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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刚性品格的消退或遗失，是一种内在社会人文精神的贫瘠造成的。 

报告文学写作是成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发现、社会感知与理解的文学表现。 

报告文学以激情接近现实，以理性书写历史。 

   

    

现实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不很令人满意的。有人认为，报告文学的世俗化色彩太浓；有人认为，文学性不

强；有人认为，短篇太少长篇太多，等等。这些看法和意见自然都有道理，但报告文学创作乏力，社会影

响力绵弱，读者热情减退的内在原因，我认为在于报告文学刚性品格的消退或遗失，是一种内在社会人文

精神的贫瘠造成的。因此，要唤醒报告文学新的生机，单从直观表面形式方面要求是很不够的，需要明确

地提出关于刚性品格展现和内在社会人文精神的张扬的呼吁。 

１所谓的刚性品格和精神，首先是指报告文学必须有新闻一般的社会客观性和现实性。将真实的社会状况

和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以及发展的趋势报告给人们，使人们生活劳动得明白、有志向，这是报

告文学在现实生活中最为要紧和关键的地方；也是在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之外人们需要、欢迎报告文学

的原因。能不能直达现实社会生活真实的现场，能不能敏锐、纵深地参与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变革，也是报

告文学是否能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场地建立自己的营盘，挥动自己旗帜号召和影响读者的重要方面。对事实

呈现的真实和对社会生活的纵深参与，是报告文学刚性品格和精神的组成部分，是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生

活的报告文学与隐蔽影响社会人生的小说、诗歌所不同的地方。离开了真实事实的基础，离开了对社会现

实生活矛盾的关注和介入，报告文学就等于失去了根基和土壤，自然就会消失甚至死亡。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在这些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像根基和生长土壤一样重要的方面却问题严重，明

显削弱着报告文学的刚性品格和人文精神的张扬。现实创作中大量标名为报告文学的作品，有不少是客观

性缺乏、社会把握性很差的文字。不少作者和作品，为了逃避承担真实客观的责任，就采用虚化人物地点

的手段，在一些看似真实的事实中添油加醋，将故事弄得曲折离奇，热热闹闹，让读者无法验证这些故事

和人物的客观真实性。还有很多人，以逃避“报告文学”的名义躲避对真实性要求的承担，以为将作品称

为“纪实文学”了，就可以对事实有所添加和改变，还有所谓“纪实文学”理论就主张和赞成“纪实文

学”作家可以在基本事实真实的基础上对其有所文学加工与修正。这样一来，有的报告文学，就成了未经

采访的写作，有的就成了各种资料信息汇编整理的记录等等。这些有违报告文学需要实际采访、需要客观

真实性的原则的现象，让读者在本应是真实的对象中产生了疑惑，发现了虚假，严重地损害了报告文学报

告的社会声誉。用真实的事实说话，用对真实事实的接近产生力量和作用是报告文学通达读者的主要渠

道，若是这样的渠道堵塞了，报告文学还用什么赢得读者的青睐！ 

报告文学之所以会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活动，在其根本性上，是因为它是作家借用对社会客观事实的表达

而表现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认识与理解的。所以，报告文学的创作，非有对现实社会生活积极的介入

和选择姿态不可。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因为及时介入了当时的社会尖锐矛盾而彰显了作者的性格

和立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因为在严峻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中选择了延安、选择了红色中国

而表现了作者的敏锐和卓识，从而书写了历史。优秀的报告文学，应当是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的风向标，

是人们行军途中的指示牌，提示和引导人们回避灾难，步入正路。所以，报告文学作家只有不断地拨动人

们关注社会的感觉和神经，随时在社会矛盾的焦点上展示自己的身手，表现自己独立而正确的存在，才会

呼唤报告文学的刚性品格 
李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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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读者，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近年来，报告文学在选择报告对象上显得不够精确，泛化和流俗化的问题比较明显。有关国计民生的大

事，诸如中央已经认可的有关教育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不成功等问题，报告文学就缺少关注。而有很多的

作家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到了世俗生活的平面记述，不敢或无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潜流去观察与发现，去感

受和表现时代与民生的潮汐，缺乏震撼人心的激情和力量。也有不少报告文学作品，简单地成了主旋律的

民间伴唱，甚至有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成了企业、官员、老板的功利宣传阵地，成了作者、报刊谋钱

的工具。像这样假借报告文学所进行的营私、营利活动，岂不严重地毁坏报告文学的声誉？在这些作品

中，报告文学的刚性品格和内在人文精神几乎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有可笑的谦恭和媚权、媚钱的嘴脸。 

２当然，时下的报告文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具备认识现实和历史的价值。现在有相当多的行业和

地方历史现实风云报告的作品，也不少报告各种重大工程事件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在历史的追溯回顾

中鉴定现实的变化与发展，在对本行业和地区的线性事实描述方面，给人以激发和启示意义的。但是，报

告文学不光是一种历史眼光，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是在对动态现实的观察、理解和判断的过程中，对现实的

发现进行鉴定和报告，所以，单是历史和现实的原始记录，对于优秀的报告文学来说，是不够的。 

报告文学离不开对真实事实的追踪和记录。但报告文学作家在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的大量新闻事实面前，不

需要像新闻记者那样不停地随着对象的脚步走。报告文学作家在纷纭的社会生活面前，应有自主选择、判

断和表达的权利，这正是报告文学和新闻的区别。所以，不要用要求新闻的态度来要求报告文学，也不要

将报告文学简单地看成新闻。前面提到的不少书写行业和地方历史与现实变迁的作品、描绘重大事件工程

的作品，之所以缺乏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缺乏典型意义上的升华和多方面的影响力，刚性品格和

社会人文精神欠缺，与只是机械记录而少有作家独立自主的认识判断有很大关系。 

具备刚性品格和内在社会人文精神的报告文学，往往是作家在纷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中，具有奇特的

发现和敏锐深刻的判断的作品，是那些最早接触到美好、丑陋、困惑或无奈的对象的作品。最近，《北京

文学》发表了朱晓军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在读者中反响强烈。这篇作品，可以说具备了报告文学

的刚性品格和内在社会人文精神。作品富有激情地、真实地报告了上海某家医院的女医生陈晓兰不顾个人

私利和安危、痛苦而悲壮地与医疗腐败作斗争的无畏精神和行为。像这样敢于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潜流中，

给英雄以很大的支持，给腐败以无情的揭露的作品，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冲击力量。 

可惜，这样的作品如今太少，而大量的作品都是一些作者没有经过精心考察和鉴定的题材对象，孤立的事

件人物、平庸的内容表现，既缺少社会普遍意义，也不能吸引读者接近和参与。像这样平庸、平淡的创

作，作品再多，又能对报告文学的建设与发展产生多少作用呢！更别说，还有不少作品以猎取恶俗和怪异

为兴趣。诸如“我的娼妓生活”之类作品，就更是在打着真实报告的幌子，实际上在消解和败坏着报告文

学庄重犀利的品格。 

３报告文学的刚性品格和内在社会人文精神，既表现在题材对象和作家参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力度方面，更

表现在对现实生活事件、人物认识、理解的深刻和理性方面。 

真实的事实，是报告文学的基础，这是关系到作品生命和是否能够立足的地方。但是，报告文学立世的基

点，其实并不完全在事实本身，而在于事实背后作家对事实的描述、解剖和理性的、准确的评判。陈景润

在数学科学研究方面所经历的坎坷固然重要，但如果是在正常的环境中，也许就是科学研究道路上的一种

必然的现象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功，正在于通过陈景润的科研经历，形象尖锐地批判了陈景

润所处的那个恶劣的社会环境，用正确的事实人物判断纠正了许多人在政治上、技术上、情感上对陈景润

的非议和误解。离开了陈景润这个事实对象，作家就无从伸展；而离开了作家的批判和纠正，陈景润的事

实也会失去警世的力量。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在事实基础上放射的理性豪光激动了人们的情感，照

亮了人们的心。 

如今，也不乏题材对象、事件人物选择不错的作品，可是，遗憾的是很多的作家在报告的时候，大多就事

论事，单一地处理题材对象，以致使自己的作品成了“私家菜”，缺少应有的社会张力，发挥不了典型的

作用。报告文学作家不是为了写事、写人才来报告的。报告文学是作家为了社会的文明发展，为了人们的

平安和幸福才来写作的。所以，他应当是站在社会航船上的瞭望者，是观察整个社会躯体的医生。报告文

学要肩负的不光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命运和发展结局，而是比一个人、一件事更加广阔和丰富的社会

人生内容与任务。事实证明，只有关系全局的问题，只有具有社会人生普遍性的对象，才会引起普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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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注。徐刚持续关注中国生态环境，他急切呼吁人们重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不少作品能够得到广泛的

关注，原因正在于作家思考的深入和内容关涉的全局性。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报告了一股具备

全新思维和实践行为的强劲教育风暴对中国传统的、凝固的、死板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的冲击，在所有

关注教育和与教育有关的人们中间，都构成了冲击与影响，得到广泛的关注。愈是全局的问题，愈是焦点

的地方，就越容易引起更多人的关心。但是，这并不是说，某些单个的事件、人物和对象，就不涉及全局

和社会的普遍性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于作家是否有对全局和社会普遍性的感受和了解，是否能够选择那

些具有全局和社会普遍性的题材对象，并且有能力将这样的全局和社会普遍性表达出来。何建明的《根本

利益》，动情地赞美一个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的纪检干部梁雨润的同时，尖锐而充分地报告了社会底层百

姓的现实冤屈和痛苦经历。作家报告的是真实具体的事，真实具体的人，但作品在其底色上显示着社会良

知和公正的埋没与觉醒，显示着下层弱势人们的不幸和无奈。所以，作品一旦出现，全国上下共鸣，轰动

一时。报告文学是大于文学表现艺术本身的特殊文学，所以，作品题材的社会现实性，作家的社会姿态，

作品的内涵张力有多大，等等，都会直接关系作家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４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总是写身边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写个人私秘感受，写男女情感领域的风波等，而没

有关系社会进程和转变的成分，对社会和他人没有更多的忧患、承当与促进的精神行为，报告文学就会在

质性上失去自己的特殊优势，就会因为抹煞和忽略了自己的性格而变得萎靡和轻微了。 

出色的报告文学，是在社会的急风暴雨中挺立的大树，是在人们迷惑时引领人们前进的灯火，是推进社会

文明进步和持续发展的加油机，是因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而将成为历史篇章的作品。黄宗英的

《大雁情》、柯岩的《奇异的书简》、理由的《元旦的震荡》、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徐刚的《守望家

园》、赵瑜的《强国梦》、胡平的《中国的眸子》、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邓贤的《中国知青

梦》、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董汉河的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黄传会的《中

国“希望工程”纪实》、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徐剑的《大国长剑》、杨守松的《昆山之路》、杨黎

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刘元举的《爸爸的心，就这么高》、李春雷的《宝山》、丰收的《镇边将军张

仲翰》、黄济人的《命运的迁徙》、杨匡满和郭宝臣的《命运》等作品，就是这样具有现实和历史品格的

作品。这些作品题材本身所包含的社会人生内容和作家对这些内容的开发报告与理性的解析，在对现实的

影响中，具备和增强历史的价值。更多更大的社会现实性，是报告文学表现自己厚重和生命活力的基本成

分。 

陆游在提醒儿子如何作诗的时候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样的提示，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

说，也很贴切。报告文学作家，光会记事是不行的。报告文学写作其实是对一个人综合社会文化素质的检

验。没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知识积累，是很不容易写出优秀的报告文学来的。报

告文学要有对社会的洞察，要有对人和人的性格命运的深层理解。报告文学作家多出于新闻界，就是因为

从事新闻的经历很大地丰富了作者多方面的社会见闻、经历和体验的结果。因此，报告文学写作不是文学

习作的途径，而是成熟的知识分子社会发现、社会感知与理解的文学表现。报告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刚性品

格和内在社会人文精神，和作家本身的素质关系很大。 

报告文学只有给现实的美以激情赞美张扬、给现实的丑恶以无情揭露鞭笞才会有力，才会以刚性的品格激

动读者的思想情感，使人感受到人文关怀与呵护。平常、平淡的事实罗列和堆砌，并不是报告文学的目

的。报告文学以激情接近现实，以理性书写历史。  

原载：《文艺报》2006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