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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史写人艺术
*

汪耀明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四史写人能选择典型事件,写出矛盾冲突, 重视语言描写, 显示心灵深处, 描绘生

活细节,注意场面描写,运用多种表现手法, 记载人物作品,力求将写人、叙事、议论、抒情融为

一体,从而逼真地塑造了历史人物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的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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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源远流长, 历史典籍卷帙

浩繁。其中, 西汉司马迁的 �史记  、东汉班固的

�汉书 、南朝宋代范晔的 �后汉书  和西晋陈寿的

�三国志  合称 !四史 ∀。它们是珍贵的历史巨著,

又包括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篇章,具有动人的艺术

魅力, 充分表现出写人艺术的成就, 从而出类拔萃

于文化典籍之林。

四史在人物描写上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善于通

过典型事件来刻画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使人物形

象真实可信。它们不是细大不捐地再现人际关系,

而是从塑造历史人物形象出发,对材料进行审慎的

选择, 舍弃与人物活动本质无关的次要事件, 着重

记载最能展示人物性格特征、反映事物本质特点的

主要事件和重大活动,使人物在这样的事件和活动

中成功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充分显现他们在思想

和行动上的特点。

�史记 #留侯世家 记载张良随从刘邦转战南

北、平定天下、巩固西汉政权的事迹。作者主要写

他用贵重财宝诱惑秦将而大败秦军, 串通项伯设法

帮助刘邦, 说古道今以反对刘邦复立六国后世, 建

议迅速分封雍齿以安定人心,主张请商山四皓来保

全太子等。这就生动表现了一个杰出谋士的形象,

充分显示出他富有远见、运筹帷幄、多谋善断的特

点。至于对刻画张良主要性格特征关系不大的情

节,司马迁就省去笔墨了。他说张良 !所与上从容言
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 1] 2047�2048

。对

此,方苞指出, !此三语, 著为留侯立传之大指。纪

事之文,义法尽于此矣 ∀ ( �方苞集  集外文补遗卷

二 �读书笔记 )。[ 2] 853

�汉书 #霍光金日磾传  主要记叙霍光在尖锐
复杂的斗争中完成辅佐昭帝、废黜昌邑王、拥立宣

帝三件重大事情,通过这些大事形象地表现了西汉

中后期这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一生,传神地展示出

他稳重审慎的性格特点。

�三国志#魏书 #武帝纪 记载曹操从汉末群

雄争战中兴起、剪除群豪并统一北方的历史, 侧重

描写他讨伐董卓、活捉吕布、消灭袁术、打败袁绍、

扫除刘表和平定马超等大事,这就写活了三国时期

这位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展现出他高超的军事

谋略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的真正内心世界,使人

物形象鲜明突出,这是四史写人的一个重要艺术特

点。四史作者写人物传记时,注意把所写对象置身

于其所处环境的矛盾斗争之中,叙述人物之间的复

杂关系,写出人物对矛盾斗争的认识和作为, 表现

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们的社会作用。这样随着矛

盾冲突的充分展开, 就使人物形象如雕似镂、人物

性格披沥无遗。

�后汉书#班超梁慬列传  有关班超事迹的部

分,可以说是范晔在矛盾斗争中写人的一个范例。

作者主要通过班超与周围环境、与其他人事的矛盾

冲突来刻画人物性格。投笔兴叹反映出理想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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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矛盾,显示人物胸怀大志; 消灭匈奴使者、促使

鄯善归顺反映出汉朝与匈奴的冲突, 表现人物见识

高超、做事果断;多次平定西域地区贵族叛乱反映

出汉朝与西域贵族的斗争, 突出人物百折不挠、善

于用兵。作品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汉朝与匈

奴及西域贵族的矛盾斗争中展现人物的思想认识

和具体做法,写活了慷慨激昂、立功西域的班超形

象,并产生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三国志#吴书 #陆逊传 比较全面地描写了

陆逊这个历史人物,尤其是写了他领导的针对刘备

的夷陵之战。刘备起兵伐吴, 初战告捷, 凌厉攻势

震惊整个吴国。陆逊领兵抵抗,面临尖锐的矛盾斗

争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他对吴蜀矛盾有清醒的认

识,承认蜀军处于优势而吴军处于劣势;同时, 创造

条件, 巧妙用兵,克敌制胜, 终于一举击败刘备, 为

稳定孙吴政权建立了功勋。他对吴军将领内部矛

盾能妥善处理,以正确的道理和取胜的事实使吴军

众将心悦诚服,同舟共济。通过这些矛盾斗争的精

彩描写,人物智勇兼备的特点得到充分表现。正如

李景星所说, 陆逊 !生平出色处, 只在破蜀先主

备 ∀, !破蜀是逊传主文, 传于其计画处、布置处、内

而暗慰孙权处,外而故疑诸将处,摹写唯恐不尽 ∀,
刘备是 !曹魏君臣竭尽全力所不能制者, 而以一书

生断其死命, 从容闲瑕, 行若无事, 此是何等神

力 ∀, !吴之得保有江东, 实以此故∀ ( �四史评议 #

三国志评议  陆逊传第十三 )。
[ 3] 453

以声口毕肖的人物语言来展现人物的心理和

感情, 使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独特而丰富复杂, 这是

四史写人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人物总是根据各

自的语言习惯来说话,而各自的语言习惯又是由他

们的生活经历、思想性格所形成的。四史作者在描

绘历史人物形象时, 注意把握人物的主要性格特

征,来写出他们在特定环境下所说的展示内心的语

言,这样就使人物的语言具有严格的独特性和丰富

的表现力。

�史记 #项羽本纪 写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时

的盛况,他就说: !彼可取而代也。∀
[ 1] 296
这显示出

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的项羽确实是大胆而直率的。

正如王鸣盛在评论刘邦与项羽观看秦始皇的言谈

时所说, !项之言悍而戾 ∀ ( �十七史商榷 卷二 �史
记二 )。[ 4] 12

项羽有雄心大志, 而且勇敢无畏, 但是

他的性格又有残酷暴烈、恃力弃智的一面。楚汉对

峙时, !彭越数反梁地, 绝楚粮食, 项王患之。为高

俎,置太公其上, 告汉王曰: %今不急下, 吾烹太

公。& ∀不久,项羽又对刘邦说, !愿与汉王挑战, 决

雌雄∀。[ 1] 327�328
这些语言就表现出项羽性格的这一

面,也说明了他转胜为败的原因。

�三国志#蜀书 #庞统法正传  写刘备采用庞

统的计谋, 成功袭击刘璋后设宴庆功。他 !置酒作
乐,谓统曰: %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 %伐人之

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 怒曰: %武王

伐纣, 前歌后舞, 非仁者邪? 卿言不当, 宜速起

出! &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 请还。统复故

位,初不顾谢, 饮食自若。先主谓曰: %向者之论,

阿谁为失? &统对曰: %君臣俱失。&先主大笑, 宴乐

如初∀。[ 5] 955�956
庞统所言表明他既对自己议取西蜀

颇有内疚, 又对刘备称乐之言有些不满, 于是他率

而应答。然而, 他还是敬重刘备, 维护对方尊严。

因此, 他用 !君臣俱失 ∀之言使气氛活跃欢乐, 也暗

示刘备不无过失,这就出色地显示了谋士庞统天性

聪敏、胆略过人、不卑不亢、从容不迫的特点。

四史比较注意人物的心理描写。它们常常从

塑造生动逼真、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出发, 或由

人物自己内心独白, 直接打开心灵的窗户, 或随着

对人物神情、姿态、语言、行动以及相关景物的描

写,深刻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心理状态和思想矛

盾斗争的历程。这样的心理描写就使四史传记中

的不少典型人物显示出鲜明独特的个性,具有历久

不衰的生命力。

�汉书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曲尽其
妙地描绘了朱买臣拜官的情景。他先穷后达, !拜

为太守 ∀,还是 !衣故衣, 怀其印绶, 步归郡邸 ∀。当

时, !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

守邸与共食,食且饱, 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

绶,视其印, 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 出语上计掾

吏。皆醉, 大呼曰: %妄诞耳! &守邸曰: %试来观

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视之, 还走, 疾呼曰 %实
然! &坐中惊骇, 白守丞, 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

臣徐出户。有顷, 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 买臣遂

乘传去 ∀。[ 6 ] 2792- 2793
作品通过有意 !衣故衣 ∀、!怀其

印绶∀、!步归郡邸 ∀、!少见其绶 ∀、!徐出户 ∀、!乘
传去∀等外部行动, 传神地写出了朱买臣炫示自己

显达的心理活动, 又从众人轻视、大呼 !妄诞 ∀、疾

呼 !实然∀、惊骇、列队拜见等前后不同的神情动作
中,绝妙地提示了周围人物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

内心世界。

�汉书 #外戚传  写到李夫人 !病笃,上自临侯

之,夫人蒙被 ∀不见, !上复言欲必见之, 夫人遂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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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歔欷而不复言 ∀。以后, 李夫人说: !所以不欲见
帝者, 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 得以微

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 色衰而爱弛, 爱弛而

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

见我毁坏,颜色非故, 必畏恶吐弃我, 意尚肯复追思

闵录其兄弟哉! ∀ [ 6 ] 3951- 3952
这一段细致入微地描写

了人物的神态、动作和语言,表现了李夫人死前的

固宠心计,反映出作者在心理刻画上的较高水平。

以生动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

特征, 使人物活灵活现地浮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四

史写人艺术的突出方面。四史作者常常根据对人

物性格的理解,描写与人物活动密切相关的生活细

节,从而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这样的细节描

写不但增强了人物描写的真实性和生动性,而且表

现出人物独特的个性、情感的变化和事业成败的

关键。

�史记 # 张仪列传 写张仪至楚游说不果, 反

被 !笞掠数百 ∀。回家以后, !其妻曰: %嘻! 子毋读

书游说, 安得此辱乎? &张仪谓妻曰: %视吾舌尚在
不? &其妻笑曰: %舌在也。&仪曰: %足矣。& ∀ [ 1] 2279

这

就形象鲜明地突出了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周游各

国、追求名利、受挫不馁的狡黠性格。

�史记#吕不韦列传  写吕不韦 !往来贩贱卖

贵 ∀、由经商走上政治舞台的情况。当他发现秦昭

王太子安国君之子子楚留在赵国为人质、境遇不佳

时,就 !见而怜之, 曰: %此奇货可居。& ∀ [ 1 ] 2505�2506
如

此生活细节极为准确传神地表达了吕不韦善于投

机的商人特点,写出了他善于把经商长处变成政治

行为的过人之处。

�后汉书#冯岑贾列传  不只写出了贾复表示
破敌吃饭、背着弓箭、抢先迎敌、所向披靡等情景,

并且还用要求击郾的细节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 帝诏

诸将议兵事, 未有言, 沈吟久之, 乃以檄叩地曰:

%郾最强,宛为次, 谁当击之? &复率然对曰: %臣请

击郾。&帝笑曰: %执金吾击郾, 吾复何忧! 大司马

当击宛。& ∀
[ 7] 666
这里率然作答的神态有些焦躁, 不

过知难而进的个性显而易见。 !臣请击郾∀的语言

表示必胜的信念, 活画出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

形象。

聚焦事件进程的典型场景、情节发展的高潮部

分和人物活动的精彩片断,通过细致的描绘和丰富

的画面, 最集中、最充分地显现意义重大、特征明

显、趣味盎然的某个场景,反映各种矛盾冲突最激

烈的阶段, 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面貌, 使人

物形象鲜明生动、具体可信, 这是四史写人艺术的

可取之处。

�史记 #田单列传  记叙田单坚守即墨、战胜

燕军的过程,突出他巧用火牛阵的战斗场面。田单

挑选千余头牛, 把它们打扮得稀奇古怪, 在牛角上

绑上尖刀, 在尾巴上缚着浸透了油的芦苇。他趁着

夜间, 把尾巴着火的狂怒牛群赶向燕军。齐国的士

兵奋勇杀敌,百姓呐喊助威。燕军惊慌失措, 大败

而逃。作者把这一场面描绘得如此真切、精彩, 实

在是传神地写出了田单的足智多谋。

�后汉书#光武帝纪 善于选择昆阳之战发展
过程中的典型情景,绘声绘色地描写出以少胜多的

动人场面和在大战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刘秀形象。

正如王夫之说: !昆阳之战, 光武威震天下, 王业之

兴肇此矣。∀ [ 8 ] 127
当时, 驻守昆阳的起义军势单力

薄,处境危险,而王莽军队声势浩大, !列营百数 ∀,

!旗帜蔽野 ∀。他们的将领 !意气甚逸 ∀。刘秀在被

围议事时, 力排众议,主张 !并力御之∀,还具体 !图
画成败 ∀。接着他仅带少数人冒死突围, 去外面调

集援兵,尤其向 !贪惜财货 ∀、不愿出兵的将领讲清

楚道理,分析得失, 于是, !众乃从∀。最后, 大战的

时刻到来, 刘秀 !遂与营部俱进 ∀, 他冲往敌阵, 所

向无敌, 再次进击, 连续获胜, 还 !与敢死者三千

人 ∀去 !冲其中坚 ∀。这时, !城中亦鼓躁而出,中外

合势, 震呼动天地 ∀。因此, !莽兵大溃 ∀, [ 7 ] 6�8
刘秀

他们大获全胜。作者把兵力和人心、城里和城外、

声响和天气、王莽军和刘秀一方等融为一体, 尽情

描摹, 其中着力突出刘秀的表情和言行, 从而生动

地描述了昆阳之战波澜壮阔的场面,成功地展现出

刘秀多谋善断、勇敢无畏的性格特征。

调动各种表现手法刻画人物,使历史人物生动

逼真、富有立体感,这是四史写人艺术的显著特点。

作者常用对比、烘托、照应、渲染等手法来加强人物

形象描写, 突出人物本质特征。尤其是作品在历史

事实的基础上, 对人物活动的环境、人物的语言行

动和心理状态展开细致入微的描写,进行了鲜明的

对比和巧妙的烘托,使各自不同的性格在对比中交

相辉映,也使人物的情态特征在烘托中给人留下浮

雕般的印象。

对比手法比比皆是。 �史记#李将军列传  将

屡建功绩又遭遇不幸的西汉名将李广与不同人物

进行多方面的对比:与射雕者的对比说明他射技盖

世,与程不识的对比显示他胆略超人,与部下吏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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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表现他英勇无畏,与李蔡的对比反映他功高

赏薄。这样多处运用对比,就使李广在与别人的比

较中显现出独特的风采。

烘托手法显而易见。�汉书 # 公孙弘卜式兒

宽传 采用侧面描写,刻画卜式形象。它以弟弟的

败家破产来衬托卜式的擅长经营,又以丞相的片面

认识来烘托卜式的胸有全局,还以武帝对卜式的逐

步认识、任用的过程来映衬卜式对国计民生的关

心。通过层层描绘和烘托,这位历史人物的性格特

征就清楚呈现出来,令人难忘。

照应、渲染等手法不一而足。�史记 #苏秦列

传  开头写出这位历史人物游说不成、困而归家的
窘态。以后,他春风得意, 佩六国相印而归。对此,

作品的结尾照应开头,又一次写到苏秦家人。他的

!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 ∀。[ 1] 2262 �史
记 #范雎蔡泽列传  以生花妙笔,对范雎的一段离

奇经历展开具体入微的描绘和引人入胜的渲染, 鲜

明地表现了一个擅长言谈、工于心计、忍耐待变的

策士形象。

引用人物的代表性作品, 把它们融入人物传

记,使之成为整篇传记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而有

利于人物形象的描绘,这是四史写人艺术的独到之

处,所引用的作品主要有诏令、奏疏、文章和辞赋

等,它们是作者生活经历的自我反映,也是其思想

感情真实而全面的表达。人们可以从中更清楚地

观察历史人物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活动情况, 更深

刻地了解人物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特点。

�汉书 比�史记 更多地引用与人物有关的学

术、经世的文章和辞赋作品。它收录了贾谊、晁错、

邹阳、司马相如、公孙弘、司马迁、东方朔、刘向、扬

雄等人的许多文章、辞赋。详载人物的作品, 就能

比较具体地反映他们的生平和思想, 从而写活人物

形象。正如章学诚所说, 汉赋 !实非苟作, 长篇录

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于贾疏董策,为用不

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 ∀ ( �文史通议 内篇一�诗教

下  ) [ 9] 80
。刘熙载也说: !古人一生之志, 往往于赋

寓之。 �史记  、�汉书  之例, 赋可载入列传, 所以

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 ( �艺概 #赋概 ) [ 10] 96

�后汉书  从 �汉书  记载诏令、奏疏和文赋的

写法中得到启发, 也大量引用了东汉政治家、思想

家和文学家的代表性作品。这不仅保存了一批重

要的历史文献,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东汉历史人物的

气质和习尚。 �后汉书 #班彪列传  详载班彪、班

固的著作,表明人物心志和水平。�后汉书 #王充

王符仲长统列传  和 �后汉书 #崔骃列传  记载王
符 �潜夫论  中的 �浮侈  等篇、崔寔 �政论 的一些

内容和仲长统 �昌言  中的 �理乱  等篇, 表现出汉

末这些文人学者指斥时政缺陷、暴露现实矛盾的

勇气。

四史描写人物形象, 常与叙述事情过程、议论

是非得失、抒发思想感情融为一体。写人结合叙

事,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影响事情的波澜起伏, 又

写出事情的变化表现人物性格的光彩。写人、叙事

结合议论, 评说人物立身行事的美丑善恶, 展现其

闪光之处和善良心地, 点明其不足之处和阴暗心

理。写人、叙事、议论也结合抒情,叙述褒贬人物事

件,充满深厚情意, 进一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四史写人、叙事、议论、抒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以叙事来写人。 �三国志 #吴书 # 诸葛滕二
孙濮阳传 写诸葛恪,一开始就写他巧妙应对孙权

的事。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脸长像驴,孙权大会群

臣,就叫人牵一头驴进来, 并在驴脸上标明诸葛子

瑜。 !恪跪曰: %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
其下曰 %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 ∀。过几天,

孙权要诸葛恪比较其父亲和叔父的才能,诸葛恪认

为 !臣父为优∀, 他强调 !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 以

是为优 ∀。对方听后, 喜形于色。孙权又叫诸葛恪

为众人依次斟酒, 张昭已有醉意,就以养老之名不

愿再喝。诸葛恪反驳张昭说: !昔师尚父九十, 秉

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 将军在后,酒食

之事, 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 ∀ [ 5 ] 1429
一席话说得

张昭无话可说, 于是满满喝了一杯,作者描写诸葛

恪益字、论人、劝酒这些事,就传神地展现出他才气

横溢、思维敏捷、能言善辩。

叙议结合, 评价人事。 �后汉书  的序和论富

有文采,善用叙述和议论相结合的方法, 在简洁生

动的叙述史事中, 评价人物事件,表现出作者的鲜

明倾向。�后汉书#李杜列传论  在传记叙述李固

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因一再议立清河王而为梁

冀所害的史事基础上,作者发表了对仁义和杀身成

仁的看法: !夫称仁人者, 其道弘矣! 立言践行, 岂

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

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 专为

生则骞义, 专为物则害智, 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

于生, 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

君道, 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 则为杀身

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间, 国统

三绝, 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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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 耻夫覆折

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 及所遗梁冀书, 虽机失谋

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 其顾

视胡广、赵戒, 犹粪土也。∀ [ 7] 2094�2095
作者认为为了

尽臣节以报效国家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就要提

倡仁义名节和杀身成仁之美。因此, 他肯定李固不

顾个人安危, !据位持重, 以争大义 ∀, 高度赞扬其

以身殉国的精神。这些议论不仅突出地反映了范

晔的思想观点, 也深刻地展现出人物形象的个性

特征。

抒情依附于叙事、议论、写人。范晔满怀深情,

擅长咏叹,往往用抒情的笔调来记载人事,写作序、

论,使字里行间涌动着感情的激流。�后汉书 #宦

者列传序 说: !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

之策, 续以五侯合谋, 梁冀受钺, 迹因公正, 恩固主

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 无谢

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 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

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

曲求, 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

纪大乱矣。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

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 棋列

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

雾縠之积,盈仞珍藏; 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

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 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

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 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

引,希附权强者, 皆腐身熏子, 以自衔达。同敝相

济, 故 其 徒 有 繁, 败 国 蠹 政 之 事, 不 可 单

书。∀ [ 7] 2509�2510
作者痛恨宦官把持大权、广树党羽、

重用亲信、陷害忠良、搜括民财、骄奢淫逸。他把这

些思想感情倾注在对宦官群像的描绘上,融合在对

与宦官有关的事件进程的叙述中,体现在对宦官作

为的入木三分的议论里, 并把写人、叙事、议论和抒

情融合起来,从而曲尽其妙地反映出东汉后期宦官

独揽朝政、恣意横行的情况,使人们感到作品形象

鲜明、事理清楚、感情充沛。

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从先秦诗文中有所受

益,创造性地进行了人物描写。他们能根据实录精

神,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秉笔直书,能注重人物的经

历、言行,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力求历史和文学的

有机结合, 能灵活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 出色表

现人物的品行和气质,使人物形象丰满、个性突出。

四史人物描写的成就大大充实和发展了写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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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 igure DepictingA rt in the Form er Four H istories

WANG Yao�m ing
(Depa rtm en t of Ch in ese Languag e and L itera ture, Fudan Un iversity, Shangha i 200433, China )

Abstract: H isto rians se lec ted typica l even ts to dep ic t h istor ica l figures when they w rote the FourH istor ies. They laid emphasis

on language descr iption, portrayed deta ils in daily life, paid attention to the spectac le depiction in order to illustra te the conflicts

betw een people and revea l the innermost be ing of the characters. In addition, they used various techniques of express ion to record

personages. They endeavo red to comb ine character dep iction, narration, a rgum ent, and lyr ic ism so as to portray im ages o f h istor ica l

figures and depict the ir persona lities in a v iv id w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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