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漢魏六朝是文學著述空前繁榮的時期，現存的史料不僅數量龐大，而且種類繁多。從學術

研究的角度來說，古代史學家一般著重於對正史史料的研究，近現代學者則更多地將視角投向

正史外的史料，採取比較研究的方法，努力尋求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點。近年來，對史部雜

傳類作品的研究成為熱點，許多學者在討論雜傳與文學，尤其是雜傳與小說的關係方面，取得

了豐碩的成果。從目前的狀況來看，學者們研究的雜傳作品，大都在古代目錄學著作中有著錄，

而對一些不在著錄之列的散佚作品，涉及的就相對少得多。如在該期史料中，常見的以「某

某別傳」命名的各種單篇人物傳記，由於散佚嚴重，又不在目錄書著錄之內，往往不被學

者所重視。然而經過仔細清理後可以發現，以單篇形式流傳的漢魏六朝人物傳記，無論其篇名

稱「傳」「別傳」「記」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具有相同特徵，可以成為雜傳類下面一個獨立

類型，也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

「別傳」一詞的大量使用，始見於南朝宋裴松之《三國志注》中。作為一種最初為將某些

單篇傳記與正史傳記及其他雜史、類傳相區別的注釋學用詞，其使用範圍僅限於某些特殊場合，

本身並不具有特定的目錄學涵義。裴氏所引的人物別傳，只有少數被目錄學著作所著錄，並被

歸入史部雜傳類。自裴松之、劉孝標等注釋家之後，「別傳」一詞仍然被許多學者、書籍編纂者

和小說家所使用，但其內涵與裴氏所用均有差異，有的甚至相去甚遠。有鑒於此，後世學者大

多不把「別傳」作為一個具有固定概念的名詞看待。

縱觀整個漢魏六朝，留存的單篇人物傳記數量十分龐大，現代學者將這些以單篇形式留存

的傳記稱為「散傳」。事實上，屬於「散傳」這一概念下的人物傳記，在細部特徵上，還有值

得進行認真清理和重新分類的必要。「散傳」中很大一部分傳記，是可以以「別傳」為名，歸為

一種獨立的傳記種類的。本書即通過對漢魏六朝時期單篇人物傳記的搜輯整理，提出「別傳類」

傳記的概念，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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