：�¾zK/01，２００６ 7），
: ３，Â ５１９。



�§U《ùBÓ�L》ÎKð“１９２０ 78 １９３０ 7L7�，/0Æ0Û0áL¸

�IY”，“��¥øÙáE(ºÎ�!Ô±Ò÷�”。瑓瑤 òo±!，ìì´D

6¬�Ô-ñ¡,K。��!，ÓÛé�ìø/ZK+�M、FL7i“BÓ

�L”Ó��+*Ô�¢©¯，��ã�3iBÓÍLb¾�³ÔÆ-LC，瑓瑥

DÐ�Â�^jìtu。A·I，ðb¾��，�\rìÔ，�DzÂÆ<

Ô；ðj[��，�ª!��Î�m~Ô，�×Ø�ÞÍ£/�Ô；ð¢�s�

x��，T^�ªØ!��Ò�/�。瑓瑦 mDq`'©Ô^，o+Î~áÒê

,�BÓÍLÔj[，ó“E(Eá0�,�EáÔÏEsSX，ð�å5-

^`j6KKZtEá}m�EáEë”，uo“Æèé?ÎK�§UÔ《ùB

Ó�L》�Dd*K《BÓ�L》̂ M １９２０ 7iE(Eá0á£3iBLÔQ

l�$”，瑓瑧DEw�“BÓ�tè”ÔÆ3，�]Tµ^á¬�V³�,�B

ÓÍLE“B”、“V”�|j，¦=�Æùj~ì�¨«ÚÔ“-�”T(Ô“B

�DV”I½z#)。《ùBÓ�L》Wl“BÓ<L”ÔÁ{ÆõM“BÓ�t

è”，�Û�Ô�¯%¥：

文學與個性（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及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的關係，也是極重大的問

題。……法國勃封（Ｂｕｆｆｏｎ，１７０７—１７８８）的有名的警句說“文體是人”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ｎ）。這句話的意思，就是照字面上所說，無論怎樣

的文體，結局都是作者其人格的表明。文學與作家的個性及人格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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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ä3：《E(3iBÓÍL/0�》（!"：!"Bj/01，２００８ 7），Â ５５—５６。�¼
�ð １９２７ 7½:6e7Ó0，-“XYBÓ”，µÐ¶ãK�§UÔ《ùBÓ�L》sí§
ÛØÔ《nÞÔ��》Qî。´�¼：《óì�·�+Ëw》，《�¼�》（¾¿：V»B
Ó/01，１９９３ 7），: ３，Â ４４１。
pækhx、7BH：《K�§UBÓ�L¾æ�DðE(ÔÐ�》，《�Ã-z¢ÒÓÓ
 （ÈÓ1TöÓ0）》Á ３９ :Á ６ å（２０１０ 7 １１ J），Â ７１—７８；z0：《K�§UÔ〈ù
BÓ�L〉�E( ２０ 5Ã�BÓ!ÍBK+*ÔÐ�》，《�¼1TöÓ》２０１０ 7Á ３ å，
Â １５５—１５７。
«áî、¹ÓB、NÙ0�：《E(BjÍLJ7z,》（BC：Br@ËzK/01，２００４
7），Â １０５。
\éQ：《BÓÍLÔ,Ór.———K�§U《BÓ�L》Ô,ÓR4»》，《̂ B5¯、B
ÓÍL���BÓXYL>》（!"：ïÞÒÓ/01，２０１３ 7），Â ２１８。



係怎樣密切，都在這簡單的話裏表明了，這實在是千古的至言。前面屢

次提起過他的名字的亨德，曾說可以把這“文體是人”的警句倒轉來說

“人是文體”（Ｔｈｅ Ｍａ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就是說，在“人”與“文體”之間有

不可分離的關係。倘使照這樣子，把這裏所謂“文體”推廣開去，作爲一

個作品來觀察，而新造一所謂“作品是人”“人是作品”的命題，含在那裏

面的真理乃是同一的。文學的作品，結局是作者其“人”的表明。所以

文學的真的鑑賞及批評，結局也無非是認識並且玩味那潛隱在作品裏

面的作者的人格及個性。瑓瑨

�ÖåÎ/)Öè��Ô¤Éð�（Ｃａｌｅｂ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８４７—１９２０）

《BÓùLI!Í》±+j[���，瑓瑩K�§U��Û“tè”ÔÆcø`L

]¡/。K��Ø�o+“Wl”ÔW{Æ�（Ò��¬6½V0Ô“Á±

l”），��zÂÔ1i!Ò:"0á¤�I�，瑔瑠��µÔ^，ðK¬�Ð6

¤�I�ÁrÆ“BÓÔ½wu<”瑔瑡Ô±±Æ，K�§Ucð7á¤�!"

Ô�x，óO¶Æ"mÑM“BÓ�tè”。\éQ'©aZt�4ýÔdë，

¦ø/：“K�þ‘BÓ�tè’¦>á‘BÓÔ½w-<’，Z±¦>�åå^

¥ßÔÆH，ãÊw/=V�BÓK�Í£ÔÊÒ]æ。”ZÍ�BÓK�Í

£Ô]æ，Òbó·�£.MK��“�ÞÖ¤�ùVB5¯Ô(E½w”，u

oàMÆc�~tè�VAÔ4m，¦�I“i¦á¤�l�§ø*Ê¥zÔ

７０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K�§U�，ÆèéÎ：《ùBÓ�L》（!"：º�P+%，１９２７ 7），Â ４６—４７。!+�
0（１９２５ 70）0´，o�?ØMÁM0。/�，ðökêÔÎKs，Ｂｕｆｆｏｎ IÙÖèÎM
“Bb^V”。´K�§U�，ökêÎ：《ùBÓ�L（;）》，《»(K ·º¨》，１９２４
7 ６ J ９ K，Â ３。
�2É½ø/：“��8ÌÕ(，ðÐ�Â!��K�§U《BÓ�L》�,Ô^*(ÓÛ
¤Éð�《BÓùLI!Í》。”́ ��：《BÓÍLÔÎ起：ßþ»�Ô±>Eáï 》
（8¾：B�È/01，２０１７ 7），Â ２３３。
¸+ÔÆ3�Ð«¤，�pækhx、7BH：《K�§UBÓ�L¾æ�DðE(ÔÐ
�》，Â ７２。
ð １９２３ 7ÔEBÎKs，ZÆÔ"mºÎ^“BÓ!ÔÍÊ!<”。´¤Éð�（Ｃ． Ｔ．
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úÚ¿ËÎ：《BÓùLI!Í》（!"：º�P+%，１９２３ 7），Â ８２。



‘½w’”�x。瑔瑢 �!QÕB?$，K�§U�“BÓ�tè”�|Ô÷x，̂

=�s¢“Bb^V”（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ｎ）sð�“V^Bb”（Ｔｈｅ Ｍａ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Z=«ä"#ÆÔ，ãq8¥*WÛM“̂ -Ô8·”，ì´s¢Z«

äðK�¼EÔ�)%)。Ç,6K�¿Âf@�ÛtèsVAðBÓ��

EÔpq，¦ã×K!ÞM“BÓÔ��，gh^�ÛD‘V’Ô#§”（ZÍ¥

yð!QÕBEì/3á=�），(ðy]!�¦ó4/BÓ©ùÔ�"¨ð

6ã��（“B”）E/3�Û（“V”）IgL：“BÓÔçÔ«¸�©ù，ghT

¯ä^Þá¦)¸ç±¢óð��s�Ô�ÛÔVA�tè。”ðZ�©¯!

"¥，s¢Ô�·^®t6o±BÓ©ù�"Ô>Ê�"£�sÕëÔ，“B

b^V”ÔÆ[�ðO×��ÔBb�XA（Ｓｔｙｌｅ），ó^'à��Ô“Bb”

（¦§DÅ¯擴ÒaÌbÔ“��”）瑔瑣�Ù`�ÛÔ“VA”�“tè”。oÍ

BÓ«¸�©ùÔ³´，9^MK�§U《ùBÓ�L》ÔE(�ÛéÍ£s

¢Z«ä��Jó�Ô¢ðjx。

�î/3，�s¢�·ÔZÍÞE，�!3?~Ô“B�DV”IT(�

y，a]�±\]�¹I�，�=ÛÔ¼ç_ÇqÒ，>���byÔ]1、�

Û*ÊÔåeË“B�DV”mM�ÆÔ�Î，�ä“BÓ�tè”c��Ô“B

b^V”（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ｎ）?8©Û。]ó，́ ã/±ÎK"�，Os¢Z

«äÎ�“Bb^V”，cî�gÑVw起-Ùì�Ô“B�DV”，�¿^Û

?ÆcÔKõMB“b”�ä“�DV”ÔbèL4m，Z½'�á§s¢�·

�ÕM“B�DV”Ôñò。�v!，１９３０ 7/0ÔÆèéÎK《B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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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瑢

瑔瑣

\éQ：《BÓÍLÔ,Ór.———K�§U〈BÓ�L〉Ô,ÓR4»》，《̂ B5¯、B
ÓÍL���BÓXYL>》，Â ２３０、２３２。�：\�ÞM“BÓ�tè”Z±Æ^-a�
Ê3（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 Ｈｕｄｓｏｎ，１８４１—１９２２）《BÓXYQl》（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ÔÐ�，ó�Ê3TðoL“tè”ÔÆ3E�Õs¢Ô�·，�à，ãT&
£s¢Ô!©。ã¥：“�Û§ã�ÞÌt§¼±QaB!IE；B!TÉ'a�ÛÔ0
�E，uó��ø$/�ÛÔtè……Zì�¥§XA———ðZt²�M寬WÔ©¯
!———ðK�!µ^�ÛÔtè，�s¢±«Ëý®VÕþÔ�·?¥：‘XAõV。’”
�Ê3ZQäÔEÎ，ýÕ�Â ２３２—２３３。î,o�´，K�§U�s¢Z«äÔ6£，
�Ò,K!^-a�Ê3&£Ôg_，ZTñö¥§“XAõV”Ztó"�ÔTÇY*
I±，̂ Ë,KKý*ó"。
õÕBE?ß“OZs?ß‘Bb’óB�¨，�M±t��"j�”I©。



（õ《ùBÓ�L》½VK），ð“BÓ�tè”±ÆÑWá�³��，DEÇ]

Õþ《Bb§1》、《Î^èä》ËE(-iBL"¥§“Bb”��Û“VA”Ô

�|，瑔瑤�ëï8s¢“Bb^V”sð�“V^Bb”̧ Ù，ÏÔQ�½�Õ

áÂ�A《wj@》“Ônôõ，¶ÞÉS；úX�ö，¶UÉG”I¥，¦£.

*：“��ÔBb，̂ ªáVAÔ�ä，V�Ô@�ó0¼çÔ。”瑔瑥Zì^]

�P¶Æj[Ô�Âès±pè，óÁaXA46VA、è�/6V�ÔE(

-iBLT(¨á。瑔瑦 ã“Bb^V”a“B�DV”，8oì�à^±ÐIp。

à�µÔ^，ÆÆ÷（１９０２—１９４７）/#6 １９３０ 7Ô《�B��+》，¹ÇÇ^

-aK�§U《ùBÓ�L》（�《BÓ�L》）ÎKÐ�，¦(óOs¢Ô�·

�Õ�“B�DV”：

法國文學家布封（Ｂｕｆｆｏｎ）曾說：“文體如人。”韓德（Ｌｅｉｇｈ Ｈｕｎｔ）補充布

封的話，說：“人即文體。”中國古語也說：“文如其人。”世人沒有兩個相

同的臉孔，樹上沒有兩個相同的果子，山上沒有兩個相同的石頭。一切

物體都有個性，文章的詞句和風格方面也應該有個性。瑔瑧

-Õþs¢Ô“Bb�V”，îI�yÊ（õð�）Ô“VõBb”，�K�§U

Ô�B1iÖ/±¬；��K��ÖÔ^，Æ�¦0©Ð6o，ã�]ó]%

９０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ðo0《BÓ�L》E，K�§U\þÂz`《Bb§1》?ÕÔÜ�lI¥，�ã6§《B
b§1》�ÛmMÜ�l，²a １９４４ 7《d>BÓ�L》E，ô§o¾6àÇ，́ K�§U
�：《d>BÓ�L》（r¿：r¿´，１９４４ 7�0，１９７８ 7FL±0），Â ２５。
K�§U�，ÆèéÎ：《BÓ�L》（!"：�§+©，１９３３ 7），Â ５４—５５。!+�0
（１９３０ 70）0´，o�?ØMÁr0。
ðZ½VKE，!BÕ�Ô“BÓÔçÔ«¸�©ù，ghT¯ä^Þá¦)¸ç±¢ó
ð��s�Ô�ÛÔVA�tè”Ë«®°¨，¶ÆÔj[¹/3áLçÔdë。�µ
ð�Õ8Â�A《wj@》Ô�±Q，!+þ�¥§“VA�BÓ�|”Ô±«ÕBcª]
`a('：“ðÖÇÔBÓ，ÒéÔÎç，ýð6�ÛDV———DVÔè�、VA、́
£———Z^çÍ。”µoó·，¶Æ?qáÔ��BÓ«¸s©ùÔ5-³´，<^ã�
�E¢Ù�~ÔVAstè。Ö!，Â ５５。/p�B。
´ÆÆ÷�，+Ö、Ù*%l：《ÆÆ÷�》（vO：1�ÒÓ/01，２０１５ 7），ÍL:，Â
２６—２７。



ã“Bb�V”Ëîw8E(-ÙEÔ“B�DV”。Z±·}Ðì�ã^�

§：K�§U《ùBÓ�L》（�《BÓ�L》）ÔºÎs�<，�s¢�·ÔÕ

ë�D�“B�DV”Ô�³起���8cÔ�þ。

à�Q%�，K��=�s¢“Bb^V”ËÙ?º·Ô“tè”，¦äøÎ

i8��BKÔ,ð6k±h��åEÔ�~KVI�x，ã?ÆcÔj

C�³¬6�Û�©ù~ã��E“bx”aÔ�~tèsVA，Z�©¯!

Ô“BÓ�tè（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VA（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Ô�|”，é^K�§UÇ

/“BÓ�tè”±ÆÔÎ¼�Ü。�ã�3��ÒL%Õþy(*Ó~ø{

ù《j+Ô©¯》EÔä，Çb3�ZÍj[：

藝術的作品，依了那樣式來教示我們的，第一是作者其人的人格。我們

被感動於藝術作品時，我們是用一種自由的意味，應我們的感情的深

淺，而與被那作品所鼓舞的情緒同化。我們同著比多文（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苦

痛，同著安日里柯（Ａｎｇｅｒｉｃｏ）崇神，同著連布蘭特（Ｒｅｍｂｒａｎｄｔ）瞑想。這

時的苦痛、敬神、瞑想，並不是一般的苦痛、敬神、瞑想，實在是在考察比

多文、安日里柯、連布蘭特等的作品時所感得的苦痛、敬神、瞑想。就是

我們所經驗的情緒，與他們所經驗的情緒同化了。那是單獨底、個性底；

具有他自己的色調和陰影———即經驗了那個，把那個具體化到藝術的

作品時的人格的色調和陰影。

我們依了那作品而與藝術家的感情同化時，我們便把握著上述藝術家

的內底世界，而感得從他的世界裏再生的情緒，這樣，我們依了我們感

情的强弱，把藝術家其人的個性在我們的裏面復活了。瑔瑨

ðZs，j+~Ô“tè”s“VA”̂ ��aÕ¸Û��j+���?-Ô“Ï

ë”sã?“Ëx”aÔ“Ï«”�“«ý”"wÔ，D?pÙÔ^“Òé?Ëx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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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瑨 K�§U�，ÆèéÎ：《BÓ�L》，Â ５９—６０。



«ý，�ãé（õj+~———ÕÛ�）?ËxÔ«ýÖHá”，dª“�j+~Ô

Ï«ÖH�”，Õ¸Ûé`�\-“j+~Ô�:50”，(ó“Oj+~DVÔ

tèðÒéÔs�ï�á”。>·I，O×��Mj+~Ìt�ðÊ«IK�

Ô“tè”s“VA”，µ^Òéãj+��EÝ`ÔÐ*ËxIò[s�Ô?

ð，óMáÆaZ±ò[s�Ô，n�ÞÔ“Ï«”'àÕ¸���“ÖH”6j

+~Ô“Ï«”̂ ¦1Ô。K�§UÈ"áø{ùÔZÍ“j+�tèÔ�|

L”，¦ÞMZ“ðBÓ��T^L]=vÔ”，瑔瑩,o�þ¨¶Æ。ó®K�

cM#§á�~VA����|Ô“̂ -8·”Ôs¢�«，6çl'áÉu

ÔÍL�y：ã�å÷xá��E“tè”s“VA”Ô�¬%)，)o±“t

è”s“VA”ã×K!"¥õ^�~ÌtÔ“�:50”，óZî�-Ë,�Û

æ����ËxaÔÏ«I“ÖH”�þ�ªbÞ，uóD±��^MáÐ*

s©ùÔò¿�"，Ö�T°±á�Û(�Ð*�©ù�Ô!«s�æ。

ËàK�§U�ÆèéËVÔÎë，(ç8E(Ôs¢�· ｌｅ ｓｔｙｌｅ，

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 Má3���ÑÍL�yÔ“Bb^V”。ZÍ-ÙO×�~

ÌtÊ«50Ô©ùj，�¸、ML7iÔE(Eá0ó·D�¦��0，q

8Òé��¥，��ÛÔ�¼¨^oåE(BÓ©ùÔ5�，óDR4«^y

(BLmD^$O¡（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ＳａｉｎｔｅＢｅｕｖ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９）Ë�]5¯

±¾BLÔÒêÎë。瑖瑠 DE�lBÓ©ùdÿ9·©çÔ，̂ １９２２ 7|ª

g（１８９８—１９５８）�“,Å”W�/#Ô《$÷õ（Ｓａｉｎｔｅ Ｂｅｕｖｅ）Ô�]5¯©ù

L》，¶BÔ�2�g�]¿**：

中國人的文學批評，還在因襲的法則的束縛之下，許多年來，儒學的批

評論，支配一切，沒有人敢違背他的固定的主義的。……現在雖已把這

種傳襲的主張打破，而新批評觀念，尚未成立。所以我們覺得介紹歐洲

１１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瑔瑩
瑖瑠

Ö!，Â ６１。
��y(�]5¯BLð¬�ÔÎë«Ì，�pæzýJ：《rFùBÓ��(BÓ》
（̂ ^：F§ÒÓ/01，１９９６ 7），Â ５６４—５７４；w<�：《E(3iBÓåÏEÔ�(
BLÎë�DÐ�：１９１５ ～ １９４９》，Â ２８６—２９５。



近代的文學批評，實有不可一日緩之勢。歐洲的近世批評，始於聖皮韋，

泰尼繼之於法，亞諾爾（Ａｒｎｏｌｄ）繼之於英，其餘如配德（Ｐａｔｅｒ）之快樂批

評，法朗士（Ａ Ｆｒａｎｃｅ）之印象批評，等等，亦皆導源於聖皮韋。現在先介

紹聖皮韋之批評。一則以聖皮韋爲近代批評之祖，二則因自然主義的

批評，在中國現在似乎有介紹的必要。

中國現在的時候，正如聖皮韋時的法國有些相似。欲切實的研究中國

文學，似非傾向於自然主義的批評法不可。瑖瑡

|ªgå�=�ëï�$÷õ（õ$O¡）M2Ô�]5¯©ù，�MXYE

(BÓ、�³E(“ù©ùjx”ÔÍL&'。ã�$O¡ÔZÍÆcRK，D

�ð¬�æMj5，�MGÓÛ6¢ì（Ｍｉｃｈｅｌ Ｈｏｃｋｘ）?ø/：“１９２０ 7i，¢

ÀBWÎ�ÖÔ5-ÔBÓÇb（BÓXYT、øÙ1、Óâé）Ô©ù~，

^��]5¯©ù~$O¡�÷�Îµ。”瑖瑢ØE!u，��Ç$O¡XY�~

�5þÔ�MöÓÔ©ù�y，ñö=Ð6»(�7BÓXY3iHÔj5

�Ù。瑖瑣 ZÍ?ß“öÓ”Ô©ù�y，lbó·õM��~DVDB(�ô

�ú$Ôj�s³G，Ø|ªg?·：

他告訴我們說，我們研究一本作品，如果要掃除古代的修辭學上的評

判，而欲得到真理同研究自然科學時所能得到的真理一樣時，我們必須

把這個作家的全部著作都看過，並且還須進而研究作家他自己；而我們

要研究一個作家，又必須進而觀察作家的家庭。……對於他的“最初的

環境”，就是他開始投身入文學界，開始做第一篇詩或小說或論文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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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瑡
瑖瑢

瑖瑣

|ªg：《|ªg�》（·~�：FDBj/01，１９９８ 7），: １５，Â １５１、１５９。
6¢ì�，Jî�Î：《Bb4m———3iE(ÔBÓ1ÇsBÓË¿（１９１１—１９３７）》
（¾¿：¾¿ÒÓ/01，２０１６ 7），Â ２００。
�|ªg¶B½¥：“$÷õð©ù�!Ô%)ÔÆ-Ô!uI±，½uMã^BÓ!Á
±tÐþû×（Ｂａｃｏｎ）Ô³GyÔV。”“ðBÓ��BÓ©ùsÐþû×Ô�y，ðÒ�
"，¹Ç^Òé3ð?¦-Ô。”́ ��：《|ªg�》，: １５，Â １５３、１５９。



環境，尤須注意；他的朋友們及他的同時代人也都須研究一下。還有他

所受的世間的影響也須研究，我們須同時從崇拜者與反對者的言論裏

看出我們的作家。綜合這一切研究的結果，於是真理才會發現。瑖瑤

�^� １９３１ 7/0Ôk·b（１９１０—２０００）《ÿ�BÓ��》ëï$O¡±3

?�nÔ：

聖皮韋是當時的偉大的批評家……他的批評，非常尊重“環境”，他以爲

要研究一種著作，不特要研究作者的全部著作，而且要研究作者的性

格、經歷和環境。他對於自己的態度，定名爲“自然主義的批評”。瑖瑥

ð»(ÓV®E，$O¡Ô©ù�ÏÇ^ã�~Ô\��，�8�~èA、

~>、�iËÐ�Dø��ëÔ“ëÚ”u<Qî，¦×ØZÍÍj�g_(�

�v³G，�Ù`��~KV�D��Ô���]öÓçÍ¦IÞá。9K

ÒéY§$O¡ÔoÍ(#¥M“T�©ù”�“T�XYy”，瑖瑦óD�UÛ

¹Çà8Æð�Mh�V$Ô�~K§I“�çs”Ô“T�”f¶，óäDB

!ø�；́ �!~K�§U=“Bb^V”"w“BÓ�tè”Ôjx��r，«

=Û©ÖèUøá��ÛÔ�¼，�¹Ç<,ð�?ß“�\XY”�“�\X

Y”ÔÆ¼Iç。�^，+üL$O¡Æc�\“ëÚ”u<ÔXY(#^_v

Í，�_ÒéÁa=ÛÔ³L&'"�，�î/3ãé7ÞÑá“Bb^V”̈

8“��^V”，uó��Eñ3Ô�~tèsVA9Ð��~K§Ôtès

VA¯ç，(D]æåð6<àäÍ#)�O×��EÔtèsVAóì。

±�$O¡《ZYs`À》?�JÔ±è：“BÓ，BÓÔÒ�，ðÒ�"^�V

ÔtèsDã�ë��]ýÔ。Òa]Õ¸±\��，]óÈ´Ò�ø�Z

３１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瑖瑤
瑖瑥
瑖瑦

|ªg：《|ªg�》，: １５，Â １５６—１５７。
k·b：《ÿ�BÓ��》（!"：«C(å1，１９３１ 7），Â １０５—１０６。
�VËBË�：《-iBÓXY4L———ÍL��yÔ½»》（vO：1�Bj/01，
１９９８ 7），Â １９６—１９７。



\��ÔVè�á£，Òµî�ù¯ã。Ò-¥，�DË¦�D_。uo，BÓ

XY½�]ó]%§ÒÕÎáVèÔXY。”瑖瑧��!，»(�7ÕësóB$

O¡BÓ©ù�yÔE(ÓÛ，Tìé£aZ[，�õãéÔ�"¦�©6V

×�~ÔT�Eá，ó^-OZÓT�Eá��a��ÔÐ*�©ùI!。

[å¢/#6 １９２７ 7Ô《ÿ�¬iMÒ©ùÓÛ（±）———$O¡（Ｓａｉｎｔｅ

Ｂｅｕｖｅ）》±B，ñ��M·�：

凡是文藝作品都是作者的人格的表現。要懂得作品，先要懂得作者的

人格。這番話在今日已成老生常談，但在聖伯夫時還是疑信參半。聖伯

夫是第一個人說，你如果不懂得作者的心竅，你決不懂得他的著作；你

還沒有懂得他的著作，何以就能評判它的好壞？所以他的主張是：讀書

要從知人入手。瑖瑨

ô¼“¹^Bj��^^�ÛÔVAÔ#3”，«DÎ¼Íxì�K�§U£

.s¢�·�?¥ÔBb���“̂ �ÛDVAÔ#§”̄ q¸pá。$O¡

�T�k¶Ô%�、�öÓæj�s³G�yÔ°º，uó�¥^Máàö%

O×�~ÔÌtÊ«50，óZsK�ýÕø{ù?#ÆÔ=�Ï«ÖH�

þ�bÞ�~tèsVAIÐ*�©ù�æ，ð×K!^�Wóä��Ô�

|。瑖瑩 µo�©¯ó·，-nL¸、ML7iE(Eá0^�äÍ£s¢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Z«ä，�á1ÆcW~K�§U《ùBÓ�L》ÔÕëI

�，$O¡±¾Ô�]5¯©ùjI��T^�ª8ÅÔÙÚ，uDd^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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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瑧

瑖瑨
瑖瑩

oQMNN?Î，́ ��：《,�BÓ©ù�》（�Q：ÃÄzK/01，１９９８ 7），Â
３５９—３６０。
[å¢：《[å¢�》（vO：1�zK/01，１９９３ 7），: ８，Â ２１０—２１１。
6¢ìðnL$O¡�E(3iBÓ©ùÔÐ��Tø/：“¬eY�Ûs©ù~îë
§BÓ�^Öë，-"ã�³起��~½wÔîïÔ�r，ãé«¼BK�ªM^½Ô
‘½wNÐ’°±ìmÔ\ó，Z4pá�T�EáK"KYÔ�Ù。ZÍ�Ù¦�^M
á���(�{jÔm.�]�，ó^MáÑÒÐ*bx。”́ ��，Jî�Î：《Bb4
m———3iE(ÔBÓ1ÇsBÓË¿（１９１１—１９３７）》，Â ２０１。



V��BÓXY�y（mD^�~XY�y）Ô&KEá*ú。

Y�µçÔ^，�]5¯©ùjÔ��，T�JSâá�V�“B�DV”

�xÔÞE。１９３５ 7，《aX》T�á±��Ûr�M“";”Ô《L“B�D

V”》，¶B2-Õ~ás¢Ô�·：“yVXÉ¥ Ｌｅ Ｓｔｙｌｅ 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 ÎM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ｎ，T�÷Î](©ù~ý¥Ô‘B�DV’。”瑘瑠D]��

~“tè”Ô�u<�，«�~á“0�”、“ëÚ”Ë�“tè”ÔÐ��þ，�

D¥：“tèÏëÚódÆ，BÓÏtèó#B，g_tè�BÓHóM±，Ì

^á‘B�DV’！”瑘瑡ª?ØE，-iBL~TÞÖ�Ûtè��ÔBÔ±

�，sbn《B¼Vc·bè》õ�“é”、“É”（-�）�“Ó”、“ë”（�）¦

,，�oBs“ëÚ”u<Ô±/，cîÚÑVîw8$O¡ËVÔÍL，�!

B?Õk·b《ÿ�BÓ��》，õO��~?�“ëÚ”Ô�Uc��]5¯

©ùÔÎ¼；ó�-$O¡Ð�Ô³G（Ｔａｉｎｅ，õWÕ|ªg±BÔ“³P”），

à^�D“Í�”、“ëÚ”、“�i”M-<óü�65。Z�BÆã“ëÚ”Î

Kw�~“tè”，¦ãZÍ©¯!Ô“tè”"w“B�DV”，��¥^ìM

T(BLEÔ“B�DV”�xUQáùÔ�y。à§ïÔ·}，Ñ�,/

１９３７ 7þe*（１９０６—１９６８）Ô《B�DV�》，oB��õ"§DF：

因爲我們講到文學，不說是載道、便說是言志。於是“人”和“文”幾乎變

成了一件東西。讀了他的文章，便推想到他的人；同時，他是怎麼樣的

人，便也斷定他的文章是怎麼樣的文章。自從心理學走進了文學的領

域，研究作者的生活、性格、環境，更變了研究作品的唯一方法；畸形發展

的結果，我們竟然有時把研究作品的目的也忘懷了，而將一切的注意力

都傾注在作者的人身上；過分興奮的時候，人身攻訐會代替了作品批

評。他們的托辭便是“文如其人”，或是“人如其文”。瑘瑢

５１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瑘瑠
瑘瑡
瑘瑢

";：《L“B�DV”》，《aX》，Á ３４６ å（１９３５ 7 １２ J １３ K）。
";：《L“B�DV”（ë）》，《aX》，Á ３４７ å（１９３５ 7 １２ J １４ K）。
þe*：《þe*��¾õ·ÏW:：�ª¥ÿÔ§�》（!"：!"+©/01，２０１２
7），Â ２３６。



ÕBEWÈ«^�T(“B�DV”¥ÔÁP，�þ�ø]ì�º%©áao

±jxð¬�^�ä-a,�BLÔÉ'：“�ã¼ÍÓY(áBÓÔ\9，

XY�ÛÔ0�、èA、ëÚ，àÆáXY��Ôd±�y。”�rWÕk·b

�n$O¡�]5¯©ù�?¥Ô“XY�ÛÔèA、ËhsëÚ”，�î/3

þe*Zs0�§øÔû!��，Ç^±=M�$O¡XY(#ó“�Ì/

q”Ô、åO“±eÔU©Â^8Uð�ÛÔV§!”ÔE(¬iLÛ，ãéO

oÍ¿!ÔT�æ©ù*D�M“B�DV”，óþ�«ÞMZì�¨áBÓ

©ùÔçÇ©¯。��Zè¥，þe*Ô《B�DV�》̂ ãÊ��§á，ð

１９３０ 7iÔE(©ù0，¬�Ò�D*Ô�]5¯ÍLù×“B�DV”�ù

Ô�y，̂ (“B�DV”Ôjx©ì�¨“-�”ÔÙÚ，c<`��3iBÓ

©ù/0�þ；óã/±ÎK"¥，ù¬ÕëÔ�]5¯ÍLF76�ÛDV

IXY，ZÍ(#`aT(“V———· ／B”�|jÔ&ê，̧ ÛÔ½w�·è

9n`“B�DV”�$O¡ËVÔ�]5¯±5õv，¦g6M(V?³-。

L~8o，s¢Ô�·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I?�®�ÕME(-ì�

IÔ“B�DV”，ZÍ�³3�Ô^u�D*óyÔîË>Ê¬ìO6"

]�/，óDE�#��¬ÔEëÎÏÔ，̈ ^K�§U《ùBÓ�L》±+Ô

Îë��<，��$O¡Ë,��]5¯©ùÍLÔÕQ�Ó�。１９３７ 7，Ü

Z]（r�“b,ã”）/#《�ÒsXA》±B，BEÒêÕþs��á$O¡

�Gy(BÓ©ùÔQÍj[，µðZ±L~*ú!，ÜZ]�“B�DV”�

Õ6s¢Ô�·：“qr^XA？_X（Ｂｕｆｆｏｎ）¥：‘XAµ^V�Þ。’ÒéÖ

è�±«éä：B�DV。”瑘瑣�oÇø$á$O¡ÍL?起�ÔÂ«�þ。

]ó，¶B¦ä�2V$O¡T�©ùÔj[，ÜZ]jCà8Î6-$O

¡Æc�ÛÔRKÐ�óî¿�ù)ÔA¢�（Ｊｕｌｅｓ Ｌｅｍａｔｒｅ，１８５３—１９１４）

ËP�5¯±éÔ¥y：“?�±t©ù~，ªrA¢�，�¯ò，�'¾，óð

á£，ðÏº。ã¦1,GyYÔ´PÚ0，OZ=Ú0Æ��ÞÔ。”瑘瑤o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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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瑣
瑘瑤

ÜZ]�，ÜMhl：《ÜZ]B�》（î!：¾¬Bj/01，２０１６ 7），: ７，Â １８０。
Ö!，Â １７９。



Î，D�T¬¹K�§U《ùBÓ�L》�“öÓ:©ù”Ô_7，¦£$L`

（Ｗａｌｔｅｒ Ｐａｔｅｒ，１８３９—１８９４，õWÕ|ªg±BÔ“jÊ”，9YÎ“#�”）Ô

“Ñz5¯:P�5¯”。瑘瑥 -·I，õn“B�DV”ì�³6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D?§h/ÔÍL©y<�^#&±$，ó^�&�ÉuYèÔ

�ª。âo，ðZÍÍBÓ©ù½"ÔYTs67I�，�“T�©ù”�¥，

)Ö�÷x“«Ïbx”、°º“Ï«Ô.”ÔÜ�I，Dv�¦¾>~j[Ô©

ùÍL，̂ �äb36l'��yL©¯Ô“B�DV”／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9M�B(±ÐmLÔ4m。

五

�Ü�I"¥，©ùÔ¯�µ^,G�~Ô��，½¼±=ì�ø3ãè

AÔç�k¶，øÙè%½Ù�~，¦þ�~T�¨P�、m.��，ó©ùÔ

�Ô«^jB/Z±�U���tVè«Ô�|s��K§ÔXAÔ“�~

çs”。Ü�IZÍ“T�©ù”?øáÔ�tb0�sVA���XAÔA

��U，�]TÑã�U¦ÕþÒ~ÇuÔs¢Z±�·。!Bì~，s¢?

ßÔ“XAõV”，DF¦�ð6¥§��q3�Êw/�Û5bÔtè、V

A、Ëh�É�Ë�Î，�÷+ËVÔ©0��D*Í。Ü�IT§Ûs¢Z

±�·Ô©y!�ðo，�ãc½¼á6�è%"þ、Èþ，ð《gT�è�ð

BÓ©ù!ILC》（１９４１）±BE，ã½¥：

法國卜奉“文如其人”之說———在公元紀元一七五三年八月廿五日，法

國卜奉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說：“文字的內容是人類身外之物，文字的

風格卻才是人類自身。”這句話的本義原是在抬高風格的價值的，認爲

同樣材料，倘爲另一高手獲得，則後者必獲不朽價值。但後來這話都被

７１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瑘瑥 pæK�§U�，ÆèéÎ：《ùBÓ�L》，lÁrÆ“«¸©ù�Ñz©ù”，Â
１１４—１２６。



人誤引爲“文如其人”，卜奉本是一個自然科學家，但是他這話，尤其是

被人誤引了的這話，卻成了批評界的最習見之語了。《繫辭》中有一段

話也頗似這被人誤解了的卜奉之說：“將叛者其詞慚，中心疑者其詞枝，

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誣善之人其詞游，失其守者其詞屈。”卜奉的

話雖被人誤解，但誤解下來的話，卻並不失爲一種真理，而且同時也是

研究文學時一種大有用處的方法呢。瑘瑦

ø]，Ü�IÕþs¢Ô¥y¦§DÎ�“B�DV”，cØI�ø®“��Ô

����ÛIVAÔK���”o±�m，�D¥ã^çÔ\þás¢Ô©

´，jC¥^§“B�DV”Ôjx!.R³�s¢I�，�Û^"E(Ô“B

�DV”ÆùÍ£s¢Ô�«，DçÇÞÖÔ¨^E(-iBÓ©ùEÔ“B

�DV”½w。

Ü�I《LBj��ICË!Í》¼：“Ò?ß��，̂ ø��EO���

ðÔu<°�àÔ±[Î¼，>·I，̂ ø#3ð��sÔ�ÛIVAÔK

�（ｄａｓ Ｗｅｓｅｎ），Û>·I^ø�y(ÔK（Ｂｕｆｆｏｎ）?¥‘B�DV’Ô±ÍL

çÔîï。·�……´at!Ô��，µwa‘©;òDì0%’，́ aÔ¢Ô

��，µwa‘̄ ç¯?-’。……‘©;òDì0%’I6t!，‘̄ ç¯?

-’I6Ô¢，½^Ò?ß��。uMZ^^��ðÔ，s�ÛÔÊ«Ô×K

[��]Ô。”��I“��”�“�ÛIVAÔK�”�¥“�ÛÔÊ«”��，

Ü�I½§o3��Íx¥M“B�DV”。

�ocÎjI，«Ü�I5\“B�DV”，�á#�Ô“XA”�“èA”

��v，�õ�Á¸3?Õ�3Ó?ß“b”�“è”Ô“Ìæ”±pè�，*

�¬�yáàM×KÔ“B———V”�|j。H/Ü�I�“B———V”�|j

Ô´£，±���nD“T�©ù”E“XA”�“VA”=t�xÔ�y÷M§

Ò，/±��«ª³Eã�ä³-、3î�8ýHo±�¬èÔ-iBÓ©ù

jx，&M»�E(BÓ©ùÔ“T(”ð(Q“3i”Ó+ÙÚ�ä1t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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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瑦 Ü�I：《Ü�IB�》，: ７，Â ２７９。



li#èI±·。�·I，�_¥-i“B�DV”jÔ&'^“è·2”，«Ü

�Iø]�ÞÖBÓ��b3á�Û5bÔ½w«2，�ZÍ“2”，ðÜ�I

Ô®s，ì�å^kÍ�ÑÔ¼Í�ë，ó^�ÛÌtÔVAÊ«：“j+Ô8

�，�^r�，ðãjBÔ��E�，̂ ìÉQ�ÛÔVAÔ。”瑘瑧“VA”Ê«

Êwð��Ô“XA”IE，«o“XA”��å^�~ÔÉ�tèð��ÔÙ

·Ìæ!IP�，Dà²³b3á�~ÔVAÊ«I*��ë�÷�«ÏÔ

0�Â。Ü�I�“B———V”�|�â“XA———VA”�|I³´ô�^，

(D£.l}Ô“�©72”�，�J!á§øÔtVÏî：“ÒéE*��^

±t�ìb，̂ ±t0$。uM^±t�ìb，̂ ±t0$，Òé�ªþÊÇ0

�3�Ô�y¨³¬ã。ÒéVT^±t0$'，Òéµ(/ÒéÔ0��

�Ô�EªÂ¨³¬öá。……�©72，µ^þ©ùÛÔ¼y，̈ Ý%±ø

�~ÔyY��。”瑘瑨?ß“ø�~ÔyY��”，�^�ÇD“VAÔK�（ｄａｓ

Ｗｅｓｅｎ）”；瑘瑩óMÆa“±ø�~ÔyY��”，«1�“©ùÛÔ¼y”/�

“0���Ô�EªÂ”©¢bxI。o�Ô“�EªÂ”，��"þÜ�Ið

ã�?¥Ô“)Q�Û50sM�ÛÔan?*óÔ{jHáÔÐ*ªÂ”º

.I，瑝瑠ã-ÙÔ^：“©ù~ð�©ù�，ã¦1)Q�ÛÔ50，ã��O�

ÞÔtVÔ]´、]ö�¨，µ^ã¬�Ô±¦VÔ]´、]ö，ãT-+��

}。ãþ�ÛÔ®�，þ�ÛÔ~¨，s�ÛÔæñÖDæñ。”瑝瑡LÛìYU

©aÜ�IÔZÍ©ù5\，�DºÎÔ\{³（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ｌｔｈｅｙ，１８３３—

１９１１）Ô“bx”（Ｅｒｌｅｂｎｉｓ）IÈÓ�x�ñ，瑝瑢Ð�Ü�I½w¿�Ô\{³

ð《bxsBÓø�》（9Î《bx�è》）±+E2�ù×“bx”Zt²�±

Í�xèÔ½ª。\{³�T�Ô�y�“bx”¾¾��。�6h�ÔÝn

９１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瑝瑡

瑝瑢

Ù/Ü�I�K�R《]´�》I+ù。´��：《Ü�IB�》，: ４，Â １０２。
Ü�I：《©ù~Ôl,》，《Ü�IB�》，: ３，Â １９６—１９７。
´WÕÜ�I《LBj��ICË!Í》。
Ü�I：《Ò�6Bj©ùÔ-Ùs5\》，《Ü�IB�》，: ３，Â ２０。
Ö!，Â １３。ð《*zõÔÜÛ�D°n》±+Ô�E，Ü�Iþ“Ö«”、“�ç”"�n
ZÍ©ù5\。´《Ü�IB�》，: ６，Â ３。
�bJù：《Ü�I�\{³》，《M-L¼》２０１２ 7Á ４ å，Â ７９—８４。



K"µ^\{³Ó+&[I±，\{³ÞM`Ëðh�!Ò0àÆ-Ð�Ô

½w~ÔT�^�dh�Ô&Kk¶。ãZ±h�j//，ã±0^ðpÂ

6Ýnh��T�Ô�|。T�ð\{³Ô��sÍLEô½�ø�%)，

ó��-\{³Ð�ÔÜ�Ió·，T�Ô©¯ÖèÆ-。\{³ø/，T�

µ^�6tb0�Ô0Í¼Í�áÔj~。T�^“�6±ttbðDh�

èÔlbëÚ�\?l�Ôfbè,ðÔj~sÍ£，̂ Ø*h�Ôà,?

ªm`Ô�@tÔ^µI±”。瑝瑣 (ó，\{³ÞMbx�0�¾¿îï：

“Òé<àbxsÍ£?\TÔ，̂ �MOVÓÄÅ6DEÔ>Êó,ðÔ0

�。”瑝瑤ð\{³�"，bx^0�Ô��，uó，ãÔ“bx”±²，�ø“0�

bx”。\{³�“0�bx”ÔÑ¯^：“ÒOÒéðDEÒx0�sQÍ�

$?l�ÔpqÔ，,QÍà,d^Ô>Ê，¥IM0�bx。ã���±=

,ðÔr,ÔEáM¢ÉW°Ô。”ãbx//"£.h��1T3�，̂ \

{³0�ÈÓÔÎ¼。,o，bx�ål�ÞáLÔ½ª，àl�pqLÔ©

¯。瑝瑥 fI，“\{³<à‘h�Íè©¯’，§‘bx’Ð(h�XY，OtV

Ô¼ÍbxcMÍ£Ô×K�y，-ÙVésÍ£�Þ±è¨Í£h�V

$，��ÞÔbxsÍ£¨ï!h�k¶?#�Ô!�bx，Zèh�µ^

á�Ô0�b，�Û^±��ð6VÔ:¡¡Ô!ôk¶。��¥\{³§

‘bx’GQT�，Z^ã�h�ÈÓ?�ÔÆ-LC。”瑝瑦ðÜ�IºÎ;{

�º（Ｗｅｒｎｅｒ Ｍａｈｒｈｏｌｚ）Ô《Bj�Ó�BjöÓ》±+E，;{�º½¥\{

³Ô《bx�è》̂ “0�bx�Bjø�µ^Zèj[Ô±\���ÔLB

�。\{³.7±Í起ÿUæÔT�，ó,±VVAI×Kbx�b3Ìæ

�óYD�~�ø�。Û�^,$T、zKs0�óGò±~I!«，ãóò

&&%（ＡＫ ｉｂｉｓｔｉｓｃｈ）4Ð�、4¾¢á”。瑝瑧 o�ÎBE，Ü�I�¦“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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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瑣
瑝瑤
瑝瑥
瑝瑦
瑝瑧

\{³�，.÷2、z"_Î：《Ê«öÓÕL》（¾¿：E(�)/01，２００２ 7），Â ６１。
\{³�，/Ú、äDÎ：《h�EÔ©¯》（¾¿：E(�)/01，２００２ 7），Â １０。
Ö!，Â ２１０。
z��：《Ð*bxXY》（¾¿：E(1TöÓ/01，２０１３ 7），Â ５。
;{�º�，Ü�IÎ：《Bj�ÓsBjöÓ》，《Ü�IB�》，: ９，Â １８８。



ÒáU.，瑝瑨ãE�´bx�T�、bx�j+s50Ô�|。!±3L�K

�§UÕ~s¢IÙ�，�Ua�Û�©ù~�äã��Ebx�~Ôtè

�VA，ðo，Ü�I«à(±Ð%=,\{³Ô“bx”�x，m~“bx”ð

“B�DV”Ô“T�©ù”EI©¯。Ü�IØ*“T�©ù”ZÍ�Å�T

�s©ù=Í^]ÔBbÙ>6E�-9，GQc�Ôa]�E(BLÔ“�

©72”、“EVL5”Ô§Ð，�^à�、à²³-j6\{³Ô¥y，(óÆ

ùÔ½E(“B�DV”ÔjxT(，¦�Õs¢ÙM�Õ。�6o[，Ü�I

XYÛã0°�。瑝瑩

WB`°a“B�DV”I�m��ªåã�~Éè���byÔ��"

Í£，óÐU©ao±“V———· ／B”�|Ô#s�Ðjx。s¢Ô“XAõ

V”¦�^OXA��~、��ËÖ起"。ðã�"，öÔXAa]¦1ãö

Ô½w��E0//"，��áöÔ½w��，��µË6�áöÔXA，Z

µ®�a½w���j+#3ÌæÔsþ(±Ô�|4m。XAô8��½

w，T8��j+#3Ìæ。�à，j+#3E，Ù·、bq�XA#3Ô{¿

�þ，s¢L~�³，q8��®�，óÜ�I“T�©ù”fbÔ�ìÀ^\

]E，D�ÏI±õÙ·l�Æ-Ô%)。Ü�I��ä�W[�X±èO

VA�·¶2v�Í，T�s“ð�]5¯©ù±s，���ÛÔ¾(XY，̂

�BKXY]�"(�Ô”，???D÷xÙ·�0�bxÔ¿e��è，ã¥BÓ

µ^“ò"Ù·�B!óO�ðÔ�`�#3aj+ÌæÔbx#3q�Û

�jª，¦n�Û�jªTÝ`Öèbx”。??? ,o，ã¥：“BÓ?"Û«M

１２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瑝瑨

瑝瑩

???

???

Ü�IðºÎ《Bj�ÓsBjöÓ》±+�Òáv9Y!，±:MJY·ÔU.，DE
�=·�^ã�\“µ�W(�/0$¥，�����i¦Ô‘̀ ©I�’”，“bx”±Ù
õ)õDE。´Ü�IÎ：《Bj�ÓsBjöÓ》，《Ü�IB�》，: ９，Â １８８，U. ３。
�6Z±Ñ¯，ãm§¥：“bx¨^BÓöÓ!Ôoþ!，!B�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Z^ø±Í
«©，±ÍÏº，±ÍËxÔà,，D÷x��Ò0BÓ!Ô!K�þ（Ｄｉｅｎｔｅｉｓｃｈｅｎ
Ｋｏｎｒｅｃｔｉｏｎ）Û。”́ Ü�I：《ÇïÔBÓjxIË³》，《Ü�IB�》，: ３，Â ３１４—３１６。
bùJ©�《Ü�I�\{³》±B，wÔ^Ü�IÔ“Ï«Ô©ù5¯”�\{³Ô“bx”
I�|，86，bx�T�Ô�|«0´L~。´《M-L¼》２０１２7Á ４å，Â ７９—８４。
6¢ì�，Jî�Î：《Bb4m———3iE(ÔBÓ1ÇsBÓË¿（１９１１—１９３７）》，
Â ２０１。
Ü�I：《ÇïÔBÓjxIË³》，《Ü�IB�》，: ３，Â 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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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ì�，Jî�Î：《Bb4m———3iE(ÔBÓ1ÇsBÓË¿（１９１１—１９３７）》。¾

¿：¾¿ÒÓ/01，２０１６ 7。

\{³�，/Ú、äDÎ：《h�EÔ©¯》。¾¿：E(�)/01，２００２ 7。

\{³�，.÷2、z"_Î：《Ê«öÓÕL》。¾¿：E(�)/01，２００２ 7。

����，ÛESÎ：《LVÓÙ·gdÔ¼ç�D�VÓÊ«/qÔÐ�》。¾¿：º�P

+%，２０１０ 7。

MA{�，[å¢Î：《*Ó（Á±:）》。¾¿：V»BÓ/01，１９５９ 7。

二、論文

¯9v：《]��Í�pqÞÑ———“B�DV”ÍL�mùL》，《BÓùL》２０１０ 7Á ２ å，

Â ５５—６０。

khx、7BH：《K�§UBÓ�L¾æ�DðE(ÔÐ�》，《�Ã-z¢ÒÓÓ （ÈÓ

1TöÓ0）》Á ３９ :Á ６ å，２０１０ 7 １１ J，Â ７１—７８。

ÂÆ：《“B�DV”�mÝL———�»�D½w&'、½M�æME¼》，《BjXY》２０１２ 7

Á ４ å，Â ５９—６６。

JRñ：《“+�DV”jÛF》，《B�È》Á ３０ å（２０１７ 7 ６ J），Â ２３—７２。

¹o>：《“è�/6V�”———b��Ôj+5bL》，《e"»�ÓäÓ （1TöÓ0）》

１９８８ 7Á ４ å，Â １２０—１２５。

¹º«：《(«èV———LÜ�I〈@2ôIVA�XA〉ÔT�©ù》，《E(Ó+7Ï》Á ３８

åRèm，２０１６ 7 ９ J，Â ２９—８２。

z0：《K�§UÔ〈ùBÓ�L〉�E( ２０ 5Ã�BÓ!ÍBK+*ÔÐ�》，《�¼1Tö

Ó》２０１０ 7Á ３ å，Â １５５—１５７。

bJù：《Ü�I�\{³》，《M-L¼》２０１２ 7Á ４ å，Â ７９—８４。

�ÔùÎ：《ÛÕLB》，《BÈÓ 》１９２２ 7Á １ å，Â １—７。

ä�Í（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Ｒｅｂｕｔ）�，JéÎ：《¿é*Ó》，þ6�Ä35l：《y(HÓ~LE(BÓ：

3¬iBÓ》，¾¿：�ÙzÓ�XY/01，２００９ 7。

K�§U�，ökêÎ：《ùBÓ�L（;）》，《»(K ·º¨》，１９２４ 7 ６ J ９ K。

";：《L“B�DV”》，《aX》Á ３４６ å，１９３５ 7 １２ J １３ K。

";：《L“B�DV”（ë）》，《aX》Á ３４７ å，１９３５ 7 １２ J １４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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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

ａｎｄ Ｌｉ Ｃｈａｎｇｚｈｉ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Ｌｉａｏ Ｔｕｎｇｌｉａｎｇ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ｅｎｇｃｈ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ｈｉｎ Ｗａｉｔｏｎｇ
（Ｐｈ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ｅｎｇｃｈ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ｔｈａｔ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ｗｅｎ ｒｕ ｑｉｒｅｎ 文如

其人）ｗ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ｄ ／ Ｔｅｘｔ． Ｉｔ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ｏｒｄ ／ Ｔｅｘｔ ｉｓ 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ｗｅｎ ｒｕ ｑｉｒｅｎ ｈａ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ａｙｉｎｇ “ｌｅ ｓｔｙｌｅ，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

ｂｙ ＧｅｏｒｇｅｓＬｏｕｉｓ Ｌｅｃｌｅｒｃ，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Ｂｕｆｆｏｎ（１７０９ １７８８）． 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ｎｐｏｐｕｌａ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Ｌｉ Ｃｈａｎｇｚｈｉ（１９１０ １９７８）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ｉｔ ｆｏｒ ｈｉｓ ｏｗ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Ｌｉ ｄｒｅｗ ｕｐｏｎ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ｌｔｈｅｙｓ （１８３３ １９１１）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Ｅｒｌｅｂｎｉｓ”ａｎ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ｓ（１７６７ １８３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ｗｅｎ ｒｕ ｑｉｒｅｎ，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ｍｏｌ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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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ｎ ｒｕ ｑｉｒｅｎ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ｍａｋｅｓ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ｒａ ｗｈｅ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ａ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Ｌｅ Ｓｔｙｌｅ， Ｃｅｓｔ

Ｌｈｏｍｍｅ”；Ｌｉ Ｃｈａｎｇｚｈｉ；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１３２“文如其人”、“風格即人”與李長之的“傳記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