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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当下状态，如果单从各式排行榜和发行量来说，应该不在虚构文学之下，用“市场的繁

荣”来形容这种状态并不过分。但是，“市场的繁荣”背后仍然潜藏着这一族群在消费主义浸润下暴露出

的种种危机。 

一 

法国作家萨特曾对非虚构文学作过一个“不久将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的预言，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

个理想境界，因为今日的非虚构文学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个预言。尽管非虚构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和全球

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对世界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客观存在。

“就近半个世纪文学的实际情况来看，非虚构文学发展非常快，而且其影响力正在超过虚构文学，在很多

国家的书店的文学类书架上，非虚构的作品数量甚至已经超过虚构性文学作品，喜爱阅读非虚构文学作品

的读者数量也在急剧增加，或许数量更为庞大。这一文学族群之所以能够大行其市，其原因很多，主要还

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在变动不居的空前的社会变革与转型面前亟须了解世界、了解自身的心理需

求。另外，社会文化环境的多元化所带来的许多在过去看来是隐私、而在今天看来则完全可以进入公共空

间的人物和事件的自由传播，也为非虚构文学的风行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当下状态，如

果单从各式排行榜和发行量来说，应该不在虚构文学之下，用”市场的繁荣“来形容这种状态并不过分。

但是，“市场的繁荣”背后仍然潜藏着这一族群在消费主义浸润下暴露出的种种危机。在此，我想以非虚

构文学中的主流文体——报告文学的现状来说明这一问题。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进入90年代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由异峰突起的巅峰状态逐渐滑落进谷底。在每年数

百部出版或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真正堪称精品的少之又少。大量存在着的是以“报告文学”为名，行

“非报告文学”之实的文字，可谓泥沙俱下、良莠混杂。除却少数作家的坚守，相当比例的报告文学对关

乎民生和民权的现实重大问题表现出漠视与盲视，回避矛盾的准官样文章、笔墨与金钱的交易文章正逐渐

摧毁着报告文学在受众内心树立的良好形象。除却少数作家有着比较清醒的文体创造意识、不断凭借自身

风格多变的文本超越自我之外，相当比例的作者都显示出文体创新的意识缺失和能力不足，与当下小说文

体创新的力度和广度相比，差距加大。 

二 

出现上述症候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出解释。一方面，或囿于知识水平、思维视野，或囿于艺术感悟，

作家个体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和特质缺乏深刻的理解，对文体创造之于文体勃兴的意义缺乏认知，对文体

之间的差异缺乏领悟。他们所能做到或者说只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在既有轨道——即由经典报告文学作家

所创造的语言体式和叙述模式上做或高级复制或低级拼凑式的模拟运动，文体创造的惰性与惯性成为其显

在的标志。不甚明晰或混乱不堪的文体意识和创造意识，必然导致报告文学文本的种种问题。譬如，违背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文体规范，虚构与纪实混淆不清，为增加文本的所谓生动性与可读性，在文本中加入

论非虚构文学：当下状态与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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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浓厚小说式的事件过程及其场面细节的虚构性想象性描述，对已经作古的人物做实际上是戕害真实的

细致冗长且自以为是的心理和对话描写；对报告文学的跨文体规范缺乏体认，不讲究文本的叙述技巧和语

言体式，语言粗俗平淡、结构呆板、篇幅冗长、个案堆砌，以至沦为新闻通讯、报纸特写、先进事迹介

绍、甚至广告宣传文本的低劣翻版，这样一种已呈普遍性的现象在某些力举报告文学的名刊中也时有发

生。另一方面，如果说文体创造意识的缺失带给报告文学的是形式变革的停滞，那么，批判与反省意识的

钝化则日渐成为报告文学严重的“内伤”。通常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写作，与虚构文学的写作在目标上存在

着比较大的差异，通过写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叙事，表达作家对现实社会文明进程与状态的观察、反思甚

至批判，这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目标，也即茅盾所言:“‘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

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关于“报告文学”》，1937年2月20日

《中流》第11期)它不同于为自我、为市场、为艺术的某些虚构性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报告文学作

家往往首先被视为思想者，然后才是文学家。报告文学文体也正是因为这个特质才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与

价值。而当下一些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作家在他们的写作中，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反

思和引领之嗅觉、触角及功能，也即放弃了古尔德纳所谓的“批判性话语文化”。他们在市场、最本质上

讲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利用报告文学直击现实的美誉哗众取宠，以报告文学最为看重的“非虚构”或

曰“真实”作为文本参与时尚娱乐的最大卖点，以对某些企业或个人歌功颂德的粉饰性文字大作廉价广

告，以对名人明星轶事绯闻的肆意渲染取代对弱势底层民权民生的深刻关注，浓墨重彩日常生活中的奇闻

逸事而对社会人生的重大问题避重就轻，甚至视而不见。这种显然有悖于传统报告文学精神的症候，其导

致的直接后果即是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写作复杂性的萌生，及其作为“批判性话语文化”的内质将在某

种程度上获得改写，而改写的结果将危及其文体的独特性存在。 

第三，作家的质数不如人意，远未达到理想境界。从数量上讲，当下真正专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寥寥无

几，大量存在的是复合身份的作者，此种状况不仅与当下小说作家的专职程度不可比拟，与上世纪80年代

报告文学鼎盛时期的情状也相距较远，这大抵可以标示出报告文学文体在当下文坛受作家倾注的程度；而

相对于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比小说更需社会关怀、文化批评、人道关注的具有强烈思想性与现实性的文体，

作家思想自由的高度与深度、作家艺术华彩的表现力和独特性、作家现实锲入的风险承受和坚韧精神等都

是一个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必备的“质量”。而目前具备或基本具备这种“质量”的作家屈指可数，较

少具备或根本不具备这种“质量”的作家(如果还能称其为作家的话)比比皆是。一种反差就这样形成了—

—一边是高要求的文体，一边是低素质的作家，这在相当程度上必然要对报告文学的生长产生负面影响。 

三 

非虚构文学族群的其他文体，诸如传记、口述实录体、纪实小说、纪实性散文等，其当下状态与报告文学

类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要实现萨特所言“成为文学最重要形式”的理想境界，非虚构文学确是

任重而道远。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提升非虚构文学作家的内在素质，使他们在“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

的年代仍然立于当代思想的潮头，在思想和学术多元发展的今天，保持独立思考与批判的基本立场，敏锐

把握市场化时代的精神流脉，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观察社会与人生，承继启蒙传统，致力价值重建，将

“知识分子写作”之根本精神进一步提升并熔铸成当代非虚构文学的基本思想导向。非虚构文学作家内在

素质的提升还在于使之与全球范围内非虚构文学作家在反思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持的精神立场相呼

应，在具备中国视野的同时，具备世界眼光。某种意义上说，非虚构文学作家素质的高度决定其思想的高

度，而思想的高度又决定着文本内涵的高度。与此同时，对非虚构文学艺术性的追求也应成为作家的文体

自觉。面对社会科学的成熟、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的渗透以及网络资讯的快捷，非虚构文学作家应像当代小

说那样致力于文体新品格的锻造，这包括由视角结构到语言修辞等全方位的文体探索、对具有自身特色的

非叙事性话语的建构以及对非虚构艺术表现局限的超越等内涵。用创造精品的理念凸显文体个性，拒绝粗

制滥造，避免同化、异化甚至消亡的危险。也许经过这样的锻造与锤炼，非虚构文学成为最重要的文学形

式的理想才能转化为活的现实。 

原载：《文学报》2008-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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