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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万字《辛弃疾新传》面世
还原辛弃疾文武双全的传奇人生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在宋

代词人中，辛弃疾的词作数量可以说得上是蔚为大观。他的词作现存六百多首，其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

挚、豪放慷慨，“屹然别立一宗”。率五十骑敢死队奇袭敌后捉拿叛徒、创作《稼轩长短句》数百首词篇挥洒深情，辛弃疾一

生的英雄事迹和经历的种种壮志难酬的坎坷遭遇，化作郁勃激荡的词作，感染了无数后人。

数百年来，辛弃疾与苏东坡并称为“苏辛”，为豪放派词作的两面大旗，作品同为古典文学爱好者喜爱的瑰宝。但与生平

资料浩如烟海的苏东坡相比，辛弃疾生平事迹、著作背景方面的资料却比较匮乏，由于其文集在明代失传，故多隐晦不明。

15年研究
淋漓尽致书写辛弃疾非凡人生

有关辛弃疾的研究历程中，诞生

的第一部为其立传的作品，是1931年

吴世昌在《新月》月刊上连载两期的

《辛弃疾<传记>》，仅是一篇“小说”的

规模。而后，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先

生历经多年搜集，经过整理写作而于

1956年出版的《辛弃疾（稼轩）传》，也

只有六万字而已。

在布满荆棘的搜集之路上，学者辛

更儒数十年来坚持从事辛弃疾、宋金史

和古典文献的研究。2008年，积攒下累

累硕果的辛更儒出版了《辛弃疾研究》

一书。

辛更儒，1944年生，山东潍坊人，曾

师从邓广铭先生研究宋史。其著有《辛

弃疾研究》《辛弃疾研究丛稿》《黄金时

代：图说两宋辽金》，编选、点校、整理、笺

注《辛弃疾词选》《辛弃疾资料汇编》《辛

弃疾集编年笺注》《杨万里集笺校》等。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辛更儒认为

2008年出版的《辛弃疾研究》在述写传

主事迹及词作佳话上还有许多遗漏和

不足。因此，他把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

新的资料不断加以补充，最后形成了修

订本《辛弃疾新传》，2023年末，由后浪

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这

也是继李一冰著《苏东坡新传》后，备受

瞩目的传记作品。

辛更儒在过去15年里所下的功夫，

使原本的38万字充盈到了51万字有

余。全书以时间为线索，结合历史环境

和时局背景解读存世诗文作品，并结合

最新研究成果。作者在《辛弃疾新传》

下笔之初，便立志以足够的事实、完整

的理据作为支撑，希求充分反映历史的

真实。本书淋漓尽致地书写了辛弃疾

的非凡人生，驳斥别有用心者诬陷辛弃

疾的不实之词，再次向世人强调辛弃疾

作为坚定抗金派的顽强性格，还这位投

笔从戎、文武兼济的书生本来面目。在

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辛弃疾既是

一个比肩苏轼的豪放词家，也是一个孤

勇坚毅的忠臣良将。

不只是词人
辛弃疾还是沙场纵横的战士

纵观辛弃疾多面的一生，他既能沙

场纵横，率众抗金，碧血浸染山河底色；

也能笔兴风云，策议时政，《美芹十论》

丹心倾注；还能细捻情丝，书写柔郁，婉

转勾勒行迹心思。这般多彩的人生之

旅，是他以细腻之心挥就的浪漫传奇。

为了避免爱好辛弃疾的人们堕入

只以词人视之的片面境地，辛更儒结合

史实进行了详尽的阐发。书中提到在

南归后，辛弃疾屡次为南宋朝廷出谋划

策，助力解决当时棘手的一些行政和国

内矛盾问题，在应对武装叛乱、解决货

币危机、兴办盐酒事业、应付抗洪救灾、

处理走私盗贼、创建地方武装等一系列

活动中颇有建树，使城市面貌短时间内

焕然一新。“这些都反映了他的行政才

干、执政手段以及管理智慧和谋略都属

于第一流的水平。”辛更儒说。

辛更儒在后记中提到：“我不但看

到了‘宋词第一人’的创作轨迹，还从他

的词作中看到了他一生的奋斗和生活，

是他全部战士生涯的总结。因此，我必

须把这部分内容充分运用到对他生平

事迹的认知上。”

对于“辛弃疾是军人武将、行伍出

身”这一说法，辛更儒认为，辛弃疾是儒

生出身，一生所任官职也都是文职官。

他投笔从戎，参与抗金战争，并不是改

变身份，不过是职务需要，由文人带兵

而已。因此，不能颠倒先后，说他是武

将能文。

文献+实地考察
一步步深入辛弃疾的“词心”

为写作此书，辛更儒不仅参考了数

百种诗词、笔记、方志等文献以坚实考

证，还沿辛弃疾毕生的足迹经行路线进

行了大量实地考察，遍访塞北、江南、上

饶云洞、博山雨岩等地。

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研读稼轩词的

辛更儒，正一步步深入辛弃疾的“词

心”——“上饶的云洞，博山的雨岩，让

我聆听到八百年前词人留下的心声；在

长江的夹江上，手抚巉岩峭壁，我读到

词人抒写‘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

留不住’的心底波澜。实地考察和履迹

追踪，让我更深刻地了解词人的不平常

经历，体悟其各个时期非凡的心路历

程，使我更多地读懂了稼轩词。”

在研究生平线索之外，辛更儒还

特别注重词作线索。他行文采用夹叙

夹议的手法，在叙述辛弃疾生平事迹

的同时对其内情进行评点，穿插辛弃

疾的经典作品细致鉴赏，带领读者体

悟辛弃疾的卓越才华和深邃思想。此

次再版，辛更儒增加了近年来挖掘到

的辛弃疾及其后人生平的新史料，如：

金国进犯和山东被占领蹂躏的史实、

对带湖新居的正确认知和考证、与陆

游纵论收复齐鲁、辛弃疾去世的细节

等，扩充叙述了数十项此前不为人知

的辛弃疾事迹。

此外，本书还呈现出铅山县所藏辛

弃疾像、辛弃疾手书《去国帖》、《菱湖辛

氏族谱》等珍贵文献；云洞、苍壁、仙人

矶等辛弃疾一生所历经的重要地点风

貌；辛弃疾友人朱熹、陆游等人的画像

和手迹，特别附录《辛弃疾年表》《辛弃

疾家室再考》《辛弃疾子女后裔新考》等

内容，进一步揭开辛弃疾及其后人生平

的神秘面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出版社供图

医学丛书的编纂与出版是文明互

鉴、中外医学交流成果的重要体现，具

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近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巴蜀

书社了解到，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勇先教授主持编纂的文明互鉴与中

外医学交流重要文献编纂出版工程

——“近代西医汉译文献汇刊”系列已

全部完成。

该工程包括三个系列：李勇先主编

的《近代西医日本汉译文献丛书》以及

他和成都中医药大学林英教授共同主

编的《近代西医中国汉译文献丛书》《近

代日本医籍中国汉译文献丛书》。其中

《近代日本医籍中国汉译文献丛书》被

纳入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学术工程系列

成果，由巴蜀书社与西南大学出版社联

合出版。

据李勇先介绍，该编纂出版工程

2018年启动，2023年底全部完成，前后

历时五年。“近代西医汉译文献汇刊”

系列按照一定的体例进行编纂，集中

收录中国、日本学者汉译西方医学著

作和近代中国学者翻译日本医学著

作情况，共收录相关医学文献 200 余

种，编成119册。

近年来，巴蜀书社为了更好地弘扬

中华医学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强我国中医

理论和实践研究，依托四川大学在古籍

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优势，联合成都

中医药大学等国内中医院校和学术研

究机构，由李勇先教授负责主持编纂

《中医宝藏》丛书，对我国传统中医古籍

进行一次系统整理，根据中医发展特

点，按照“经纬结合，两翼拓展，中西汇

通，文明互鉴”的理念进行编纂，以期全

方位、多角度反映数千年来我国中医成

果及其对外影响力，相关整理成果已经

陆续出版了四十余种，一千余册。

同时，巴蜀书社还与西南大学出版

社联合，共同出版了李勇先主编的中希

文明互鉴中心学术工程系列成果《丝绸

之路中外医学交流文献丛书》，比较集

中地反映了千年来中外医学交流情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出版社供图

“近代西医汉译文献汇刊”在川出版

《近代日本医籍中国汉译文献丛书》

《近代西医日本汉译文献丛书》

《辛弃疾新传》立体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