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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点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 

报告文学应更加关注普通人的命运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张雅文的《生命的呐

喊》、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和李洁非的《胡

风案中人与事》等5部报告文学作品最终获奖。部分此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组评委在点评时

表示，这些获奖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几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的成果和特点，从一定程度上

展示了我国报告文学的创作水平，完全符合评奖要求。同时，今后的报告文学创作除聚焦于

历史题材和宏大叙事之外，也应更加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从而实现题材的多样化。 

  范咏戈谈到，此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对得起近三年大悲大喜丰盈生活的馈

赠，也给阅读者提供了一次崭新的阅读感受。自三年前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之后，我国现

实生活中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庆祝新

中国成立60周年等重要历史事件，这些都毫无悬念地在这三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得以充分体

现。此次报送的报告文学作品，重大题材依然占了绝对比重。可以说这是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使然，但从其中更可以看到报告文学文体观念的自觉与拓展。报告文学作为从新闻脱胎而来

的一种非虚构文体，它理应与时代同步，与新闻同行。吴秉杰指出，此次获奖的报告文学作

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贴近现实，如5部作品中关于汶川大地震的作品就有2部。从作品的长

度看，既有成书的著作，又有单篇文章。冯艺也认为这几部获奖作品都承接了以往的纪实传

统，是直面现实、追寻历史的优秀之作。 

  具体谈及5部获奖作品各自的特色和优长，几位评委也是感触颇深。 

  范咏戈、冯艺认为，《震中在人心》和《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等反映“5·12”

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斗争的作品作者李鸣生和关仁山，都出色地履行了“时代书记官”的使

命。但同样是作为敏锐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样是描述汶川大地震，两部作品却以不同的角度

把国难中人的生命创痛、幸存者的情感记忆与精神影响表现得感人至深。 

  在注重历史记忆的作品中，最令冯艺感慨的是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作品中大

量可感的历史细节记录了当代历史最为创伤巨痛的冤案，一个个小人物的惨痛，牵扯出共和

国历史的伤口，直逼我们警醒与反思。它告诉我们，我们无法改变历史，而我们却不能忘记

历史。追寻历史，是为了记录历史，以史为鉴。范咏戈、吴秉杰也认为，这部作品获奖不仅

仅是体现了此次评奖对题材多样性的“兼顾”，而实在是因为那些案中人的个人命运之痛，

也是国家历史之痛。作品脱离了以往类似题材单纯的意识形态角度，而是从社会文明和民主

建设的角度对历史进行反思，十分有警示意义。此外，作品中写到的都是当时受牵连的小人

物，这就贴近了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中得出我们现在可以吸取的教训。 

  与《胡风案中人与事》同样具有历史档案性的还有军旅老作家彭荆风的《解放大西

南》。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已是八旬高龄的彭荆风通过作品描述了影响他毕生的却少为

人所知的那场艰难战争，折射出我国革命战争史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将革命史、军事史融入

个人经历与情感，使历史题材在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获得一种难能可贵的“在场感”，激情与

沉思同在。 

  报告文学的文体观念和关注对象在本届获奖作品中更是一次拓宽。这些作品题材广泛，

既有表现宏大叙事的作品，也有关注普通人命运之作，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就是这样一

部作品。作者以自传体的形式表现了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大时代中的人生轨迹和个人奋斗历

程，以女性的胸怀和感受叙述了自己生命历程中的种种遭际，情感真切，读后令人感慨。她

在这个时代中有许多机遇和矛盾，个人遭遇与奋争体现着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生命尊严，历史

潮流和时代特征都在其人生轨迹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表现。作品虽然是写普通人的，但同样

报告文学应更加关注普通人的命运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10月29日10:18   王觅

热

视频

图

新



能反映大时代。因此，作品开辟了一条“小人物”与“大时代”连接的纪实作品新路，为报

告文学关注个体生命意义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由此，令吴秉杰感触最深的是，与以往的作品相比，本届的获奖作品尤其注重了反映个

体命运。哪怕是关于汶川大地震这类重大事件的作品，其中都不乏对普通人的悲伤及其与灾

难进行斗争的书写。因此就更不用说像《生命的呐喊》这样本身就着眼于普通人在历史潮流

中的命运的作品了。过去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宏大叙事居多，现在开始逐渐关注民生、关注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是报告文学的进步。报告文学虽然也具有新闻性，也不排除与新闻有许

多交界之处，但它不能总是与新闻抢题材，而是应该和新闻相比有不同的角度。哪怕是同一

题材，角度也应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报告文学才能真正实现题材的多样化。 

  评委们一致表示，本次入围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写作形式上都有拓展，在艺术上也不乏探

索。5部获奖作品既有个性，也具有代表性。当然任何评奖都会有遗憾，不可能与每个人心目

中预期的结果相吻合。尽管任何一部备选作品都有可能获奖，但由于评奖篇目数量的限制，

还是有许多被评委看好的优秀作品未能获奖。然而不论如何，获奖作品本身具有导向性，反

映出了哪些作品更受到社会的关注，哪些作品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相信有了本届评奖的成

果，报告文学会在更新理念、创新表现方面做得更加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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