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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柳宗元散文成就卓越，尤其是传记散文。他在传记散文中塑造了诸多形象鲜明、独具特色、反映社会现

实的人物，这些人物或是真实存在，或是作者虚构，他们的出现集中反应了柳宗元当下的思想感情。且

柳宗元在塑造人物时运用了语言、动作、对比等多种表现手法展现人物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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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u Zongyuan’s prose is outstanding, especially his biographical prose. He created many vivid and 
unique characters in his biographical essays that reflect social realities. These characters may be 
real or fictional, and their appearance reflects Liu Zongyuan’s current thoughts and emotions. Liu 
Zongyuan, in the process of character creation, utilized various expressive techniques such as dia-
logue, action, and contrast to reveal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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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柳宗元年少成才，受到父亲的影响饱读诗书，见识广泛，有胆识魄力，能在关键时刻与韩愈一起成

为古文运动的关键人物，在文学方面贡献突出。在其六百多篇的诗文里，传记散文成就极高，文中的人

物更是千姿百态、形象迥异，值得人们探索。 

2. 柳宗元传记散文中的人物特色 

柳宗元传记散文中的人物各具特色，但他们却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创作者内心世界

的主角，这些相似性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创作者赋予了这些角色共性。 

2.1. 小人物——柳宗元传记散文中人物的共同身份 

尽管柳宗元传记散文中的人物各色各异，涉及不同领域，但却很少看见帝王将相、达官贵族等上层

人物形象，而多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1]。他们有不同的职业、性别、年龄。

《梓人传》里的木匠形象，《种树郭橐驼传》里的园艺者郭橐驼，《宋清传》里的卖药商人宋清，《捕食

者说》的捕蛇者蒋氏，《童区寄传》里以砍柴放牧为生计的小孩区寄等等，这些人物都是一些当时不能

登大雅之堂的“贱民”。还有一些是统治阶级的人物，他们凭借努力在官场中任职，像《段太尉逸事状》

里的官吏段秀实，《南府君睢阳庙碑》里的南霁云将军，《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里的县令范传真等，柳宗

元散文都在称赞这些平凡却又杰出的人物。 

2.2. 本领高强——柳宗元传记散文中人物的共同能力 

柳宗元传记散文里的人物虽然都是些小人物，但他们却个个身怀绝技，本领高强，在自己的领域熠

熠生辉，在艰苦的环境里依靠自己的本领生存。 
《梓人传》里的梓人，虽然只是一个木匠，但其在木匠行业里的地位却不可撼动，人人都尊敬他、

信任他，对于梓人高超的技艺、柳宗元是这样描述的： 

“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

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计其毫厘而构大厦。”[2] (p. 478) 

为官衙修饰房屋时，梓人是工匠们的中心，他们行动的每一步都根据梓人的指令来展开。在一群拿

着斧头锯子工匠们的注视下，梓人从容不迫地拿着他的长尺和木杖衡量房屋情况，观察各种材料的性能

及承担情况。等确定后，梓人就挥动他的木杖，发话用斧子砍，拿斧头之人就往他说的方向砍去。梓人

说用锯子锯，拿锯子之人就向他指的材料锯。梓人沉默不语，就无人敢擅自行动，只能拿着工具等待。

有些人跟不上梓人指令，对梓人分配的任务不能很好完成，就被他愤怒呵斥，也不敢有半点怨言。梓人

按照图纸建起的房屋跟图纸上的一模一样，没有一点误差。由此可以看出，梓人的建筑技艺甚是高超精

湛。 
《种树郭橐驼传》的郭橐驼，是出名的种树人。不管是移植树木还是栽种树木，只要郭橐驼出手就没

有不存活的。不仅能够存活，而且还长的高大茂密粗实，果实早熟，又大又多，味道甘甜，引得所有人都

向他效仿，却没人能学到他种树的精髓。那些涉及水果买卖、园林建筑的商人富人争先恐后地争着雇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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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

实以蕃。”[2] (p. 473) 
柳宗元对郭橐驼寥寥几句的描述，就能让人想象出他在种树方面的造诣远超常人。 
《宋清传》里宋清，是个卖药商人，收藏了许多上好药材，他开的药能让病人快速治愈。各地药农

都将自己采得的药材运到宋清店里，让他售卖，其他医师也喜从宋清那里购进良药制成药方，因为这样

能够让药方更容易卖出。文中虽然并没有直接夸赞宋清对药物了解，我们却能在字里行间领悟出他对症

下药的本领，而且他作为一个商人，能够靠经商养活妻儿，这也可看出他的经商能力。 
柳宗元散文中的人物虽小却能凭借精熟的技艺展现出不平凡的一面，引起人们的敬意。 

2.3. 对现实不满——柳宗元传记散文中人物的共同情感 

同一作者塑造的人物，受着作者的影响，在感情思想上也有一定共鸣之处。通过阅读柳宗元传记散

文，我们不难发现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均有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如《捕蛇者说》里的捕蛇者蒋氏和他的乡邻们。捕蛇者在回答“我”的问题后，“貌若甚者戚。”从

这一神态，我们可以看出捕蛇者在面对他自己生活困境时的痛苦无奈。且乡邻们相继逃难死亡，蒋氏对

此充满同情，而对造成这一现象的苛捐杂税更是痛恨与不满。 
《种树郭橐驼传》里郭橐驼在面对人们对他的夸赞本该是极高兴的，但在有人问他，将他的种树之

道与治官之道相联系时，他仅用几句话就向问者描述了当时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认为官吏不断更改治

理措施，向百姓发号施令，看似是为了百姓着想，实则在无形中损害了百姓利益，打乱了百姓耕种计划，

起到负面影响，加剧百姓生活的窘迫与困苦。从郭橐驼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出郭橐驼对当政

者治理百姓政策的不满。 
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是柳宗元传记散文所表达的重要思想，也是柳宗元现实情感的宣泄。 

3. 柳宗元传记散文塑造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 

柳宗元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方面出发，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刻画人物独特的性格，使

人物真实自然，不做作。 

3.1. 语言 

语言是小说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法，柳宗元传记散文也大量描写人物语言，让读者通过人物说话内容

和语气了解人物性格。 
《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里范传真因政绩显著，从京兆武尉改任宣州宁国县令，其他官吏认为在京城

做官才能得到好机会往上爬，远离京中则是遭到了贬谪，说范传真从京城附近迁到宣州看似升迁，实则

并非好事，面对这种质疑，范传真说： 

“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

不愧于色。苟获是焉，足矣。” [2] (p. 595) 

在范传真看来，做官被看作是一种美好事情，是因为它对社会有利。官者应该致力于将自己所学到

的知识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为社会做出贡献。且官员应该表现出慈爱和礼节，避免欺诈、虚伪和凌

暴行为，以恩惠对待人民，才能享有俸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内心平静，面色无愧。这段文字向我们展

示了一个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名副其实、清正廉洁的官吏形象，赞扬了范传真认为官员应该为人民服务，

并始终保持诚实、正直和仁慈品质的职业道德观念，通过范传真短短几句话，就让我们记住了他清廉高

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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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传》里的河间原是一个善良恪守妇道的女子，嫁到夫家后孝敬婆婆，尊敬丈夫，厌恶那些品

德败坏的亲戚，亲戚几次想把河间拉下道德的神坛，引诱河间外出然后找人玷污她。最开始河间经得起

诱惑，坚守底线，对婆婆说：“妇人之道，以贞顺静专为礼。若夫矜车服，耀首饰，族出讙门，以饮食观

游，非妇人宜也。”[2] (p. 1342)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在河间的观念里一个好女人的标准是恪守贞

洁、性格温驯、勤劳，而不是穿得花枝招展、外出乘坐香车宝马，在外大声喧哗大笑，并且她暂时做到了

这点。亲戚们不依不饶的继续诱惑河间，有一天河间被迫跟随他们出游参观寺庙，在帐篷里吃饭时听到

男人的声音，就急忙光着脚丫跑回家里，面对亲戚们的道歉，河间只问当时说话的男人是谁。亲戚们计

谋没得逞继续想办法使河间堕落。终于，他们得手了。河间与一个流氓坠入爱情之河，与流氓共赴云雨，

将妇道彻底抛之脑后，说出“吾不归矣。必与是人俱死”[2] (p. 1342)之语。最后因精力用尽而死，成为

一个人人唾之的淫妇。 
从河间说的话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河间一步步堕落的情形，面对诱惑她逐渐迷失自我。从她问男

人是谁时，就已经揭示了她最后的结局，证明那时她心中道德的秤杆已经倾斜，而她最后说誓要与那情

哥哥一起时，更是直接宣告了河间得彻底沉沦。短短几句话就将一个女人从善到淫的形象刻画到极致，

让人对河间的形象直接颠覆。 

3.2. 动作 

动作也能反映人物心之所想，并在无意间暴露人物性格。 
《李赤传》里的李赤是柳宗元散文里少有的疯人形象，其表述形式也十分接近小说形式，有时间、

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局六要素。他的疯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举一动中看出来。当厕所女鬼来引诱他

时，他经不起诱惑追随女鬼而去，完全不顾自己妻子，还想娶女鬼为妻。在女鬼勒他的脖子，差点要他

命的情况下，李赤不仅不挣扎推开女鬼，反而自己动手帮助女鬼伤害自己。“即取巾经其脰，赤两手助

之，舌尽出。”[2] (p. 482)吐出舌头可见他当时呼吸困难，即将丧命，正常人的反应应该是使劲抓住女鬼

的手阻止女鬼的行为，他却是“两手助之”，可见他被女鬼诱惑不轻。更令人惊讶的是“赤乃就牖间为

书，辗而圆封之……见赤轩厕抱瓮诡笑而倒视，势且下。”[2] (p. 482)李赤给妻子和母亲写好了决言遗书，

从容去“如厕”，抱着粪缸，诡异的笑着，就快要掉进粪缸里了。朋友好心规劝解救他，却遭到他的怒

斥，说朋友坏了他的好事。对李赤这一系列动作的描写，充分向读者展现出李赤的疯，而且是越陷越疯，

无法拯救。 
《童区寄传》详细地描写了区寄手刃两个盗贼的整个过程，区寄“微伺其睡，以缚背刃……童自转，

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2] (p. 476)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区寄能想到办法并

大胆行动拯救自己，实在是令人惊叹。汪青平认为这篇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人物传记[3]。 

3.3. 对比衬托 

对比衬托是柳宗元散文极常见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他在多篇散文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 
郭橐驼种树顺应天行，其他种树者却违背树木本性，两种种树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更显郭橐驼过人

之处，又用他植者、园林种植者、果实买卖者对郭橐驼的效仿、佩服、拥护从侧面展示出郭技艺的高超。

在《梓人传》修饰房屋一事里，用普通工匠和杨潜的两种身份对比来突出杨潜卓越的才能——普通工匠

是执行者、杨潜是命令者。《宋清传》里，宋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受俸博，其馈遗清

者，相属于户。”[2] (p. 471)其他商贩“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2] (p. 472)通过两种行为

的对比，更突出宋清的诚实守信、重情重义。在《童区寄传》里，就从刺史想留下区寄做小吏，而乡里抢

劫偷盗之人不敢正眼瞧区寄侧面烘托出放牧儿童区寄聪明勇敢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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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典型人物典型事迹 

柳宗元散文中的人物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他善于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把人物放在社会环

境中来由人而系事，籍人以明世”[4]，通过具体的事例和细节描写，刻画出人物的独特精神风貌。这些

人物形象各具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最令人熟知的就是《捕蛇者说》，柳宗元在文章的开头就对捕蛇的情况作了简要描写，交代了捕蛇

的环境和蛇的危害：永州有种奇特的蛇，有剧毒，所过之处，草木尽枯，所咬之人，必死无疑。但作用却

极大，能够治恶疾、麻风、毒气，去除身上的腐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皇帝下令捕捉到这种蛇的人就

能够凭蛇抵消他的赋税，永州人闻言竞相奔走去捕捉这种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蒋氏登场。蒋氏捕蛇

并不是乐意为之，而是为了躲避繁重的赋税才不得已选择。蒋氏三代人都干捕蛇的事，才得以维持生计。

乡邻们生活窘迫，苦于交租税，嚎啕痛哭辗转逃亡，冒着酷寒、迎着风雨、呼吸障气，一个接一个的死在

路上。蒋氏尽管进行着极其危险的事，但比起乡邻们已算是活的久了。“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

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2] (p. 456)
用几句话就将官吏的残忍、暴横、横征暴敛描绘的淋漓尽致，在巨额徭役的特定环境和两种形象的对比

之下，才有了蒋氏这一典型的捕蛇者形象，使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蒋氏小心翼翼地查看蛇的情况，蛇在

就能快乐过好日子的行为。 
柳宗元在塑造人物时，使用多种表现手法共同塑造人物形象。 

4. 柳宗元传记散文人物形象形成的原因 

柳宗元传记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多源于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观察和深刻体验。这些人物形象的形成，

受到了柳宗元诸多方面的影响。 

4.1. 柳宗元生活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 

“柳宗元传记中的题材和人物形象，是他长期接触下层人民，在社会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的。”[5]柳
宗元生活在唐代中期，这是一个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时代。他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到朝廷贬谪，奔

波各个地方，使得他生活经历丰富，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这些经历成为他塑造人物

形象的重要素材，他传记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并通过

文中人物的所言所行所思来揭露时政的弊端，批判朝廷官员的无能。塑造郭橐驼揭露贪官悍吏对百姓的

危害，塑造捕蛇者蒋氏揭发“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状，塑造河间形象批判社会的腐烂等等，这些都体

现出柳宗元当时最急切的心态，反映当时在黑暗社会压榨下普通百姓的黑暗生活，也是柳宗元的自我写

照。 

4.2. 对文学传统的继承 

柳宗元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学家，他在关注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同时，也吸收了前人文

学创作的营养。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司马迁《史记》对柳宗元的影响。《史记》中，司马迁不仅为统治者立

传，也为一些不是统治者的英雄立传，柳宗元则在司马迁的影响下更多地关注那些被社会忽视或压迫的

底层人物，揭示他们的苦难和抗争，这就形成了柳宗元传记散文为小人物立传的特点。曾日升曾评价柳

宗元“所有传记都写小人物，有都给予较高的评价……究其原因，除了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外，司马

迀对柳宗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6] 
综上所述，柳宗元传记散文人物形象形成原因包括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思想倾向和文学传统等。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他的文学创作，使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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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高度关注底层小人物，传记中的人物个性鲜明，具有典型意义，在各具特色的同

时又有共同之处。有人评价柳宗元的传记散文“是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出发去选择人物的”[7]，
在此基础上柳宗元结合自己的遭遇和对前人文学创作的学习，从多种角度对人物进行描写刻画，借人物

表达自己内心情感，向读者展示复杂、多样、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是柳宗元传记散文塑造人物的成功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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