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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文学》杂志10月11日举办“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研讨会，主编李敬泽宣

布，该杂志从10月10日起启动名为“人民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向全国公开征集12个写

作项目，各提供1万元资助经费，同时，在年度人民文学奖中也将增设两个“非虚构作品”奖

项。 

  李敬泽称，《人民文学》吁请海内外作家和写作者，远离“二手生活”，走出书斋，走

向现场，以写作见证时代，以期促进文学整体品质的提升。据悉，目前已有一些著名作家主

动提出参与这项计划。 

  今年初《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专栏，如在深圳长期打工的萧相风写出的《词

典：南方工业生活》等作品，已经被认为是近年来罕见的、深入工厂和工人生活的第一手表

达。目前，国内文学界对 “非虚构”这种世界通行的、主流的写作方式的探索还局限在狭窄

的领域。 

  慕容雪村隐姓埋名在传销团伙中卧底二十三天，写出了《中国，少了一味药》，他提出

“非虚构写作”的意义在于“讲真话，讲人话”，其中所涉及的事件都是真实的，就发生在

当下、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 

  在大学任教的评论家梁鸿，回到家乡，对农村生活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写出了《梁

庄》，她在分享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历程时，动情地说：“当我们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时

候，矿山、小镇、城市、原野，每一个事件，我们都不应该只是个思考者，还应该试图用大

众的眼睛思考问题，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你不仅要感同身受，体会到他们的疼痛和黑暗，还

要对他们的疼痛、黑暗那个点位把握得非常准确，你不是在借他们之口说你自己之情，而是

要为理解世界找寻新的空间，艺术的构思、语言的推敲首先服务于作品，才能打动人的心

灵。” 

  著名作家邢军纪分析：“非虚构文学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当中获得再生，从中国悠久

的非虚构叙述文学的沃土当中吸取营养，显示出文学独特的优势，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览众

山小的盛况。”这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说“非虚构文学的兴起

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个时代虚构不过现实，没有想像能够抵达今天的现实，一切都

是在模仿现实，这是我们非虚构主义的依据。”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表示：“非虚构概念的提出和《人民文学》这次坚韧

的实践，为我们寻找新的文学方向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通过非虚构文学我们看到，文学没

有排除在当代社会生活之外，还和重大的心灵事物有关系，这是文学和读者重新建立关联的

有效途径之一。” 

  李敬泽表示，写作计划将保持充分的开放性，期待报告文学作家加入，也期待小说家、

散文家、诗人、评论家的加入，更期待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具有独特生活体验和出色写作

能力的普通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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