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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共分五辑，其一主要是对新时期报告文学
所作的观察和论析，第二辑是对30年报告文学史的提要梳理。第三辑为作家小论，其中附了研究现代
报告文学作家的三篇。三十年有影响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不少，我只是随机而为地评说了他们中可能
有点代表性的几位。第四、第五辑分别是作品评论和文体理论的研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相应地形
制也并不一统。这些文字写作的时间跨度不短，从20世纪的80年代一直延至现在。《中国报告文学三
十年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记录了20多年间作者对报告文学的认知，对报告文学文体演
进场景的真实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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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晓原，1958年5月生，江苏常熟人，1977级，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为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党
委常委，中文系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
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常
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和散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省社
科规划项目、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等研究项目。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江苏社会科学》、《江
海学刊》、《文史哲》、《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等报
刊发表论文、评论150多篇，其中30多篇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
资料中心转载复印。出版《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五四散
文的现代性阐释》、《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等学术专著
。2003年起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纪实文学》年选，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报告文学十年选》。2010年国家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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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辑　纪实时代
　论新时期宏观报告文学
　论新时期文体题材报告文学
　论新时期女作家报告文学
　论新时期历史报告文学
　论近年报告文学几个主要问题
　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放性
　论台湾报告文学的基本特色
第2辑　文体行旅
　1980年代报告文学文体的自觉
　1990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
　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
　报告文学，回到现实大地的行走
　时代的文体和文体的时代
　从激情书写到中和叙事
第3辑　创构价值
　何建明：国家叙事与非虚构设计
　陈祖芬：“五连冠”报告文学家
　杨黎光：欲望时代的非常报告
　杨守松：人本、硬度与信息
　附：
　茅盾与现代报告文学
　夏衍：报告文学译介、倡导和研究
　周立波：报告文学翻译、研究和创作
第4辑　叙事姿式
　《根本利益》：故事与意义
　《我的天堂》：国家叙事中的史诗建构
　“精神院士”的大地叙事
　“南方”，中国大叙事之视窗
　《千古一梦》：“双声叙事”的非虚构魅力
　《吞吐大荒》：行走中的历史本真书写
　《大学生“村官”》：国家战略的文学报告
　《解放战争》：军事非虚构叙事的范式
　《1901》：酿造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意味
　深水静流秋意真
 ——读傅溪鹏先生的《深·秋》
　《一个医生的救赎》：作为“刚性写作”的意义
　嵌入民族心魂的精神史志
　《废墟上的觉醒》：非常态中的意义重建
　中国精神的少年图志
　奥林匹克精神的中国阐释
　历史刻录与文学记忆
第5辑　艺术设计
　力度：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
　报告文学典型论
　报告文学的结构优化
　报告文学的语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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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文学的政论插笔
　报告文学的细节功能
　“竹笋”与“白米饭”
附录：
　学术研究要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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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新时期宏观报告文学　　通观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我们即可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约
从1985年开始，出现了批量甚大的诸如《中国农民大趋势》、《唐山大地震》、《中国的“小皇帝”
》、《西天一柱》、《大潮中的绿宝石》等宏观型报告文学。这类宏观型作品篇幅较长，一般在三、
四万字以上，长者可达二三十万言；写法上打开报告文学通常采用的闭锁式结构，并不局限于一人一
事的小格局报告，而是以“全景”、“集纳”的方式，立体地报道某一重大事件、现象，广角地表现
社会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群像，作品的信息容量较大。这一类报告文学，通常称之为“全景”式、“集
纳”式的宏观作品。　　应当说，“全景”、“集纳”式报告文学并不是新时期的特产。在现代文学
史上，就有不少记者兼作家的作者熟练地运用这种形式，写作了广有影响的长篇报告文学。邹韬
奋1936年出版的《萍踪寄语》和范长江1937年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就是运用这种形式写成的游
记体报告文学。前者博采异域的风土人情，社会万象，作者“随时就观察所及，作隽永的叙述，下正
确的评论，对于欧洲重要各国真实的社会相，写来尤为透澈精警。”《萍踪寄语》《欧洲新旧社会的
写真世界大势的锁钥》，刊于《生活时报》1936年6月8日。后者说古道今，详尽叙写大西北的历史与
现实，并且作透辟的纵横议论，既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
并且它还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壮举。但是，当时这些宏观作品还没有形成整体性的优势。　
　宏观报告文学呈现出真正的繁富之势，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最近的五六年间。这几年发表
的宏观作品数以百计，这些作品以其结构的开放、容量的博大、思想力度的见强，引起文坛和社会的
强烈反响，深刻地影响着读者的情感和思想。它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主要品种之一。从总体上考察，
新时期的宏观报告文学比之于早先的同类创作，作者观照生活更为广阔，表现生活更为厚实，作品的
结构也更为自如灵活了。　　一、广度：摄照生活的全息图景　　阅读新时期的宏观报告文学，我们
获得直观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类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宽广，作品输出的信息量大。作者的目光不再
凝视于某一具体的人事物象，而是把它投向更为广阔的生活海洋，注意全景地观照立体的社会生活，
开拓宽广的报告空间。这样，新时期的宏观报告文学，或许可以视为真实地反映新时期历史风貌的“
断代史”。　　新时期宏观报告文学观照社会生活的广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其整体而言
，这类报告文学涉及的题材几乎是面面俱到的，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凡是引人注目的各种社会
事象，几乎都有报告文学报道过。有表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改革开放重大题材的，如李延国的
《中国农民大趋势》，周嘉俊的《宝钢风云录》，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胡平的《子午线上的大
鸟——中美合作生产的麦道MD一82飞机之随想》等篇；也有以新的对象作为报告主体的，如孟晓云
的《多思的年华——中学生心理学》，张晓林、张德明的《中国大学生》，何建华的《上海：股票冲
击波》等；还有一些是当代首次以纪实形式表现的属社会学范畴的题材，如刘汉太的《中国的乞丐群
落》，庞瑞垠的《沦落女》，张嵩山的《都市流浪儿》等。这类作品的主人公是乞丐、妓女、流浪儿
等，作者通过叙说这些人物的生活，给读者展呈出了一幅杂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另外，近几年，还出
现了一些以人类生态环境为题材的宏观报告文学，如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沙青的《依稀大地
湾》，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等。宏观作品题材的这种大拓展，与我国社会生活的开放不无关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间，改革开放的劲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打开了原先封闭的国度，使世
间万象什色纷呈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同时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也拆除了“文革”中人为设置的题
材“禁区”，为作者提供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自由选材创作的便利条件，使作者有可能
在把握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总原则的前提下，广泛多样地反映生活的富色繁景，可以本着完善社会主义
制度的意愿，以正确的观点、积极的态度去透视某些社会问题。此外，还由于报告文学与现实生活关
系的直接性，它比其他文学样式更能迅捷广角地表现社会生活，尤其是它的“全景”、“集纳”的结
构形式，为作者对社会生活作整体的或类的观照，造就了更多的表现自由度。这样也就使得新时期的
宏观报告文学，在反映生活的广度方面远远超过同期其他文学样式。　　二是就具体作品来看，它所
表现的生活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宏观报告文学作品与小格局作品相比，它的篇幅长，“容积”大，
能在一篇之中容纳多人多事多种景象。这种体式便于表现重大而多面的生活事件、生活现象和人物类
的群体。这是这种体式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有条件运用这种形式去反映生活。在
这里，我们发现一方面宏观报告文学选择着合适于它的作者，另一方面作者也在选择他认为表现生活
最佳的艺术形式。这就是说从事宏观报告文学创作的作者主体素质，有着某种特殊的规定性。如果我
们浏览从事宏观作品创作的作者小传，阅读他们有关创作的“夫子自道”，或许就能找出这种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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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性。从年龄上看，这批作者大多三四十岁；从职业上看，其中半数以上的作者是新闻记者。由于
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思维活跃，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思维方式有所特异，往往由旧有的个体微
观的点思维，转至多维宏观的整合思维。同时年富力强的个体条件，使他们既有相当丰富的社会阅历
，又能保证他们能走南闯北进行浩大的采访。而记者的职业，使他们观察生活具有一定的高度，能在
一定的“制高点”上俯视生活的全景。并且，记者的职业还使得他们比常人拥有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
信息。这样，信息与思维的双重优势，使他们能得心应手地选用“全景”、“集纳”的报告方式。而
宏观报告文学也只有到了这些作者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它自身的艺术优势。　　论说新时期宏观报
告文学，不能不提到部队作家李延国。李延国的作品境界开阔，容量博大，正气磅礴，字里行间中透
出胶东人的阳刚之美。他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荣获第四届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是一篇全景地反映
农村改革状貌的力作。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农民身心发生的新变，正好是显示改革开放“魔
力”的重要标志物。李延国以其对生活特有的敏感，洞察出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但他又不从个体
微观的角度构篇，而是从“大”字落笔作文章。全篇九章，十万余字，既展示了胶东农村令人欣喜的
物质变化，更全面地报告了胶东人精神观念的种种更新和确立，这种更新和确立的观念包括商品、金
钱、知识、信息、审美乃至性。因此，一部“胶东风情录”，其实就是一幅关于胶东半岛农村改革的
特大全景，一幅动态的什色纷呈的立体图画。阅读这部作品，读者除了可以满足审美的需要外，更能
全面体察中国农民的可喜的带有历史性变化的大趋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研究八十年代的中
国农民和农村的情状，那么最好去读一读这部全景式的作品。　　如果说《中国农民大趋势》是一幅
背景辽远的关于八十年代新变的时代画卷，那么《命运》则是七十年代中叶那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重大搏斗的历史实录。人民真正掌握自己民族命运之时，正是揭开改革开放连续剧大幕之期。《
命运》这部近十万字的作品，是新时期宏观报告文学的重要发轫之作。它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价值，
真实全面地再现了1976年那个“大悲大喜”不寻常岁月的风暴雷电。《命运》既实录了“四人帮”趁
领袖人物相继辞世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又活现了“四人帮”爪牙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特别是作品
叙写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四人帮”进行殊死较量的大量实例，成为极其珍贵
的历史资料。正因为作者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了这样宏观的摄取，所以读者阅读《命运》，就能对那
个特殊年代的政治斗争的全景了然于心了。　　宏观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与题材的重大性有直接关联
，但又不完全取决于题材本身。像获得较大反响的《西天一柱》和《大王魂》等作品，题材本身不如
《中国农民大趋势》和《命运》重大，但由于作家善于采用纵横交叉的叙述方法结撰作品，所以它们
同样表现出观照生活的广阔度。《西天一柱》（周刚）以《现代作家》的整本篇幅，气势恢弘地记录
了建筑企业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奋斗历史，描绘了他们励志振雄风、扬威海内外的神采英姿。《大
王魂》（李存葆、王光明）则以“魂”聚材，串“魂”连篇。作者以史笔之法，写出了改革开放的春
风，使一个昔日的“乞丐村”通过“驱魂”、“换魂”、“正魂”、“聚魂”，变成了一个文明富庶
的村庄的历史进程。　　可以这样认为，追求报告大信息量的宏观报告文学是观照当代中国社会的广
角镜。它的这一独特功能是别种文学样式所不具备的。也正因为它具有这种独特的功能，所以它备受
读者的青睐。根据新闻学的研究，在信息时代人们最为关注的是与人生存有关的近处信息。现代人的
审美，往往更加追求近距离的审美信息，并且求取容量大的审美信息。报告文学作品正好擅长于传达
近距离的审美信息，宏观报告文学又具有信息的大容量，这样，它就能够在现代社会受到更多读者的
欢迎。这是当今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繁盛的内在动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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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重复建设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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