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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记忆——张文欣报告文学印象

【作者】李少咏

  1 人的本质是什么？历史的本质是什么？人类为什么会组成共同的生活？  

  无论国家、政权、婚姻、家庭、协会，其组合在一起的真正的内在精神基础都是某种统一的信

仰，是一种构成社会存在最根本的基础的绝对精神。这种信仰或者说绝对精神将人们连在一起结成一

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整体，这种信仰的最终指归是永恒的真理，也就是实现人们对于真善美的永恒的或

者说终极的追求。  

  在哲学或者说人类终极命运的意义上，这种理想和欲望的永恒目标总是由历史、现实、未来这三

个维度共同构成的。历史已成为过去，现在正成为历史，而未来也正成为现实。我们回顾历史并非为

了历史本身，因为今人不必也没有能力为历史负责，但今天的某些事情都是古人埋下的伏笔，这一点

谁也无法否认。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活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即精神存在。这种存在没有具体的客

观形式，它是无形的，存在于我的内心，在我们心中与我们融为一体并为我们所感知，是一种共同存

在。因此，当我们进入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之时 ，历史与未来，就成为我们观照与审视“现代”

的两个基本参数，它使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所处的尴尬境地更加明了，同时也构成了我们考量历史与猜

测未来的全部依据。  

  因而，无论在任何情形下，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当我们开始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梳理一

种面向未来的记忆。这种梳理的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有一个更加合理化，更加美好的未来。  

  读张文欣新近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集《时代记忆》和《大路歌》(作家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我脑海中首先闪现出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或者说精神的碎片也许可以说是火花。  

  从这两本凝聚着作者心血、汗水当然还有智慧的书中，我读出了一份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

下一个致力于以文学的形式介入现实的作家的理想与渴望，艰辛与执著以及最后得到的工作与创造的

欣喜和快乐。  

  2 这两本书篇幅不算很大，却大体上囊括了张文欣20多年间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作品。《时代记

忆》收录了17个短篇作品，而《大路歌》则收录了四个重要的中篇。从内容上来看，这些作品以写人

物为主，据文学前辈南丁所说，这些被张文欣摄入自己生活广角镜头中加以表现和描绘的人物，“身

份不同，地位不同，专业不同，文化不同，他们有各自的苦恼和欢乐。但他们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

都是在各自的生活领域里的创造者、奉献者。”而作者用力最勤的地方，则在于对笔下人物内心世界

或者说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这种探索与挖掘以追踪人物生活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探讨它们未来走

向的可能性为重点，具有很强的主体参与性和现实针对性。在报告文学由于时代、社会环境等诸多因

素的制约已经失去20多年前的巨大影响力甚至被一些人认为已经严重边缘化了的今天，张文欣作为一

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广大读者和报告文学界的影响及地位，某种意义上也主要是通过这种主体参

与性和现实针对性很强的作品而逐步得到承认的。  

  从创作伊始，张文欣的报告文学作品就表现出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他始终怀有一份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二是他对报告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对象的主体人格十分关注与热爱；三是他特别注重对于

文学的内在精神的张扬。  

  张文欣的报告文学创作起步于我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阶段的80年代，那时候人们对改革的认识还

没有达到统一，社会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有着强烈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的要求，因而作家在创作中总

是十分注意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充满理想主义激情，自然也很容易产生一些轰动效应。与其他报告文

学作家一样，张文欣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激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进入报告文学创作者行列的。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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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经历和个性特点的不同，他还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把自己与其他报告文学作家区别了开来，在他

的作品中，一直有着某种更加理性化，更加冷静、客观的特征。比如他写中科院院士陈俊武的中篇报

告文学《灿烂人生》，就充分调动了历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多种素材，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切入陈

俊武学习、工作、生活的不同层面，做到了理性与激情、纪实与思辨的有机统一。再比如，世纪之交

的希望工程和扶贫工程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涵盖面甚广、影响力极大的重大事件，它对于每一个作家来

说，都具有均等的描述和表现的机会。张文欣紧紧抓住了其中的一个契机，把心血和汗水挥洒在了对

于交通部洛阳扶贫工程的倾心描绘上。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风尘仆仆，奔走在穷山僻壤，亲身

体验着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们生存的艰辛、渴望的执著和交通部扶贫工程给山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而写出了坚实厚重的《大路歌——交通部洛阳扶贫纪实》。这种以文学的形式对扶贫工程的切

近的描写，感染了众多读者，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投身于扶贫工程的善举中来，从而为国家扶贫工程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而对于作品中所描绘的对象的主体人格的倾心关注与热爱，是张文欣报告文学作品一个吸引读者

喜爱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读他的《河洛一叶》，我们不仅随着他那富于诗意的描述看到一个雕塑般矗

立在我们面前的学者、教育家叶鹏，还能够如亲人或者朋友一样极其切近地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生活

中的人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包括那些轻易不为人所知的隐秘的内在心理活动。所有这些，都从某一个

侧面反映出了作家的个性特征。    

  3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对于包括人的主体情思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这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我以为是作家对于人文理想的长期的执著与持守。报告文学这一年轻的文体在改

革开放时代的强劲生长，再一次有力地验证了这一点。  

  在这个经济节奏成为主旋律、意识形态符号依然强劲的时代里，也许我们大多数人过得并不轻

松，像海德格尔所倡导的那种“诗意的栖居”，在今天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还显得太过浪漫了

一点，但对于心灵相对安宁的人文追求应该不为过分。所以高尔基说，当大自然剥夺了人类用四肢爬

行的能力时，又给了他一根拐杖，这就是理想。张文欣的中篇报告文学《灿烂人生》《河洛一叶》

《守望乡土》《大路歌》等，就理直气壮地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个关于人与自己的可能性限度进行挑

战，在挑战中实现对于人文精神的可贵坚守的故事。它们再一次告诉我们：文学创作的使命不仅在于

使人们认识世界、体验生活，更应使人们通晓人生哲理、追求崇高理想。  

  报告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文体，其价值和作用是多向的，它既要承担社会报告的任务，也

要承担艺术创造的任务，因而必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是文字的力

量，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内涵的支撑。在这一点上，张文欣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他不仅以一个

作家的善于观察与表现，而且以一个思想者的缜密与深刻的思考，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份时代记忆档案

式的文献。 

【原载】 《文艺报》20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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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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