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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文体功能 强化艺术品性 助推文学创作 

——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综述 

  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暨2010广西报告文学作家高级研修班于11月

20—22日在广西防城港市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和广西自治区作家

协会联合主办，共青团防城港市委承办。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广西文联、广西作协、南昌大

学、湖北大学、福州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师范学院等单位和相关高校的50余名学者、作家、编辑及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盛会。 

  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李炳银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理论处李朝全研究员、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赵瑜副会长分别作了主题报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晶波女士致欢迎

词，广西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德昌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张立国教授、广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罗传洲先生先后主持开幕式和闭幕式，全国报告

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李运抟教授和龚举善教授分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近20位与会代表作

大会发言。 

  本次学术年会和高研班由主题报告、作家答问、学术交流和文化考察四部分构成，充分

体现了理论研讨与实地考察结合，文联、作协、高校、政府、媒体携手，理论家、评论家、

作家、编辑、教师联动，主题报告和作家研修互惠的“一个平台多种模式”的鲜明特色，整

个会议始终充溢着民主、紧凑、热烈、和谐的氛围，取得了殷实的研究成果，达到了预期目

的。归纳起来，此次会议探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报告文学文体功能和生成背景的重申 

  李炳银会长在主题报告中，紧紧围绕“延伸视野”、“强势文体”、“可能空间”三大

关键词，满怀激情地阐述了报告文学显著的现代文体功能，可谓纵横捭阖，博大深厚。他认

为，在这个错综复杂、挑战迭起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报告文学成为社会的必然要求。报

告文学的信息传递、价值判断和社会介入功能，使之超越新闻，异于小说，已经并将继续改

变读者大众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理解效果，客观上延伸了人的视野，使我们眼光敏锐，人生

富丽，社会进步。报告文学虽然历经坎坷，但它始终在往前走，并且创造了不可代替的文学

荣光，已经属于当下的强势文体。从不少小说家加盟报告文学创作队伍的现实状况来看，中

国报告文学具有着继续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他同时希望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为繁荣报告文学

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张升阳教授从发生学和系统论的角度阐释了报告文学与时代、社会、读者的关系，重申

报告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读者的需要。正是深厚的社会现实需

要，报告文学才成为时代的文学，人民的文学。 

  二、关于中国纪实文学传统的梳理以及对于当下报告文学作家责任伦理的强调 

  赵瑜在题为《纪实传统·艺术生命·拒绝平庸》的主题报告中认为，纪实是中国文学由

来已久的传统，《史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杜甫诗、白居易诗

等，实际上都是纪实类作品，具有突出的史志、档案、文献价值，可直接作用于社会和人们

的思想。在接受听众提问时，他强调指出，艺术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其中，结构能力、

语言运用、细节描写是关键要素。当务之急，是要与平庸作斗争，而不是简单的对于主流意

识形态的抵抗。为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广告文学、表扬文学和“三俗”趣味。 

  蔡世连教授接着赵瑜的话题引申而来。他在《杜甫诗报告的现代启示》的发言中认为，

中国文学其实有两大传统：一是史传传统，二是诗骚传统。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汲取传统文学

中的艺术精华，面对现实，接通古今，注重报告诗或诗报告的叙事技巧、语言锻造和艺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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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吴松江教授以魏钢焰的报告文学文本《红桃是怎样开的》为例，从其主要叙事技巧——

善于提炼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将人物与事件放在历史、现实、未来三维中予以叙述以及鲜

明的语言特色，分析了报告文学的时代性，印证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具有恒久的艺术魅

力。陈敢教授提出，报告文学要出精品，必须解决好三个关系：一是思想性与文学性相协调

的问题，二是公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问题，三是时效性与深刻性相对应的问题。 

  三、关于报告文学的人本意识和作家自我保护问题的思考 

  刘峰先生在题为《报告文学应关注人的尊严》的发言中，提出报告文学的人本意识问

题。他强调，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关注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弃恶扬善。在他看来，我

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社会，但千元万元，真善美才是最为重要的“三元”。他同时涉及

到“纯文学”问题，认为在生存日趋艰难的时代背景下，并不存在所谓的“纯文学”。 

  王文军教授以《法治时代报告文学作家自我保护的再思考》为题，提出了法治时代作家

自我保护的话题。她认为，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决定了该文体要揭露问题，针砭时弊，因而具

有一定的风险性。报告文学作家在面临风险时，往往处于与记者不同的处境。鉴于此，她呼

吁建立必要的抗风险机制。 

  四、关于“一座城市”与报告文学关系的审视 

  张立国教授以《鲁西流民图》、《记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改革大潮搏激

流》、《中国有座鲁西监狱》等作品为例，分析了一座城市——山东济宁与报告文学写作的

诸多关联。他进而得出三点反思：一是应该产生报告文学的地方但客观整体效果并不理想，

二是越是文化底蕴丰厚之所在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重视文化，三是应该重读报告文学亦即“回

头看”。他认为，这是需要认真面对的。 

  五、关于当下报告文学的处境及出路的辩证省思 

  石兴泽教授谈到当下报告文学的“三喜”与“三忧”。在他看来，当下的报告文学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堪称“三喜”：一是报告文学界集中了一批优秀作家，二是报告文学具有相

对广大的读者市场，三是报告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体。与此相对，当下报告文学也存

在三大隐忧：一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偏少，二是创作走向贪大求全、迷恋历史、疏离民生的

误区，三是文体意识模糊下的艺术修养不足。广西报告文学作家王布衣认同这一观点，提出

加强对年轻作家的发掘、培养力度问题。报告文学作家麦展穗针对信息时代报告文学的容量

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报告文学的篇幅与小说一样可大可

小，可长可短，不一定要有硬性的字数规定。 

  蔚蓝教授在《新媒体时代报告文学的命运》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已经进入技术化、图像

化、网络化时代，人类在文字阅读层面也可能随之进入了“最糟糕的时代”，亦即迎接挑战

的时代。对此，我们要关注改变，应对挑战。特别要注意研究队伍的年轻化问题、观念更新

问题和方法突破问题，进而找到报告文学新的平衡点和爆发点。 

  六、关于广西报告文学创作的态势分析 

  罗传洲先生代表广西作协发言。他以“一个时期”、“一群作家”、“一种精神”为切

入点，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广西报告文学的创作路径、代表性作家

作品、基本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推介了刘峰、王布衣和麦展穗这三位广西实力派报

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他认为，总体上看，广西作家贴近现实，眼睛向下，敢于担当，较好地

实现了报告文学的信息传递功能、价值判断功能和文学审美功能。通过他的推介，使全国报

告文学理论研究会首次整体性地走近了广西当下报告文学作家群。 

  在指涉广西近年报告文学的创作实绩时，张瑷提出“乡土报告文学”的概念，并以麦展

穗的《走进东巴凤》为个案，运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小中见大，辨析了农村题材与乡土题材

的区别，阐释了小说家与报告文学作家在叙写乡土方面的差异，丰富了我们对广西报告文学

创作的认识。 

  七、关于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选工作的述评 



 

  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选标准和程序是与会代表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代表关注的对象。

为此，李朝全研究员在主题报告中作了专题讲解。他从设立鲁迅文学奖的初衷说起，详细介

绍了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的评选标准和申报要求，重点讲解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

类的评奖特点和有待改进之处。他认为，鲁迅文学奖重视鲁迅文学精神的阐扬，强调具有亲

历性和现场感的作品，注重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而较少考虑作品之外的因素，如作

者身份问题。他同时指出，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的评选工作尽量避免某些缺憾，如现场感

不足、想象过度、艺术性不强、错别字过多、标点符号不准等。就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

学评选来说，已经获奖的5部作品固然很好，但还有一些落选的作品也毫不逊色，如《天堂上

的云朵》、《寻找巴金的戴莉》、《木棉花开》、《国运——南方记事》、《共和国粮食报

告》、《世纪之痛》、《大江北去》、《文妖与先知》、《解放战争》等。最后他呼应李炳

银会长的基本观点，认为报告文学总体说来丰富多彩，前景看好。 

  徐治平教授即席发言，认为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是广西作家的榜样。在感谢广西作协对

报告文学事业高度重视的同时，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抓好选题，力出精品；二是努力申报

中国作协扶持项目；三是适当开展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研讨会；四是争取入围鲁迅文学奖。他

特别期待，此次会议能够成为广西报告文学创作的助推器。 

  龚举善，郧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报告

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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