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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学评论家在南方某报刊文,认为报告文学因“叙事伦理”的不成立,故“恐龙已死”。这一关于报

告文学正面临死亡的判断,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曾有很多报告文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参与讨论。这一判断

虽有点危言耸听,但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有过无限风光、产生过巨大轰动效应的报告文学,自新世纪以来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几乎在全国各大报刊难觅踪

影。在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也很少见到为读者所普遍关注的报告文学。 

    挑战来自何方?问题出在哪儿呢?或许有多个原因,但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当下报告文学的写作者所面对

的媒体环境,与报告文学初生时,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事报告文学理论

研究的人大多都熟悉茅盾先生对报告文学诞生原因的一段论述:“每一时代产生了他的特性的文学。‘报

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产生的特殊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

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

时代感,——这就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原因。”而当下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多媒

体的并存并高度繁荣发展,使得人们每天都在海量的信息裹挟之中。现代人不是缺少信息,而是要学会如何

选择信息。所谓挑战,也就是报告文学与生具有的三个特性: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中的“新闻性”,已

经被多种传播渠道和方式所取代。今天,有几个人是为了了解昨天生活的“变化”或“现象”而来读报告

文学呢?报告文学作为“轻骑兵”的快捷,怎么能跟鼠标的点击和手机瞬息即至的发送速度相抗衡? 

    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的写作。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的是记者,不是报告文

学作家;等到报告文学作家进入灾区采访时,地震已经发生十多天了。在第一时间让人们获得灾情的是各种

媒体,而不是报告文学。那些篇幅短小的报告文学,与记者的报道比,明显是炒冷饭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

沉淀后,涌现了不少更为厚重的报告文学,其中当然不乏好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汶川地震的报告文

学出版了不下上百部,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报告文学基本上还是在小圈子里传播,影响力微乎其微。原因

究竟在哪里呢?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们已经被各种媒体报道的关于大地震的信息轰炸够了,普遍对地

震的信息已经产生了阅读疲劳。生活一旦恢复常态,没有人还会通过报告文学再去了解地震信息了。 

    因此,如果拘泥于报告文学诞生之初对“新闻性”的理解,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走进死胡同是必然的。 

    报告文学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报告文学的批评性、战斗性功能当下被大大削弱了。作家们所写

的题材,很多为历史旧闻。严格来说,这是史传文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还有就是大量的报告文

学都是歌颂型的。歌颂型的报告文学不是不可以写,如果“歌颂”没有潜在的“靶标”,不是颂扬真正发生

在生活的中的真善美,而是为了展示包装一个地方的形象,成了某些部门和企业的“广告文学”,那么报告

文学这种文体距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我想这里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作家个体自身的原因。如果一触

及现实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某些问题,作家很可能就会面临来自各种途径的生存“威胁”,这方面已经有

不少例子。在这一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采取趋利避害的态度。要不去“歌颂”,要不就放弃这一文体的写

作。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报告文学作家队伍也几乎面临断代的问题。目前,还在写作的报告文学作家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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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大概也不小于40岁了,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家已是年过半百之人。而80后的写作者中几乎找不到有志于

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这一现象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需要另文作专题分析。报告文学写作最吃力

的阶段是采访获取素材,有人说写报告文学是个“体力活儿”,不是没有道理。年老体衰了,再去四处奔波

挖掘素材,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也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文体。没有年轻人的参与,

报告文学还能保持它的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吗? 

    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振兴报告文学文体,既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努力,改善报告文学作家写作和生存的

环境,也需要报告文学作家转变观念,适应新环境,探索新的写作路径。我想到的应对方式有这样几个: 

    一是我们对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要有新的体认。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应该有别于新闻教科书上对新闻的定

义。我觉得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应该是一种广义的新闻性。是否可以说,只要反映的是当下的时代生活、提

供的是鲜为人知的材料,也就具有了新闻性; 

    其二，“错位”应对新媒体的竞争。凡是记者一窝蜂去写的题材,如果报告文学作家又不能提供更有

深度的内容或更新的视角,还不如放弃,另辟蹊径去挖掘被媒体所忽略的“死角”。当然,有时候作家是奉

命作文,但这样的写作决不能成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写作的常态。“错位竞争”的又一手段是加大报告文

学的思想力和人文内涵,在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上下工夫。报告文学只有超越资讯的层面,在文本的创

造、语言的雕琢上超越新闻报道,才具有它的独特价值; 

    其三，我希望民间社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报告文学的写作,其中包括通过设立文化基金等方式,扶

持和催生具有独立品格、充满社会正义感和良知、激情的报告文学写作的新生力量,这样才能使报告文学

这一“香火”不断地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