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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的优长在于其能快捷、
有力、主动地介入现实。我们国家正
在发生历史巨变，作为时代书记员和
人民良心的纪实文学作家，是最可以
大有作为的。

报告中国新变

“2016：中国报告”中短篇报告
文学专项创作工程是中国作协自今年
3月开始实施的一项现实题材创作扶
持工程。《人民日报》《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 等报刊先后刊发“中国
报告”超过 40篇。“中国报告”重点
聚焦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记录时代变
迁和重大现实变革，书写中国梦新篇
章。马娜的 《小布的风声》，记述宁
都县小布村在党中央扶持赣南苏区发
展决策东风吹拂下发生的惊人变化。
哲夫的 《水土中国》，从习近平总书
记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长期以来
注重水土保持养护的生动事例出发，
全面反映我国在水土保持、营造良好
生态方面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取得
的显著进展。有些中国报告从小处入
手，表现在时代变革大潮激荡之下个
人生活和命运的变迁。丁燕的《男工
来到电子厂》《工厂男孩》，关注在东
莞樟木头电子厂里工作的男工群体，
反映他们艰辛的生存状况以及被改写
了的青春。黄传会的 《再访皮村》，
采写新一代农民工富于朝气与活力的
生存状态。丁一鹤的《东方白帽子军
团》，则将笔触集中于网络黑客中的
道德黑客“白帽子”，揭示网络安全
事关信息安全及国家安全主题。李青
松的《鸟道》描述云南巍山一条每年候
鸟迁徙必经的道路上所发生的判若天
壤的变化，反映人们生态安全意识的
不断提高。他的《首草有约》以石斛为
作品主角，表现人们对这种具有极高
药用价值的草从采集到种植，从破坏
生态自然到建设性开发利用的过程。

报告文学号称文学轻骑兵，尤其
是短篇报告文学，在迅速反映现实新
变面前拥有“短平快”的优势。“中
国报告”关注现实，报告中国，这批
篇幅简短 （其中近半数篇幅仅有万字
左右） 的报告文学必将对中短篇报告
文学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与梦想和时代同行

中国梦是时代主题。纪实文学关
注现实中国，首要的便是对中国梦的
倾情书写。蒋巍的长篇纪实《这里没
有地平线》以对亿万老乡牵肠挂肚的

关爱，记述和描绘了海雀村这个“苦
甲天下”的村庄与贫困决战，脱贫致
富的艰辛历程，刻画在这个伟大进程
中的领头人、原支部书记文朝荣的动
人形象。蒋巍通过解剖海雀这只小

“麻雀”，力图描绘出中国梦伟大征程
的崎岖坎坷与壮丽多彩。

创新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途
径。杨黎光的《商人与国运——粤商
发展史辨》从粤商群体入手，继续探
究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一重大主题。
许晨的 《第四极——中国“蛟龙号”
挑战深海》记述载人深潜事业的风雨
传奇，及时反映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取
得的重大进展。唐明华的《耕海——
一个农耕民族的沧浪之歌》抒写山东
沿海人民从事海洋开发利用过程的历
史篇章，刻画了一代代闯海筑梦者群
像。王雄的《中国速度——中国高铁
发展纪实》记录高铁发展历程和取得
的辉煌成就。

中国梦具体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
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习近平总书
记的文学情缘》真实记述了总书记所
受到过的文学和作家的精神滋养，这
些滋养奠定了他的精神底色和高远的
抱负追求。陈廷一的《中国之蒿——
屠呦呦获诺奖之谜》力图还原医药学
家屠呦呦的人生及科研历程。王少
勇、陈国栋、马亮的《地平线上的身
影》描绘了地质测绘队员群像，在各
种艰险的环境中凸显他们的家国情
怀。阎宇的《阎肃人生》从儿子的独
特视角，塑造了阎肃这位可亲可敬又
可爱的艺术家形象。邢小利的《陈忠
实的“枕头工程”》和张艳茜的《近

看陈忠实》、周明的 《难忘忠实》 等
一批怀念文章，还原了一代文学大师
陈忠实的本色人生。李燕燕的《天使
PK 魔鬼——一个癌症女孩的生命绝
唱》以见证者身份，记述了一名身患
绝症女孩在生命最后时光里微笑面对
艰难的生活，故事感人肺腑，带给人
对于生命与存在的意义、终极关怀的
价值等的深刻追问。

揭示世道人心

纪实文学作家坚持目光向下，脚
踏实地行走，从生活中开掘感人故
事。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爆炸现
场》 深入 8·12 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
现场采访调查，深刻反思事件原因，
生动表现消防、警察官兵群体在极度
危险中绽放出炫目的人性之花，感人
至深，催人泪下，既写出了悲剧的惨
烈，也写出了悲剧中英雄们生命的壮
美与伟大。彭晓玲的长篇纪实《空巢
——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
走进全国 8个省 13个县（市），探访 70
余个“空巢”，依据采集得来的第一手
资料创作。在《空巢》中，我们看到
了乡村正在破败、凋敝，自然生态环境
遭到毁坏。与此同时，乡村的生存环
境、人文环境亦在日渐凋零。作者痛
切地去寻访那一颗颗或闭塞或自我封
锁、自我放逐的苍老而孤独的心灵，去
抚摸他们身上的重负、创伤与疼痛。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纪实文学
创作长期关注的焦点。陈启文的《大
河上下——黄河的命运》，依托自己
锲而不舍的行走，探勘万里黄河水

利、生态等方面的现状，试图在历史
与现实的交织之间捕捉与破解中华民
族和人类生存的密码，对黄河的命运
进行了冷峻的观察与深切的省思。

教育、就业、医疗、住房、进城务工
群体生存状况等始终都是社会热点，
纪实文学对这些题材的反映一向不遗
余力。李琭璐的《如果青春可以重来
——中国超常教育三十五年反思录》
寻访那些曾经扬名天下的少年天才及
神童，追踪其人生走向，对至今仍为
社会所热捧的超常教育进行反思。高
艳国、赵方新的 《中国老兵安魂曲》
选取大陆和台湾三位老兵，讲述他们
执著于送抗战烈士英魂还乡的感人故
事，重光伟大的抗战精神，弘扬人间
大义。艾平的 《一个记者的九年长
征》生动讲述新华社记者汤计九年来
为被蒙冤错杀的呼格吉勒图奔走呼号
纠正错案的故事，在表现我国司法进
步的同时，揭示了法治建设依旧任重
道远的主题。韩生学的《中国人口安
全调查——“全面二孩”周年回眸》
通过考察全面二孩政策给中国人口再
生产带来的实际影响，思考可持续发
展所必需的人口保障、人口安全问
题。王海霞的《疼痛的乡村——“越
南媳妇”出逃背后调查》通过调查那
些疑似被拐卖或骗婚的越南媳妇不断
出逃的真相，对农村婚姻状况进行了
峻切思考。

回望 2016 年的纪实文学创作，不
少作家作品给人留下了难忘印象，表
现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瞻望未
来，一贯与时代同行的纪实文学作家，
一定会奉献出更多新的精品佳作。

“文学架起友谊桥，通过微小说这个文化‘媒人’，我们与美国、加
拿大、韩国、捷克、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深厚友谊，不仅
扩大了武陵微小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让异国同胞品得到一份家乡文化
的乡愁，还让国外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文。”12月 16日，送走一批批前
来参加第四届武陵微小说节的国际文友，湖南常德武陵区文联主席戴希
还沉浸在喜悦中。

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告诉笔者：“武陵微小说走向世界，让
海内外的读者通过阅读，来认识常德和武陵，感受所在地的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和发展成就，这显然比任何一种广告形式更来得有效和经济。
现在汉语成为世界第二大语言，学习汉语和中文的热情也越来越高。”他
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华人》杂志上发表长篇通讯 《武陵小小说是常德文
化火山的一个喷发口》，大力宣传报道武陵微小说和微小说作家。武陵区
编辑出版的《武陵小小说精选 （汉英对照）》《武陵小小说经典 （汉英对
照）》等地方微小说集，戴希的《想听听你的声音》、白旭初的《我为你
作证》 等武陵作家个人微小说集，在冰凌的引荐和推介之下，都被美国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并成为美国名牌大学学生学习中国文学
特别是微小说的读本。

加拿大网络电视台台长、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孙博也积极用网络电视
宣传推介武陵微小说。今年以来，他在加拿大网络电视台每周一次推介
武陵微小说，扩大了中文在加拿大的影响力。12月 7日便播放了戴希的
微小说 《死亡之约》，加拿大学者积极点评：《死亡之约》 就是一篇借古
喻今，把“人性化执法”的理念发挥到极致的出色作品。

“武陵区不仅仅是全国微小说创作基地，还是全国微电影创作基地，
如今，不少国家都在研究我们的武陵微小说文化现象。微小说特色文
化，让常德这座城市越来越有文化的自信。”戴希自豪地说。

从洛杉矶飞到夏威夷，正是 7 月的傍
晚。太平洋上湿润、和煦的晚风，送我们
去住地；真使人心旷神怡。

在酒店稍事休息后，一人去岛上闲
逛，看见沿街亮起的火盆，感受到野性的
浪漫。早期岛上的土著，在篝火、火把的

“噼啪”燃烧中，听涨潮时的浪拍海岸线，
头顶满天繁星，在这里过着世外桃源的岁
月。街上已趋现代化的火盆，火焰在黑夜
里摆舞，就是先民昔日生活的遗风。

对中国人来说，这座太平洋上的岛
屿，与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连。1894 年，29
岁的孙中山在这里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主
张，成立“兴中会”，亲自起草 《兴中会宣
言》，正式开始他的革命生涯。从时序看，
这座风光旖旎的小岛，是辛亥革命的策源
地。晚年的张学良将军，在这个与祖国海
水相连的岛上走完他一生最后的几步，并
将遗骨埋葬在先行者策动革命的起点。我
随培训团来这里，最想看看孙中山的革命
遗迹和张学良墓；再去凭吊珍珠港，了解
太平洋战争的重大史实。

第二天，团里安排去波西米亚村。车
子开到街上，我看见有一家花店，就请司
机临时停车，下车去买了一束鲜花，将在
酒店写好的纸条夹在花枝里。我写的字，
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诗句：“青山处处埋
忠骨。”同行者不解，问：“给谁送花呀？”
我笑而不答。原来，我们的行程安排，并
没有瞻仰张墓一项，同伴也没人知道张学
良葬在异国他乡的这个小岛上。开车后，我临时跟陪同说，我们顺便去
张学良墓看看吧。陪同爽快地答：“好，顺路。”

车子在山腰盘旋，轻雾缭绕在山头，山坡的平地上绿草如茵。这里
叫神殿谷，是一片公墓群。张学良、赵一荻的墓，就在一个普通的山包
上。暗红、麻白色的花岗岩，构成朴素、简练的线条，墓上只刻二人的
姓名和生卒年，还有中英文《约翰福音》的一段话：“复活在我，生命也
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白色的十字架，竖在墓后，墓
前还有左右两个长条石凳；弧形的小小墓园，张开怀抱，安葬着曾叱咤
风云的英雄人物。到了这里，喧闹转入安静，只听得见轻轻的脚步；周
围是安静的青山和缭绕山顶的白雾。我恭恭敬敬地向张墓行礼，将带来
的鲜花献上，心里向这位中华民族的英雄默哀。

辞别张墓，山里下起小雨，天光忽暗，山雾转浓。我担心鲜花里夹
的纸条：那上面的几个字，说不定很快就被雨水打湿、褪色了。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
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
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至今，我每听到这首著名的救亡歌曲，还会感
动，难忘国耻；张学良的一生，这首东北老乡唱的悲歌，永远会在他胸
中激荡，直到他走到天涯尽头。我读过一册《西安事变亲历记》，搜集过
不少事变的史料，对这个抗战史上的重大事件，略有研究。在民族危难
之际，张学良几次向蒋介石进言，请求蒋停止剿共，抗日救国。蒋到西
安时，张学良仍力陈自己的爱国主张，遭到蒋的严厉训斥。结果，在华
清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想当年，张将军
带几十万东北军入关，还有许多同胞跟着他逃出日寇铁蹄，都希望团结
抗日，收复失地；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张少帅，怎忍同室操戈，与红军
作战？千钧一发之际，他和杨虎城将军“兵谏”蒋介石，在中共的协助
下，逼迫蒋改变剿共政策，国共团结合作，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枪
口对准侵略者。张的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前几年，我在中国美术馆
的院子里，见过一尊杨虎城塑像，汉白玉石质，是杨将军雄赳赳、正气
凛然的形像。中华儿女，永远都忘不了张杨在民族危难之际的大勇大义。

听当地人说，张学良来夏威夷住的地方，就在我们住地附近的海滩
边。那天，我趁同伴们去环岛游的机会，向团里请假，一人去访张将军
一生最后的栖息地，在他生前坐着轮椅散心的海滩边，思考他晚年真实
的心事。然后，我跳到辽阔、蔚蓝的太平洋里游泳，在浅滩捡了一块多
孔火山岩石，作为此次旅行的纪念。阅读一大堆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
时，我拿这块石头做镇纸；石多孔窍，隐约有声。

散文是自由的文体，给予作家最丰
富的抒发空间。但与动辄被冠以“宏大
叙事”的长篇小说或报告文学相比，散
文有可能跳出小情小调的樊篱，写出史
诗般的大气象吗？嵇元的厚重之作 《品
读苏州》，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品读苏州》 具有大散文的鲜明特
点：结构宏伟，意象宏大。全书 5 卷之
多，横跨太平天国以来苏州 150 年的历
史，洋洋洒洒200余万字，篇幅之大，已
是罕见。嵇元像创作长篇小说那样苦心
孤诣地进行整体性的构思和写作。看到
苏州两字，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精致优美的
园林和风花雪月的故事，然而这部书里写
优雅闲适的情调甚少，精雕细琢的描写和
一咏三叹的抒情也不多。相反，嵇元擅长
用立体的叙事线索，以空间为经、时间为
纬，通过历史、山水、城乡、街巷、镇村、风
俗、工商、文化、饮食、婚姻……颠覆了苏
州在人们印象中的小家碧玉形象，构建出
大气磅礴的浑厚意蕴。

嵇元想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苏州，
但又不止于此。苏州是中国的一个城
市，苏州走过的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洪流中的一朵浪花。本书如一
幅长长的画卷徐徐展开：池塘里的春
草，热闹的庙会，飞起彩虹的稻田，让
人流口水的美食，飞针引线的绣女，说
着故事的弹词演员，巷子里提着西瓜灯
走月亮的孩童，在机声隆隆的车间里汗
水沾湿了额发的丝织女工……一切都娓
娓道来，如歌如诉，让人百感交集。

苏州是嵇元的家乡。故乡是一个人
出生的地方，更是一辈子的精神家园，
是形成文化自信的原点。乡愁不仅是对
家乡风光的思念，还有在建设家园时形
成的共同习俗和心理。本尼迪克特·安德

森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故乡则是乡
愁的共同体。嵇元笔下苏州人的乡愁，
一是通过对“吴和苏”的考察，追溯自
吴越春秋开始苏州漫长历史的遥远源
头；二是“水的苏州”，到底是什么时候
的水、多少种类的水一起养育了苏州？
本书从海洋、长江、太湖、京杭大运
河、护城河等不同禀赋的水，介绍水和
苏州历史、文化的关系。其中，周恩来
母亲幼年时跟随外公在吴江建大运河河
堤，东、西山人在上海滩金融界撑起半边
天的秘密，太湖为何主要属于苏州，状元
回家乡为何选择护城河建现代化工厂
……有故事，有史实，有分析，全面地展示
了苏州乡愁中的水分子；三是在一代代苏
州人筚路蓝缕的岁月里，为乡愁不断注入
新的元素。苏州人为何不吃牛肉？苏州
人冬天时为何普遍腌菜？苏州人唱山歌，
是什么心理？长江边的苏州人为何有大
声吼叫的习惯？为什么苏州城里曾经出
现过市民公社开挖的水井？为什么苏州
人喜欢评弹……老的乡愁作为传统保留
了下来，也有许多新的乡愁正在形成。一
个区域里的族群拥有共同的有生命力的
乡愁，也就拥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和骄傲
之源，有了实现共同梦想的凝聚力。

《品读苏州》具有史诗般的品格，这是
散文创作的新尝试。本书开头引用了犹
太人领袖摩西领导族人走出埃及，在旷野
中流浪40年的故事，来对照从吴的始祖泰
伯起，24代吴王带领族群在七八百年间跋
山涉水来到太湖之滨创造吴国的辉煌；到
了全书结尾，再次引用《圣经》中的诗句，
来歌颂苏州从废墟中崛起，人民开始过上
幸福安康的生活。借用《圣经》，不是因为
怀有宗教情怀，而是一种文化隐喻：不忘
初心，薪火相传；传递乡愁，文脉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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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现实热点，抒写中国新变
李朝全

纪实文学：
聚焦现实热点，抒写中国新变

李朝全

□文学新观察

记得住乡愁的史诗散文
顾 超

文学架起国际友谊桥
徐虹雨 龙 静

傲雪凌霜 苗 青摄

我写春天，已经多年不用笔
不用颜料
以前一直用刀，用绳索
现在我都放下
包括一堆水粉和唯一的调色

盘

生活的油漆胜过挥动未来的
刷子

谁眼里的春天不是变幻莫测
可以刷眉间，也可以刷睫毛
只要你愿意
甚至可以涂在嘴唇上

带着倔强的真诚和满天星光

在某个黎明，突然扑进你明
亮的眼眸

铺开生死不渝的画布，
一起走进 ——
那未命名的阳光普照着的花

径
迎着清风，徐徐绽开

秋天的山楂树
剪掉镜头外的景色，
只留下，
挂在树上和散落一地的章

节。

删除春天的花香、夏季的
潮湿，

放眼望去，
秋词和秋句弥漫，
在内心，在空旷的荒野。

昨天的山楂树让我着了迷。
她站在斜坡上，
她就是秋天的代名词，
一身的清香和满脸的阳光。

她掏出口袋中酸甜的蛊惑
词，

跳动在秋风里。
我在树下坐着，
我的周围充满凋落的火焰，
没有一丝声响。

山楂树站在斜坡上，
有风时很美
无风时，它也很美。

你若盛开（外一首）

纯玻璃

笔下有乾坤 刘慧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