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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情报告·纪实文学：竭蹶的步履与坚实的收获（四）

【作者】吴双

3、一次理论研讨会 

２００６年８月，全国高校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了第四届学术年会。因

为年会的与会者大多为各高校专业理论研究的学者，所以在对报告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时，便凸显出理论建树的学术严谨，更多地表达出中肯、客观、把脉式的批评意见。这种学术氛围对

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专业化、正规化、系统化是大有裨益的。 

对报告文学创作现况的分析认定和未来走向的估测 

蔚蓝教授：在新媒体兴盛的时代，报告文学似乎有些衰微，除却社会原因外，从报刊杂志到出版

社，巨制化的报告使其与广大受众疏离，削弱了报告文学特有的社会参与性。辉煌的“８０年代”一

直被当作评价报告文学的参照系，诸如对真实性、文学性、思辨性、语言及文体等等理论问题的探讨

也绕不开８０年代。但是，随着语境的变更，“走出８０年代”、突破固有的报告文学理念、模式、

视角，进行新的建构工作似乎更有意义。新世纪的报告文学需要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需要突破单一的

纸质媒体样式。 

王晖教授：在与文学的有益性和亲和力渐行渐远的生态中，报告文学陷入危境。首先是技术思维

统摄社会主流生活，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文学传播体制、文学评价体系等无不受其钳

制；其次，社会科学分支学科日益成熟，８０年代一度充当政治、法律、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

代言人的报告文学作家以及最能显示其话语权利的“社会问题报告”变得无足轻重；第三，报告文学

在７０余年的进程中，不断受到质疑和否定，“恐龙已死”、“日薄西山”的声音不绝于耳；第四，

以网络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对报告文学的冲击愈演愈烈，其后果是报告文学通过印刷媒介进行传

播的区域日渐萎缩，而开始向视觉媒体转换，以批判反思见长的文体个性模糊，最终演变成以休闲娱

乐为主打的大众文化形式。与严峻的外在生态相比，报告文学内部生态也不容乐观，其表现是：长篇

兴隆、短篇萎靡，数量多、质量低，良莠混杂。 

康长福教授：加强报告文学理论建设是当务之急。相对于文学研究的传统格局与目前创作现状而

言，报告文学研究相对薄弱，既无悠久历史又缺乏丰厚的积淀。以报告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门类作为

研究对象，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话语体系，应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文艺学、历史

学、统计学等领域挖掘资源，进行相对自足的报告文学理论建设。 

李运抟教授：对于当下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影响真实性的原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时代忌讳

依然制约着报告文学创作。二是主体的局限，报告文学创作队伍庞杂，理性意识、学识积累与求真精

神在不少作者身上仍较缺乏，从而影响到报告文学主体对报告客体的真实性评判和客观描述。三是市

场制约，报告文学应面向大众，走民众路线，但又不能媚俗。四是文体错位，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综合

性文体，经常在文学与新闻中摇摆。但由于大众读者对“好看”的需求，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通俗化

得以强化，“故事化”明显影响了其真实性，材料在“形象化”、“情感化”中丧失了原生态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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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报告文学的地位问题 

张立国教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首先要分清“边缘化／主流化”的定义。报告文学“主流化”，

一是指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倾向，二是它所用的话语是主流话语。报告文学边缘化是说它放弃了

追求正义的本质特征，不再反映历史的趋势，走进“花边”的误区。我们斥责的边缘化是那些不再反

映历史发展的主流倾向不再反映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放弃正义性本质特征的报告文学创作倾向。主

流未必就是社会本质，也不一定是历史发展的趋向，受新闻娱乐化和文学私人化写作的影响，跨文体

的报告文学的边缘化似乎顺理成章，“隐私报告文学”、“明星报告文学”的畅销令人不得不担忧报

告文学的边缘化。因此，独立把握报告文学的灵魂—理性、良知、正义是救治“边缘化”的根本途

径。 

蔡世连教授：报告文学是否边缘化，要看“中心”是指什么。如果中心指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

生活中心，那么，文学边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中心是指呵护人类精神的中心，文学特别是报

告文学则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就呵护人类灵魂而言，报告文学有着特殊的责任担当。 

龚举善教授：我们已经走进了以利益分配的多极性、文化观念及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和媒体运作的

网络性为基本特征的趋异时代。较为客观的评判是，趋异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位移呈现出非中非边、

亦中亦边的辩证流向。而造成趋异时代报告文学文体位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转型时期经济杠杆

的强力运作，二是改革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三是趋异时代报告主体独立意识的潜在作

用，四是理论诉求对于报告文体的正面召唤与负面挤压，五是现代传媒对于文学活动主体性的消解。

报告文学文体位移的“边缘”思维，要求我们以正常的心态看待报告文学的文体方位，并以综合、创

新的观念来指导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 

【原载】 《中国文情报告（2006－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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