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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散文创作一直处于高产状态，主题开掘更加广阔深厚，艺术

表现更加多样、丰富。各种类型、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作品，从方方面面

满足着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为人们提供着丰饶的精神滋养，同时也培养

了人们的阅读审美趣味。越来越普及的网络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阅读和写作方式。散文是最具包容性和艺术创

新能力的，近10年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的文本，特别是一些思想随笔、

跨文体作品、游记等，这些本已存在的散文类型，近年来呈现出许多新鲜

的文本。

2017年亚马逊年度阅读盛典评选出的10位新锐作家中，王晓磊的

《六神磊磊读唐诗》、二混子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两部可以看作文学作

品，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和其他上榜作家作品一样，这两部

作品也都是通过知乎、精进等付费阅读平台或在社交平台发表后，拥有一

批忠实的读者，才结集出版的图书，且同时出版纸书和电子书两种介质。

它们可以代表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尽管内容可能千差万别，艺术水准不

一，但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明显的个性标签，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对历

史、对现实非常个人化的思考，并因此获得相似认知的读者的追读，形成

粉丝圈。

一些表达个人对现实世界的见解和态度的作品也比较受读者欢迎。

这些作品往往从作者个人角度入手，写个人遭际、个人的感悟或领悟、对

一些具体事件的看法，却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下人们的苦恼与欢乐，或

者恰到好处地撩拨起人们心中那一根柔软的心弦，带给人们慰藉和启迪，

因此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亚马逊中国2013年度最畅销图书排行榜上，

第一名柴静的《看见》，前十名中的韩寒的《我所理解的生活》、张小娴的

《谢谢你离开我》、十二的《不畏将来 不念过去》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注

解。而分析这些热度高的作品，还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社会发展

热点和人们的精神状况，这是很有趣的研究。2015年杨庆祥的《80后怎

么办》在各个年龄层读者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是一位年轻学者，

一方面有着现代思维方式，一方面又有着传统理论学养，使得这部书较好

地结合了感性和理性，能够给读者提供多重阅读体验。而这部书出版的时

间恰好是1980年出生的人35岁，大部分80年代出生的人正奋斗在各行

各业的时候，也可以说是80年代出生的人正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这部书

的出版给了人们一些实在的经验和数据，也给了一些来自“80后”内部的声

音。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使得这部作品几乎成为当年度的“话题图书”。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国门，

工作、旅游、游学、淘金、移民，多种途径，再加上网络的作用，让中国人与

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一些与前不同的游记作品。这

些作品大多是行走者边走边写，加进一些地理历史风俗人文的内容，融入个人真实体验，让

读者乐于跟随作者的文字，来一场心灵之旅。比如2017年新浪好书榜月榜上榜作品，蒋方舟

的《东京一年》，记录下旅居东京的时间里，用心观察、体会日本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的见闻

与生活感悟。还有同样上榜2017年新浪好书榜的熊培云的《慈悲与玫瑰》、卫毅的非虚构作

品集《寻找桃花源》、袁凌的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等。这些作品构建在作者的行走阅

历、阅读和思考之上，忠实于作者的个人感受，把作者的情感投射到所书写的对象上，与他们

同呼吸、共起伏，从而能够带领读者走进书写对象的生活，乃至生命，大大增加了读者的获得

感，因此非常受读者欢迎。

即便是传统散文，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李敬泽的系列文化散文就被认为是自创一派

的“新散文”。一边是其中深刻的文化印记，一边是作者新鲜的个性化解读，让读者既着迷又

困惑，也让散文理论评论感到为难，倒是在一些与传统文学评论迥异的书评人那里得到了某

种相通的解读。

这些散文中的“新面孔”以其强大的阅读面，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传统散文的写作。翻看

近年来的各类文学期刊，几乎所有期刊都在开辟这些类型作品的版面，可以说，散文界已经

关注到了这股写作的潮流，希望在传统散文与新散文之间寻找可相通或对话的点，通过发

表、评论表达对这类写作的态度。

在散文的新变蓬勃发展的同时，散文创作中个人的价值和意义被重新估量和发现。随着

中国梦的提出，个人与国家被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奋斗被鼓舞，个人的成功被赞扬，个人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理解。散文创作也呈现出两个比较明显的写作路径，一是保持了传

统写作特质的文化视角写作。这类作品有着文化散文的气度和格局，有着丰厚的知识储备和

文化底蕴，是作家思考的结晶，承载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另一个方向则是平民视角写作，以普

通人的心态和视角来看社会、看人生，写感悟、写情绪。这类作品更加突出个人，代入感强烈，

容易引起共鸣。

塞壬的《耻》写生活中多次遭遇飞车抢劫而留下的伤疤，这伤疤无言地记录着人生的艰

难，然而内心的耻辱感比外在的创伤对人造成的伤害更深。《悲迓》则写出了民间戏曲在现代

城市中无法容身的无奈境遇。邝美艳的《我们都是鱼儿》写深圳打工族的日常生活，却能让我

们看到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正是他们的辛苦工作与付出。蔡崇达的《皮囊》用拉家常式的语

言记述自己眼中的外婆的母亲——我的阿太。作者用朴实中透着调皮的语调讲述阿太的“事

迹”和处世道理。在作者的讲述中，我们不仅被亲情感动，更被99岁老人的人生智慧所触动。

王东旭的《母亲的房子》中，房子已然成了母亲追求人生价值和尊严的象征，也是儿子理解父

辈的一条线索。李颖的《虚幻的鱼骨》更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忍受家人的不满和放弃，可

以忽略基本的物质条件，只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王小妮的《上课记》把笔对准自己的学生，

体会他们的喜好与苦恼，记录他们的彷徨与躁动，发现他们青涩思考中的光芒和力量，呈现

出一个纯直与复杂并存的青年自我成长的心灵世界。评论家南帆除了写《饥饿惯性》这样富

有哲思和历史感的作品，也写自家养的小狗。《到来一只狗》写自家养的一只小狗，最初被迫

相处，一年以后竟有了亲人般的精神联系。温亚军的《那个度日如年的初夏》讲述女儿高考前

全家人的各种表现。罗伟章的《发现你自己——写给儿子的信》则是父亲与在上大学的儿子

的一次推心置腹的笔谈。

还有一类作品非常抢眼，作家以思想和笔为手术刀，大胆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为了解自

身的精神世界提供一条通道。在这样的写作里，作家可以释放困惑，寻求平静，也可以自我发

现，自我认识。这类作品动人的地方在于解剖自我的勇气，难点则在于感情释放的“度”。感情

过浓，可能导致叙述的跳跃，让读者跟不上情绪的节奏；感情过淡，则不够深入透彻，让人感

觉欲语还休。

彭学明的《娘》写在母亲去世后，通过一段段回忆连缀成母亲的故事，特别是幡然醒悟母

亲对自己的疼爱、保护以及无力保护的无奈与无助。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和忏悔，让人动容。

周晓枫的散文也是极具个人魅力的。一篇《独唱》用深刻而大胆的自我剖析，完成了对嫉妒这

一女性隐秘心理的透彻表述，其独特的审美体验，读来大为畅快，同时也让人心有余悸，吸引

人们不自觉地去对比、审视自己。《盛年》则把生命、死亡这一古老的命题讲出了与前不同的

新意，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看世界。她的《有如候鸟》被认为是具有冲击力的文字，读后让

人意犹未尽。

这些作品中的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或事业，也没有感天动地的壮举，只是一个个普

普通通的人。而正是他们构成了今天的中国，书写他们，阅读他们，可以感受到当下中国人的

情感和思维方式，因此，阅读这些作品也就成为了解今日中国最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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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文化自信及其魅力
□王兆胜

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改革开放40年，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

体一样都获得了巨大发展，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分

割、更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然而，不论是创作实践还

是理论研讨，对散文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认

为其远远不能与其他文体相提并论，至多也就是个

边缘文体和余数。这一看法颇值得反思，我们需要

打破成见，确立散文的文化自信，并考察其独特价

值与魅力。

责任担承与时代脉动

与小说、诗歌等文体相比，散文可能最具现实

感、真实性以及时代特色，问题意识往往也较强，与

40年的时代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表面看，散文文体

具有边缘性，但却始终关注时代发展、社会民生，以

及重要和重大问题。

一是思想启蒙与知识分子的人格锻造。较有代

表性的是巴金《随想录》、冰心《无士则如何》、臧克

家《博士之家》、林非《招考博士生小记》、张炜《悲观

与喜庆之间》、韩小蕙《季羡林：大儒无声》，以及余

秋雨和李国文的散文。可以说，不少散文家一直在

思考知识分子的困局，以及突围问题。二是描写生

态和文化遗产保护。除李存葆《大河遗梦》、王宗仁

《藏羚跪拜》、梅洁《楼兰的忧伤》、迟子建《祭奠鱼

群》外，冯骥才的贡献最大，他的《年文化》《抢救老

街》等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三是关

注社会发展及其人类命运。吴国盛《现代化的忧思

录》、赵鑫珊《人类文明的功过》以及南帆《读数时

代》和《现代人》等，都在思考文明、文化和人类的走

向。四是书写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与农民的命运。这

在杨献平《生死故乡》、梁鸿《中国在梁庄》以及贾平

凹众多散文中都有突出表现。

文学是时代的发声器，也是社会的晴雨表，改

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诸多方面在散文中均有反映，其

直接性、真实性、震撼力与感染力恐非其他文体所

能代替。

生活面影与人生智慧

文学离不开生活和人生，否则就会陷入混乱无

序的异化写作。散文比诗歌、小说等文体离生活与

人生更近，也更离不开真实生活与朴素的人生智

慧，这在40年改革开放中表现最为显著。

不论是对于丰富生活的描写，还是真情实感的

表达，抑或是人生点滴经验及其智慧的映照，以及

对于生死、得失、进退、荣辱、拙朴、雅俗等的理解和

体悟，40年散文都有不少突破和创新。这些作品有

孙犁《吃菜根》、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汪曾祺《多

年父子成兄弟》、林非《离别》、莫言《我的母亲》、铁

凝《一千张糖纸》、贾平凹《纺车声声》、王充闾《碗花

糕》、周国平《安静》、毕淑敏《造心》、张抗抗《瞬息与

永恒的舞蹈》、肖凤《寻母记》、韩少功《山南水北》、

冯秋子《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彭程《对坐》、迟子建

《悼三姨夫》、潘向黎《茶生涯》、王开岭《精神明亮的

人》、郭文斌《静是一种回家的方式》、鲍尔吉·原野

《针》、黄永玉《黄裳小识》、李一鸣《我的理发馆》、杨

海蒂《我与姐姐》、李登建《黑火焰》、彭学明《娘》等。

它们可能并无大的波澜，只是生活的原生态描写，但

却充满生活哲学和人生智慧，给人留下不少回味。

此类作品不胜枚举，几乎每个优秀作家都有代

表作。反映生活和人生的优秀散文，如珠玉般光彩

照人，它们直接构成40年改革开放的文化底蕴。

历史反思与现代意识

将历史作为镜鉴映照世道人心，这是散文常用

的手法。40年散文在此功不可没。最突出的是余秋

雨，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等既有

历史的回声，也有现代意识的烛照，从而将散文推

向文学前台，也形成一股热潮。其开拓性、创新性和

影响力，让散文获得了文化自信、话语权和正能量。

除了余秋雨，还有一些历史文化散文家，他们

是李存葆、李国文、贾平凹、林非、夏坚勇、王充闾、

梁衡、卞毓方、穆涛、冯伟林、朱鸿、祝勇、朱以撒、素

素、王英琦、王开林等。不过，由于有的作家模仿痕

迹较重，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较为隔膜，导致许多

作品知识大于智慧，缺乏穿透力和创新性。但其中

多数作家都有自己的贡献，是40年散文与文学的

一个富矿。

多元叙事与求变创新

与小说和诗歌相比，散文的创新性确实较少。

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散文的价值。因为除了创新，继

承也不可或缺。因此，应从“继承性”思考和研究40

年散文价值，并反观诗歌与小说在“继承传统”上之

所失。另外，40年散文也有创新性：一面表现在传

统散文的创新，一面表现在向西方学习和引进新的

理论、方法，并形成的现代性转换。

一是借“物”表达现代性诉求。这既传统又有创

新，如贾平凹《红狐》就有自由精神。还有莫言《会唱

歌的墙》、楚楚《洞箫》、张炜《荻火》、梅洁《风中的芦

苇》、肖凤《鸟巢》、周涛《阳光容器》、刘元举《悟沙》、

丁建元《泥哨》、朱以撒《进入》、王月鹏《栈桥》、高维

生《二胡》、傅菲《床》等，都是如此。

二是用现代甚至后现代手法进行表达。这从刘

烨园《自己的夜晚》、钟鸣《畜界·人界》、斯妤《旅行

袋里的故事》，以及马莉、南妮、胡晓梦、杜丽、海男、

赵玫、张立勤等人的散文中可见端倪。这些散文虽

有些“隔”和“硬”，但确是40年散文的重要收获。

三是“精微化”写作。与那些宏大叙事不同，不

少作家进入“微写作”，以展示“一花一世界”的五彩

斑斓。他们是周晓枫、蒋蓝、鲍尔吉·原野、黑陶、艾

云、黄集伟等。此类散文在语言上精雕细刻，在场感

强，富有张力。

四是幻化的叙事。传统散文比较刻板，多板着

面孔，40年散文有一种创新是更自由、放任、幽默、

飘逸。如孙绍振、李敬泽、穆涛、熊育群、黄永玉等人

的散文少受规矩束缚，大胆突破观念限制，是一种

自由出入、有穿透力的写作。

新时期散文的成就不容忽视。它既继承传统，

又进行现代转换和创新；既贴近社会时代，又有个

性与自由；既回溯历史，又与现实生活和人生相关；

既有宏大叙事，又有微观透视；既有整体的共性特

点，又各有风采。当然，与精品比，散文还有大量泥

沙，需要不断淘洗和提纯。不过，40年散文不比任

何文体逊色，它整体上显示了独特价值与魅力，也

内蕴着一种强烈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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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1月9日至14日，由中国诗歌学

会、文成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玉壶国际慢城诗歌节在浙

江文成举办。黄怒波、李琦、柯平、慕白、谭五昌、张鲜明、刘川、

敕勒川、姚江平等60余位诗人、评论家参加。

在开幕式上，文成县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歌之乡”

牌匾。文成县玉壶镇被列为中国诗歌学会“诗歌创作基地”。

据介绍，文成县玉壶镇于2016年6月受到国际慢城联盟总

部关注，被列入国际慢城系列之中。近些年来，文成注重诗歌文

化建设，举办了刘伯温诗歌奖、诗歌采访和朗诵等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诗歌活动。因此，诗歌节设置了“慢城与诗意”的论坛主

题。与会者认为，这个时代的节奏在加快，我们的诗歌当然要及

时地跟上脚步，反映时代的巨变。但有时候，诗人也要慢下来，体

会巨变中的那些不变的因素，静下心来认真打磨作品，以更加充

满诗意的作品来反映时代的精神内核。我们对“慢”要有辩证的理

解，“慢”不是无所事事、无为而治，而是要有所取舍，做自己最应

该、最值得做的事，找到真正的自我、真正的诗意生活。

本报讯 11月9日，由南京大

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

所和鲁竹诗歌奖组委会主办的“第

二届鲁竹诗歌奖颁奖暨获奖作品

分享会”在南京举行。诗人孙冬获

得本届鲁竹诗歌奖。

鲁竹、沈苇、徐晓华、黄梵、潘

维、傅元峰等诗人、评论家围绕孙

冬的作品进行讨论。大家谈到，孙

冬的诗是内敛、节制而沉静的，不

急不躁，却保有敏锐与警觉，表达

出“群峰笃定”的意志力和“守住光”的诗

歌精神。她对自己的写作有明晰的理念，

她的作品既有强大的理性支撑，又体现了

偶发性、即时性的灵感。她的诗歌拒绝了

表象的激情，而专注于内部语言肌理所形

成的张力，这种张力又不是外在的，恰恰

是内在于一种精神与信念。 （尹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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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玉壶国际慢城诗歌节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10日，青年作

家苑子豪携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我们最好的

十年》在京举办新书发布会，畅谈文学写作的心

得体会，并与其同为作家的双胞胎哥哥苑子文

和现场读者进行了交流互动。

苑子豪的《我们最好的十年》由中国友谊出

版公司出版，北京儒意欣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为写好这部青春题材的长篇小说，他在创

作过程中曾推翻6万字的初稿，仔细布局故事

构架，反复修改人物小传，方才重新动笔写作。

作者表示，“如何面对人生里的遗憾，如何面对

逆境里的生活，或许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认真思考的问题。”据悉，该书的影视剧等多维

开发也即将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13日，由潇湘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砚泉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的关注留守儿童公益电影《正正的

世界》在京举行首映仪式。

《正正的世界》由孙杰执导，文祥任总制片

人，李学政任艺术总监，片名由老艺术家周令钊

题写。影片讲述了家境贫寒且患有先天性疾病

的留守儿童正正被妈妈“抛

弃”，在历经挫折与磨难、获得

多方爱心帮助后，最终成长为一个充满正能量

的少年的感人故事。据悉，这个故事改编自文

祥在湘西参与慰问留守儿童活动时了解到的一

段真实经历。主创团队希望通过电影的形式将

留守儿童的现状呈现在大众眼前，同时呼吁社

会各界都能将爱心传递给这个群体。影片于

11月20日“联合国世界儿童日”在全国公映。

苑子豪长篇新作首发

电影《正正的世界》关注留守儿童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2日，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

主办，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承办，漓江出

版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协办

的“广西好书推介及读书分享会”在京

举行。甘毅、黎洪波、朱佩芬、刘迪才等

参加分享会。

活动现场，主办方推荐了“广西出

版60年60本好书”，并介绍了广西出版

传媒集团组织实施的“我们的广西”大

型复合出版工程。为加强出版社和高校的

合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多语种翻译研

究院与漓江出版社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并在会上正式签约。漓江出版社还

向北二外赠送了“我们的广西”丛书及

部分精选的广西好书。在对谈互动环节，赵京

华、李玉民、远洋等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入手，围绕文学翻译的有关话题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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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各个方面取得

了举世瞩目和前所未有的成就，文学上亦是如此，

自新时期思想解放以来，文学界涌现和创作了浩如

烟海的优秀作品，在各个门类中呈现出高峰林立的

巨大成就。现仅就报告文学和军事文学在这40年

的蓬勃发展中所呈现出的主要精神气质和价值特

点做简单阐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记录时代变迁、映现中国发展的现实意义

上，报告文学及军事文学自觉承担了现实主义的使

命担当。新时期以来的40年，报告文学和军事文学

领域涌现了大批记录时代发展、书写人民情感的伟

大作品，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呈现出更为直接的史

诗价值。尤其是报告文学，其史志价值最为突出。作

为一种记录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的文体，40年中创作

的众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在任何重大历史节点、社

会热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探索与变化等，都会在报

告文学中得到迅速的文学化表现，为新时期的中国

留下最为详尽和扎实的注脚。茅盾对报告文学有非

常高的评价，他说：记录多变而快速发展的一个社会

发展的时候，报告文学可能能起到更加贴切、更加直

接的作用。这正是报告文学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和

文体意义，40年中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几乎都完成

了这个使命，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新时

期报告文学繁荣的报春花”，真实记录了当代知识分

子的现状与命运，切实推动了全社会对科学和知识

分子的重视；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反映了改

革开放初期的出国潮及这批新移民在美国的生活

体验；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记叙了中国各族

人民为帮助失学的孩子，实施举世瞩目的中国“希

望工程”的动人事迹；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

深刻反映记录了胶东农村变革；赵瑜的《强国梦》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钱刚

的《唐山大地震》饱含深情、字字血泪地记录了中国

军民在这场世纪灾难面前的伤痛与坚韧。其他还

有大量不胜枚举的时代力作，如杨黎光《没有家园

的灵魂》、何建明的《落泪是金》、王树增的《抗日战

争》系列等等，都直接体现了文艺作品之“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意义和史志价值，

如汉朝史学家班固在评价《史记》时，其价值标准为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如此评价40年

中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样恰如其分。

在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展现雄浑壮阔的时代

叙事上，军事文学更是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时代强音

与发展烙印，新时期以来的各种军事力作在各个层

面记录着几十年间中国军队的历程与中国军人的

生活情感，上文中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同样是

军旅中人，在更纯粹和广义的军事文学领域，那些

承载着几代人壮怀情感的优秀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耳熟能详的有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邓友梅的《追

赶队伍的女兵们》、朱苏进的《射天狼》、李存葆的

《高山下的花环》、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徐贵祥的

《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等等。

二、在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加强文学生

态中的热血情怀上，优质的军事文学和报告文学功

不可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文学作品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

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潜移默化

的影响，切实影响着民族审美和民族精神的塑造。

当然，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概念，包括一个民

族的语言、信仰、宗教、历史、文艺等等，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和综合特征，但是，文学所

发挥的作用，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从

古至今，那些优美雄浑的诗词歌赋和史传文章，既

是作家生活情感的诗意表达，又是民族精神和审美

的文化表现，文学作品在中华民族审美体系的形

成、中国精神的确立等文化品格形成的过程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而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系中，有一脉以

壮怀激烈、心怀天下、天下己任、使命担当等为主流

气质的济世文化，在文学上的主要表现就是边塞

诗、豪放派及史传纪事等，这一脉文学传承历经几

千年发展到新时期，则以以宏大叙事、豪迈壮阔为

文学特色的报告文学和军事文学为具体的文学实

践。40年间涌现出的众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几

乎都以记录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各个层面为主

要描写对象，这些优秀的作品，几乎记录了中国改

革开放40的全景图。作家陈祖芬曾说过：“我要写

报告文学的’硬通货’——写改革，写经济改革，写

改革中的人的观念的编号。中国不搞改革没有出

路，报告文学不写改革，就脱离了时代的大趋势。”

40年中创作出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秀报告文学作

品，几乎都是以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紧贴时代、

关注民生的热情和使命来对现实发声的。另一个

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热血气质的文体就是军事文

学，更在这40年里取得丰厚成就，为当代中国精神

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硬朗的注脚。以战争、军队、英

雄等为主要场景和人物的军事文学，几乎就是当代

的边塞诗和豪放派，那种“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

兰终不还”的英雄气概是大多数军事文学的主流，

更是鼓舞众多读者和国人雄浑气象的力量源泉。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勇敢是世人公认的最大美德”，

而英雄身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勇敢，那些优秀的以

英雄为主角的军事文学，鼓舞、激励、感动了一代又

一代的热血青年。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

《突出重围》《抗日战争》等等。正是这些优秀的作

品，为时代审美注入了热血，让文学品格有了血性。

当然，任何文学或文化类型都是复杂多样的，

不可能用一两个特点概括全面。尤其是随着时代

发展，随着互联网、全球化的普及，文学与现实的关

系发生了深刻而本质的变化，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外

部环境给作家带来更大的挑战：文学如何参与现

实，如何开启下一个40年更长远的征程，后继作家

们任重道远。

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核
——浅谈40年报告文学和军事文学的精神主线 □孔令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