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传的叙事结构即自传所写事实的组织形

式。中国古代自传作为叙述自我生平经历与思想

志趣的传记文体，其事实的组织形式按照其与叙事

时间的关涉性可分为五种：纵向贯穿式叙事结构、

横向铺排式叙述结构、纵横交错式叙事结构、问对

式叙事结构及对比式叙事结构。其中纵向穿式叙

事结构及纵横交错式叙事结构涉及时间顺序，其余

三种叙事结构没有明显的时间序列性，不同的叙事

结构体现着作者不同的写作目的，也呈现出不同的

文学风格。

一、纵向贯穿式叙事结构

古代自传的纵向贯穿式叙事结构指自传按照

纵向的时间序列来叙述人物的经历、安排文章的结

构。自传按照纵向时间序列贯穿人物生平经历时，

最多的是采用顺叙，亦有少数倒叙、插叙的现象，即

使是出现了倒叙与插叙现象，但文章主体的叙事结

构依然为纵向的顺叙式。纵向贯穿式叙事可视为

中国古代自传叙事结构的正体。

纵向贯穿式叙事一般开篇会先由远及近追溯

远祖世系，交待籍贯、姓名、字号等，然后按照自己

由小到大的经历叙事；当然也有略去世系叙述，而

径直以自己的某个年龄阶段开始叙述生平的。前

者如汉代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班固的《汉书?叙

传》、刘禹锡《子刘子自传》、明代文元发《清凉居士

自序》等，后者如曹丕《典论·自叙》、梁元帝《金楼子

自序》、唐代的韩昶《自为墓志铭（并序）》、明代袁黄

《立命之学》等。

上述两种我们各再举一例。前者如明代台阁

体代表杨士奇的《东里老人自志》，首先叙述自己里

籍后，详细叙述了高曾、曾祖、祖考、考的名字、官

职，然后就按照年龄自叙经历：

吾名寓，字士奇，后以字征。一岁而孤，陈夫人

鞠之教之。既壮，起家文学。除吴王府审理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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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编修，升侍讲。又四转至左春坊左谕德翰林学

士。又五转至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遂进

少师繇承事郎，累转至光禄大夫柱国。……吾生世

八十年，叨禄于朝四十有四年，去世以正统九年三

月十四日。[1]302

该自传叙事从一岁时起，至八十岁止。文中虽

有对某些人生阶段如青少年时期的跳跃省略、大部

分为官经历的叙述也以官职的迁转升黜代替了具

体的时间，但其纵向的时间顺序还是非常清晰，叙

述顺序与其生命历程大体相符，能使读者对其生命

轨迹有较为清晰的了解。

也有一些自传省略世系的介绍开篇直接切入

自 我 生 命 历 程 的 叙 述 ，如 清 诗 文 家 范 荃

（1633-1705）《盟鸥野老传》：

野老湖上布衣也。幼读书多，苦疾疢，药里书

籖旅进旅退。五岁即秃笔作擘窠字。甫就外传能

解曰声课以偶句，应答如响。八九岁辄摇笔作诗

句，父师严禁弗许，然鼃厕壁涂着皆满。十七岁先

大 人 见 背 ，弟 兄 析 居 ，惘 惘 胥 瞀 ，竟 不 能 名 一

钱。……五十始满，妻妾继殁，村居岑寂，松元招致

家塾，盘桓六七载，书囊转徙，又及十年，其所交游

皆忘机之侣。……年已七十矣，故曰野老云。[2]

范荃直接从幼时切入人生经历的自叙，然后跳

跃性地选择了五岁、八九岁、十七岁、三十、五十、七

十等年龄段的事迹贯穿起来展开叙述，揭示出贫贱

与隐退的一生。

古代自传纵向贯穿式叙事结构中亦会有插叙

现象，作者在按时间序列自叙时，为了交代某些事

情的前因后果，会插入一些对往事的叙述。如苏辙

《颍滨遗老传》按时间顺序叙述了自己一生经历后，

写道：

予居颍川六年，岁在丙戌，秋九月，阅箧中旧

书，得平生所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颍滨遗老

传》，凡万余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间得失耳，何足

以语达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与一二

衲僧游，听其言，知万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灭。

以此居富贵、处贫贱二十余年，而心未尝动，然犹未

睹夫实相也。及读《楞严》，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

于一六兼忘，虽践诸相，皆无所碍，乃油然而笑曰：

“此岂实相也哉！夫一犹可忘，而况《遗老传》乎？

虽取而焚之可也。”[3]

苏辙《颍滨遗老传》按时间顺序一直叙述到了

写作的当时，为了避免别人嘲笑其写自传有求名之

嫌，在此他特意插叙了一段昔年四十二岁时学佛参

禅的往事，表明自己已“万法皆空”“惟此心不生不

灭”的态度安处富贵贫贱二十余年了，这时自传又

回到了写作的当下。自传接下去又插叙往日读《楞

严》方知“万法皆空”的实相之事，然后文章又回到

当下，认为将《颍滨遗老传》焚掉亦可，以示自己作

此传无留名之心。总之对往日学佛的插叙是为了

表明自己作传无求名之意而已，金王若虚《文辨》亦

精妙地指出这点：“子由著《颍滨遗老传》历述平生

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短以自见，始终万数

千言，可谓好名而不知体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

说，而以为不必存，盖亦自觉其失也与。”[4]

古代自传纵向贯穿式叙事结构中的倒叙现象，

即自传先叙述自己人生的晚年或作自传的当下状

况，然后再追叙自己人生往事的叙事方式。如明代

杨廷桢《自传》，其开篇曰：“岁在戊辰，杨子年三十

二于兹矣。多病无赖，无有名誉，又无妻子。怆然

朝露之溘至也，乃自为状，略述其概，庶几当世之

人，感而吊之。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或未即云没

耳。”[1]304文章开篇即交代写作自传时的自我状态，一

幅贫病交加，百无聊赖之状。文章接下去又按时间

顺序叙述世系及悲苦的一生。

自传倒叙的作用是将主人公的命运摆在前面，

能够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及阅读兴趣，更能增加表达

效果。如杨廷桢《自传》通过倒叙将一个行将死去

的三十二岁的年轻人的悲苦生命摆在读者面前，无

疑更能激发大家的悲悼与同情。

二、横向铺排式叙事结构

古代自传的横向铺排式叙事结构即所叙述的

几件事实之间没有明显的时间先后，而只是根据一

定的逻辑，横向静态地排列叙述，每则事实各自独

立但共同体现传主的性格特征。最典型的例子就

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

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

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

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

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宏情去留。环堵萧

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着

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5]

赵白生先生认为“书、酒、家贫是文中的三个主

要事实，它们之间虽有联系，但都没有一定的发

展”，因而认为这种事实间“静态的排列”正是《五柳

先生传》组织事实的一个重要特点。[6]在横向铺排

式叙事结构中，结构自传的静态事实之间甚至可以

互相调换，而对文意不会有多大影响。如《五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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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传》将“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

食”一句直接调换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一

句之前，将读书、著文联系在一起似乎更好。“嗜酒”

一事是文章着笔相对较多的，体现出陶渊明率真的

性情；“家贫”则体现出陶渊明的淡泊宁静、安贫乐

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一

事或许体现了其通脱的一面。事实之间的联系并

非十分紧密。

古代自传横向铺排式叙事结构中，自传事实之

间有时会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并列关系。如宋代郑

侠《大庆居士序》，以“此其学也”“此其识也”“此其

守也”、“此其志也”[7]这四句话作为每一部分的总结

语，采用铺排方式整齐地叙述出了郑侠为学、识见、

操守、志向这四方面的事实，从四个角度清晰地突

显出传主的正直人格与圆融思想。可见横向铺排

式叙事结构的优点正在于多点突显传主精神世界

及人格特征。

三、纵横交错式叙事结构

纵向贯穿式叙事结构有利于清晰地展现自传

传主的生命历程，特别是有利于展示自我人生关键

节点上的成长变化，但对传主的人格特征了解还需

读者自我概括与总结；横向铺排式叙事结构有利于

展示作传当下时候传主的精神世界及人格特征，但

却不能体现出这种精神世界及人格特征形成发展

变化的过程，而自传的纵横交错式叙事结构则具有

二者之长，而补二者之短，有利于塑造出传主的立

体形象。

如葛洪《抱朴子自叙》就采用纵—横—纵—横

相交错的叙事结构。前一部分先以时间为序，纵向

贯穿叙述其远祖、父辈情况，然后过渡到自我情况

的叙述。自叙时先采用纵向结构抓住了其人生为

学的几个关键时间段：

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年十有三，而

慈父见背……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

《易》……晚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

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今齿近不惑，素志衰

颓，但含损之又损，为乎无为，偶耕薮泽，苟存性命

耳。博涉之业，于是日沮矣。[8]644

接下去又以横向结构铺叙其性格的各个侧面：

“洪之为人也，（有脱文）而騃野，性钝口讷，形貌丑

陋，而终不辩自矜饰也”；“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

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洪禀

性尫羸，兼之多疾，贫无车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

不好”；“而洪之为人，信心而行，毁誉皆置于不闻”；

“洪性深不好干烦”；“口不及人之非，不说人之私，

乃自然也”。[8]650横向铺叙了其本性、操守、交游等方

面。但文章接下去又回到纵向叙述结构，重点叙述

其为学、作文、著述的发展过程：“洪年十五六时，所

作诗赋杂文，当时自谓可行于代”，“至于弱冠，更详

省之，殊多不称意”，“洪年二十馀，乃计作细碎小

文”。文章结尾再次又转向横向铺排叙述：“洪体钝

性驽，寡所玩好……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8]653。

在这样一纵一横的反复叙述后，作者有利于全

面地展示其个性风采及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这

类纵横交错式叙事结构在自传中也较常见。如胡

应麟《石羊生小传》前部分以时间为经，纵向叙述完

人生经历后，作者又对自己人生价值观及个性特征

进行了全面审视，列叙了三十多年来的“立言”成

就，并借他人眼中的“我”，对自己的“狂”与“狷”的

独特个性进行了体察与确认。

四、问对式叙事结构

古代自传的问对式叙事结构指作者通过设置

主客问对的形式，通过对话来展示主体的性情志趣

或交代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受赋体主客问答影

响而形成的一种叙事结构。

自传的问对式叙事结构的形成有一个发展变

化的过程。现存的第一篇自传作品司马迁的《太史

公自序》即已采用了主客对话。司马迁在父亲临终

遗言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作史之宗旨：“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后有孔子。孔子卒

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让焉！”[9]壶遂对此连发三问，第一个

问题是从史书撰述目的的角度询问司马迁“昔孔子

何为而作《春秋》哉?”第二个问题则是“今夫子上遇

明天子”为何还要作史书呢？针对壶遂的两次发

问，司马迁皆做了回答，回答“显示出司马迁对孔

子《春秋》的深刻认识和无比景仰，以及其作史主旨

的崇高境界”。[10]

但这种主客问对式叙事还只是在局部段落中

运用，后来大部分自传仍然只是局部地采用问对式

叙事，如魏初曹丕《典论·自叙》、宋代柳开的《补亡

先生传》《东郊野夫传》等作品中仍然如此，直到欧

阳修的《六一居士传》才实现了采用问对式来结构

全篇以叙事：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

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

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

陈 军：中国古代自传的叙事结构研究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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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

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居士

曰：“……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客曰：“其乐

如何？”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客复笑

曰：“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

乎？”居士曰：“不然。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

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于是与客俱

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11]

欧阳修通过采用问对式结构叙事，使自传呈现

出委迂婉曲的叙述风格，使自我厌倦仕途向往隐逸

的隐微思想世界得到层层深入地展现，体现出了较

高的艺术成就。宋代王向的《公默先生传》也是问

对式叙事结构的继承者，文章通过公议先生与弟子

的三问三答展示出公议先生明辨是非，刚正不阿的

人格。

问对式叙事结构在后代有所发展，主客问对不

再是层层深入，而是由多则一问一答的小单元叙事

构建全文，每一个独立的小单元之间联系不大，但

分别折射出传主的个性特征的一个侧面。如明代

陈继儒的《空青先生墓志铭》由诸如“或问：‘先生曷

不著书？’曰：‘天生人而与之十指，宁尽令握毛锥之

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12]等

六个小单元的问答构成。陈继儒利用汉赋问答体

形式结构全篇，每一小则对话涉及其精神的一个侧

面，展现出对著述、出处、生命、隐居生活方式等方

面异于常人的独特见解，展示出迂与傲的个性特

征。

五、比较式叙事结构

比较式叙事结构是自传中作者将自己的传记

事实与他人的传记事实进行对比叙事的一种形

式。这种叙事形式由于引入他人命运与自我命运

进行比较，传主与他人同频共振或异频反差的命运

遭际能够给读者以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效果。

南朝刘峻《自序》开创了中国古代自传比较式

叙事结构的先河。

余自比冯敬通，而有同之者三，异之者四。何

则？敬通雄才冠世，志刚金石；余虽不及之，而节亮

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兴明君，而终不试用；余

逢命世英主，亦摈斥当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

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轲，此三同

也。敬通当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跃马食肉；余自少

迄长，戚戚无欢，此一异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

名立；余祸同伯道，永无血胤，此二异也。敬通臂力

方刚，老而益壮；余有犬马之疾，溘死无时，此三异

也。敬通虽芝残蕙焚，终填沟壑，而为名贤所慕，其

风流郁烈芬芳，久而弥盛；余声尘寂漠，世不吾知，

魂魄一去，将同秋草，此四异也。所以自力为叙，遗

之好事云。[13]

刘峻的《自序》以一种比较的方式叙述自己与

冯敬通三同四异七个方面的情况，除第一个方面标

明自己与冯敬通皆品节高尚，正义豪迈之外，其余

六个方面皆为不幸遭际：遭摒弃，悍室，生不得意、

少长无欢，无后，溘死无时，声名寂寞，冯敬通的不

幸“我”皆有，但冯的成功与荣耀“我”皆无，整个自

传笼罩着不幸人生的悲苦之音。刘骏开创的比较

叙事在古代自传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刘知几

《史通·自叙》将自己与扬子云比较、清汪中《自叙》

将自己与刘骏比较、近代李祥年《自序》将自己与汪

中比较，这些自传表达了各自人生悲苦的遭际，表

明都受到了刘骏《自序》的影响。

中国古代自传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结构，

可能有以下原因：一、自传文体类型的内在要求。

如仿史传型自传、自撰墓志、自状这些较为正统严

肃的文体，作者多采用纵向贯穿式叙事结构；而仿

《五柳先生传》这类抒情言志型自传则多用横向铺

陈叙事；而自叙类自传则结构灵活，不拘常规。二、

取决于作者的写作目的。作者如想通过自传扬名

后世、训勉子孙，则可能采用纵向贯穿式结构叙述

自己的奋斗历程；如果作者是想抒情言志或以文为

戏，则可能采用横向铺排式或问对式叙事结构，因

为文笔可自由驰骋文行无忌；如果作者向读者立体

地展示自我、宣扬自我则较多采用纵横交错式叙事

结构；如果想引人同情或自悲自悼则可能采用比较

式叙事结构。自叙的叙事结构不仅是形式问题，而

且体现出不同的文风。纵览中国古代自传，一般而

言，采用纵向贯穿式叙事结构的呈现出自然平淡之

风，但也不乏板滞之作；采用横向铺排式叙事结构

的呈现出整齐错落、疏荡跳跃之美；采用纵横交错

式叙事结构的文风严肃中不乏活泼之姿；采用问对

式叙事结构的呈现出灵动与层见错出之境；采用对

比式叙事结构的多呈现出悲苦之调与不平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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