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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四卷本报告文学《奋斗与辉
煌——广东小康叙事》由花城出版社和南方日报
出版社联合推出。《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
事》是一部社会进程型报告文学，它书写了广东
建设小康社会的42年社会史，着力刻画改革开
放时代人民奋斗的故事。书写小康叙事，既见证
时代、表现现实，也勾勒一种伟大的改革开放精
神，传递奋斗的激情和梦想的力量。多年以后，站
在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回眸这一段中国崛起的改
革开放历史，我们必将更清晰地看到它的意义：
这是一个古老民族在经历现代转型、获得国家独
立之后的凤凰涅槃；这是一个兼具智慧、勇敢、拼
劲儿的生气勃勃的时代，是一个开阔、从容、青
春、希望的时代，更是一个值得记录、书写、铭刻
并坚守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辽阔中国巨龙腾
空、旧貌换新颜。在《奋斗与辉煌》一书中，小康叙
事与现代化叙事、社会叙事与历史叙事、区域叙
事与民族叙事、广东故事与中国故事等关系具有
内在同构性。书写广东小康史，就是呈现一个崛
起国家及其人民的故事、智慧和精神。因而，叙述
小康广东，就是讲述崛起中国，也是提炼一个走
向复兴的民族的精神气象。

一

作为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最大的亮点在
于书写对象的特别与恢宏，它因此而有别于一般
的报告文学类型。报告文学一般包含三种类型：
一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二是以事件为中
心的报告文学，三是问题型报告文学。《奋斗与辉
煌》无法被归类进以上的任何一种类型，它书写
的是广东近42年的社会历史进程，就表现对象
的体量和深广度而言，《奋斗与辉煌》具有相当的
恢宏性，这种报告文学属于另一类型，可称为社
会进程报告文学。相比于人物型、事件型和问题
型报告文学，社会进程型报告文学因其体量庞大
而具有更高的完成难度。鉴于广东小康社会进程
在中国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典型性和重要性，这样
一段社会史，不能仅留给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去
研究，它也诱惑着跃跃欲试的报告文学作家。章
石山以团队作战的方式完成这次报告文学的高
峰攀登，体现的也是一种跟小康社会建设相通的
战略和勇气。

必须指出，社会进程型报告文学的成功，既
要有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专业的史料爬梳和妙

笔生花的文学书写能力，还必须有对“人”的理解
力。这里的“人”便是小康社会的建设者，创造历
史的主体——人民。《奋斗与辉煌》创作团队深知

“小康叙事”与“人民性”的内在关联：奋斗是人民
的奋斗，辉煌是民族的辉煌；而民族的辉煌将回
馈于人民的奋斗，并为人民所共享。章石山也意
识到，奋斗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而是行走、活
跃、奋战在小康社会建设的每一个节点上流着血
和汗，贡献光与热的每一个人。因此，在“人民性”
立场展开小康叙事，又在“人”的立场上展开文学
叙事，构成了《奋斗与辉煌》的作者们必须解决好
的难题。

对于小康叙事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奋斗
与辉煌》显示了充分的自觉性。书写小康史，就是
要书写人民奋斗的故事。接着便是“人民在哪里”
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将表现对象聚焦在哪
些人群。对此，《奋斗与辉煌》也有清楚的答案。小
康叙事要表现的人民是行走在广阔的民间大地
上、奋战在小康社会建设第一线的普通人。这部书
中的表现对象全是奋战在第一线的干部群众，小
康叙事讲述的便是农民、工人、打工者、一线干部、
科学家、环保志愿者、抗疫医生……他们是无所不
在的人民，是前赴后继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是
困境中的人民，是不退缩的人民，是充满着希望而
奋斗的人民。在《奋斗与辉煌》中，人民是1978年
清远县氮肥厂和厂长曾国华一起突破禁区、谋划
未来的职工；是1977年带领南海人民放开手脚，
人称“梁胆大”的县委书记梁广大；是1992年邓小
平南巡讲话后如潮水般涌向南粤大地的务工者；
是在2003年非典和2020年新冠两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中如定海神针般守护着人民群众安全的医务
人员；是在疯狂的“拉尼娜”中以生死时速开创突
围之路的武警；是在高科技之城深圳精研技术的
人工智能科学家……

报告文学不仅是报告，也是文学。文学不只
讲述曾经发生的生活，还帮读者理解生活的梦想
和可能。《奋斗与辉煌》是一部传递“中国梦”的作
品，奋斗的人民投身于小康社会建设，他们是国
家的主人，是历史的主体，他们创造着民族的辉
煌，也分享着民族的辉煌。因此，《奋斗与辉煌》便

因为讲述人民的故事而传递给读者梦想的希望
和奋斗的力量。

二

《奋斗与辉煌》聚焦“小康社会”建设者的智
慧。因此，书写小康故事，就是书写中国智慧。书
写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政党智慧乃是理论界的重
任，书写小康社会建设中来自民间、来自人民的
智慧，就成了《奋斗与辉煌》的一种自觉。本书共
四卷，前三卷书写奋斗，后一卷书写辉煌。但不管
是书写奋斗还是书写辉煌，都分享着共同的主
题，那就是书写小康社会建设者——中国人民的
智慧。

卷一《百端待举》的时间跨度为1978年至
1991年，记录了广东人民为摆脱贫困而进行的
努力和拼搏。改革开放第一个阶段广东社会建设

“每一个历史节点均在书中体现，从个体户之变、
经济特区建设、流行文化兴起到地方修建铁路、
广交会、六运会等”，而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体现
着人民的智慧。比如此卷重点书写的“清远经
验”，无疑，这也是广东改革开放历史中值得铭记
的时刻。曾国华的“难受”来自于他对现实的观察
和反思，在此的10多年前，清远的洲心公社塘坦
大队就实行所谓的水稻田间管理“五定一
奖”——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
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洲心公社农民收入迅
速提高，但这种“洲心经验”在接下来的“文革”中
受到了批判。1978年，曾国华听说洲心公社开始
重拾往日经验。此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大讨论在全国开始，此前他又参加了省里组
织到大庆参观学习的活动。曾国华开始悄悄和领
导班子商量：借用洲心经验，不破不立，闯一闯！
由此才有了后来所谓的“清远经验”。事实上，“清
远经验”就是跟安徽凤阳“小岗村经验”相似的典
型改革开放经验。这种经验的实质是从人民群众
到村一级的基层干部到镇、县一级的干部从现实
出发，既敢破陈规、从禁区中探新路，又善于在规
定性中创造可能性的策略和智慧。假如没有曾国
华等氨肥厂干部职工来自现实的敏锐嗅觉，就不
会有“清远经验”；假如没有当时的清远县委书记

陈国生面对传言不为所动的“定力”，“清远经验”
也可能夭折。所谓嗅觉、担当和定力，归根结底就
是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智慧。可以说，《奋斗
与辉煌》便在努力呈现这种人民的智慧：卷一的

“个体户之变”“农村的‘二次革命’”“市场运作赛
事”“劳务有了价格”，卷二对广东改革如何面对

“股市起伏”“劳资平衡”“生产安全”“通胀压力”
四张答卷等问题的书写，卷三对“用创新赢得未
来”“打造领头羊”的书写，卷四对“创新引领未
来”“智能驱动发展”的书写，都贯穿着这样一种
对小康社会建设主体——中国人民智慧的由衷
敬意和礼赞。

三

《奋斗与辉煌》以广东小康社会建设为表现
对象。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桥头
堡，确实是中国建设小康社会、走向民族现代化
进程中最具典型性的地区。因此，在《奋斗与辉
煌》中，小康广东和崛起中国与民族复兴之间具
有深刻的同一性。书写广东小康其表，借此提炼
辉煌历程中的宝贵经验，凝聚作为命运共同体的
民族向心力才是更内在的诉求。无疑，《奋斗与辉
煌》在书写广东小康建设42年历史进程的背后，
包含着一种清晰而昂扬的民族情感。对于这样一
部鸿篇巨制来说，表达一种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
非主要目标，它更希望通过40多年的广东小康
社会史来折射中国的改革史，通过中国的改革史
来映照一个重新崛起的古老民族的心力、意志和
智慧，来书写一种具有文明意义的民族精神。因
此，知道《奋斗与辉煌》书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在
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理解书写背后那种正在崛
起的民族精神更加重要。

寻根索源，便会发现，《奋斗与辉煌》事实上
也在人民奋斗的故事中提炼出一种崛起中国的
民族精神：敢于在艰难中坚守、能够在弯路上返
身；既脚踏实地，又眺望梦想；既有为民族国家奋
斗的勃勃生机，又有机会分享民族国家共同体所
反馈的辉煌成果。一个民族的个体愿意奋斗，并
能分享辉煌，他们便有光彩，有精神，这个民族便
崛起，便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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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和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希望广大文艺
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
程的恢宏气象；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
人民史诗。改革开放，中华振兴，走向富强，是当
代中国创造的气韵生动的宏大史诗；脱贫攻坚，
全面小康，使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得以实现，这
是彪炳世界史册的中国传奇。由张培忠总撰稿
的《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以皇皇四
卷100多万字的篇幅，叙写广东小康建设的大
历史。这一部宏篇巨著是实录当代岭南经济社
会飞速发展的大史记，又是歌咏伟大中国梦的
华彩篇章。作品通过建构以书写对象的史诗性
存在相适配的史诗结构，以大量客观详备事实
的生动叙述和人物命运史与精神史的精彩描
写，大写了中国小康建设的伟大成就，再现了
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激
扬起人类创造历史中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奋斗与辉煌》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收获，是对波澜壮阔的
人民史诗一次真切生动蕴情的大写。

“史诗”一般是指反映英雄传说和重大历史
事件的叙事长诗，在现代语境中则可泛化为题
材涉及时空背景宏大、包容人物事件众多、主
题具有厚重历史分量的叙事文类。“史诗就是一
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
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
全民族的原始精神。”这是黑格尔关于史诗颇为
经典的一种表述。他这里所给出的“民族的‘传
奇故事’”“全民族的原始精神”等语词，无不关
联着史诗的本真意蕴。黑格尔还说：“尽管一个
时代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史诗的有实体性的起
作用的根源，要使这种精神实现于艺术作品，
毕竟要由一个诗人凭他的天才把它集中地掌握
住，使这种精神的内容意蕴渗透到他的意识
里，凝为他自己的观感和作品而表现出来。”这
一段表述，黑格尔侧重于史诗中“史”与

“诗”的关系问题考察，强调要以“诗”的艺术
规制，以文学的个人的方式表现“史”的存
在。由此可见，作为文学的、叙事的史诗的建
构，实际是由对象客体的史诗存在，也就是民
族的传奇故事“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和作为主
体的史诗叙事共构而成的“艺术作品”。从这一
点来看《奋斗与辉煌》，就是一种达成度很高的
人民史诗的诗史性书写。

我们阅读《奋斗与辉煌》，可以发现它满足
了史诗之为史诗的基本要素，具有基本的史诗
品格和超逸的史诗价值。这种史诗品格和史诗
价值的获得，既直接来自书写对象自在的“民
族传奇性”，又得之于写作者精心设计的与之相
匹配的作品的史诗建构。改革开放以来小康中
国的建设，使中华大地发生了神话般的历史性

巨变，亿万人民的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
明史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也是一个史无前例
的世界性民族传奇。作为中国伟业样本的广东
小康建设，在全国具有先行性和示范性。2015
年广东率先实现了国家标准下绝对贫困的减
贫。2019年以后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
万亿，成为全国第一个突破10万亿人民币的省
份。这一水平接近韩国，领先于澳大利亚、西
班牙、荷兰、瑞士等发达国家。《奋斗与辉煌》
报告的是广东小康史，展示的则是中国的成
就、世界的大事，讴歌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力和
人类的精神。区别于传统史诗作品表现民族传
奇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虚构性，《奋斗与辉煌》所
写的传奇是非虚构的，是人民以勤劳的双手创
造出来的伟大事业，是可闻可见可触的真实的
创世纪神话，但同时它又具有由虚构生成的史
诗的传奇性。真正的传奇，真实的奇幻，存在
于历史的巨变之中。《奋斗与辉煌》这一宏大的
非虚构的民族传奇，兼具了史诗的“史记性”
和审美性以及它特殊的人民性。

《奋斗与辉煌》作品的题材及其主题显然具
有宏大的史诗性，而在文本的建构上，我们可
以看出作者有着致力于与客体相适配的史诗模
式建构的自觉。从时间轴线上，作品起自1978
年收于2020年，纵深长达40多年，与改革开
放的大叙事重合一致。作者依据写作对象历时
演进的肌理和作品分卷的需要，将其设置为四
卷。每一卷卷名的标立，提炼出相关时段的历
史特质和小康叙事的阶段性主题。这样的叙事
安排既清晰地呈现了历史进程的客观存在，同
时又通过对题材的调度和组织，凸显了蕴含在
历史演进中的历史性意义。小康是一个系统集
成的范畴。作品将小康叙事与改革开放叙事作
了有机地整合。基于对新时代中国小康思想逻
辑内涵的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在流线的时间
纵轴上建立起一个纵横共生、枝繁叶茂的庞大
而有机的叙事结构。这样的结构有效地集纳了
广博丰赡的写作内容，使作品获得作为史诗叙
事名副其实的博大与饱满的容量和分量。作品
中丰富的故事和众多的人物中融入了广东小康
建设史、改革开放史中具有初始性、标志性、
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奋斗传奇和重大成就。其
间辐射出海量的社会演进信息，实录并存活着
大时代变迁中种种耐人回味的细节和气息。可
以说，从某种角度而言，《奋斗与辉煌》是一座
用文字建筑的关于广东、关于中国的小康史、
改革开放史的历史博物馆。

《奋斗与辉煌》不只是高度重视作品结构整
体性的史诗性设置，而且对结构的局部安排，
对局部细节的设计也是十分用心的。作为长篇
叙事作品，由作品起笔和最终收尾的处理，我

们可以看出写作者所具有的写作智慧和写作能
力，也大约可以评判出全篇作品叙事的调性和
品质。100多万字的《奋斗与辉煌》从何处落
笔，在哪里收笔，是一个需要颇费思虑的重要
课题。报告文学不像小说等虚构作品，根据叙
事艺术的需要可以虚构具有意味和表现力的场
景或情节，非虚构作品是一种选择的艺术，只
能依靠作者运用智慧的眼力和脑力，从大量的
真实材料中挑选出有助于作品主题表现和结构
设计的材料。《奋斗与辉煌》的叙事是从“大逃
港”这里开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
天，暮色四合，广东省宝安县布吉公社沙西大
队南岭第一生产队（现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
突然家家户户屋门大开，人们趁着夜色倾巢出
动。他们的目的地，是十几公里以外的东方之
珠——香港。”而全部作品收结于“大湾区奏鸣
曲”。昔日的逃港地如今已成为港澳才俊的梦工
厂，广州城也“会集了来自港澳的青年创业
者”。时空流转几多梦幻，历史铸就大时代辉煌
传奇。作者对作品开合所作的这种细部处理，
具有极其重要的主题凸显和史诗性强化的作
用。开篇和尾声在基调和蕴含等方面形成了巨
大的反差，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叙事故事性、戏
剧性和传奇性的张力，而这种反差和张力进一
步制造了作品内在的史诗意义。

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的叙事文学写作方
式，叙事生成文本的具体建构。《奋斗与辉煌》
副标题为“广东小康叙事”，可见写作者具有高
度的叙事自觉，并且叙事既有题材的客观本
真，同时也有叙述者的能动作为，充分彰显了
叙事的有效性和特色特质。从作品的具体叙事
看，《奋斗与辉煌》是国家民族宏大叙事与人民
创业奋斗具体叙事的有机融合。全面小康叙事
应当有宏大的历史与现实的呈现，但也不能缺
失对具有某种聚变效应的具体而微的细小“粒
子”的凝视。而且更需要通过富有表现力的小
微叙事支撑宏大叙事的达成。《奋斗与辉煌》既
有像特区设立这样高端视角的回望，但更多的
是对基层物事和人物的注视，作品注重形态小
微但富有意蕴的品质叙事。卷三“攻坚克难”
第二章“固本强基”，重点记述广东推进农村基
层治理及其带来的深刻变化。其中有一件“趣
事”的叙写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一辆三轮车
在村头停了下来，车上的中年妇女探头看了
看，一脸疑惑，大声质问：‘我要去大寮，你把
我拉到这里干什么？’司机有点委屈：‘你是不
是大寮人啊？这不是大寮吗？’”原来“想不到
我出门没多久，大寮就变得不认识了！”这样的
场景有点戏剧性，但戏剧性的细节描写，以一
胜十地写出了“固本强基”这个有些抽象的概
念背后呈现的鲜活的面貌。这是非虚构的，又
很文学。这样的材料不会在既成的总结报告

中，它需要作者用心去发现。
作为一部宏大的人民史诗，《奋斗与辉煌》

注重对史诗创造的主体人民的具体到位的表
现。从文本组织上看，构成其中基本叙事的是

“我们都是追梦人”的奋斗者故事。作品叙写
600多个故事，关联的人物有1000多个，绝大
部分是在基层，是各行各业艰苦奋斗的创业
者。可以说，《奋斗与辉煌》是一部致敬普通劳
动者的报告文学。劳动者是这一史诗叙事的主
人公。奋斗是奋斗者、逐梦者的人生主题，也
是关于他们的叙事的一种主旋律。作品既写出
了各种代表性人物不一样的人生故事，更突显
出他们特异的性格和崇高的精神。“科技创新，
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出令人意想不
到的奇迹。”深圳大疆的“80后”创业者汪滔
就是这样一个奇迹的创造者，而汪滔本身就是
传奇。作品卷三“攻坚克难”第一章“世界之
门”中对他作了大写。创业之初的大疆“与其
说它是一家商业化公司，不如说是一家只有投
入没有产出的研究所或实验室。汪滔不得不四
处筹资维持公司的运转”。他“习惯于熬夜工
作，在自己的办公室桌边放上一张简易的单人
床”。不断失败，不断尝试，不停进取，汪滔和
他的团队“如创世神话，将在全球无人机市场
份额提升至五成多”。

优秀的非虚构人物叙事，除了具备丰富生
动的故事外，还需要注意挖掘人物的性格，努
力写出人物的精神。《奋斗与辉煌》这部广东小
康叙事，也是一部饱满动人的奋斗者、追梦人
的精神史。这是写作者自觉的设计和追求，也
是从作品所写人物故事中获得的启示。“奋斗”
其实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品质，小康和幸福是
靠奋斗创造出来的。正如作品序言中所说的，

“精神的力量支撑着奋斗，创造了辉煌。那是‘敢
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敢于触及未知世界的探
索精神，在特殊语境中只做不说的务实精神”，

“不观望不等待、适时选择最优选项的灵活精神，
不排外、不排他的包容精神，讲规矩、守规矩的契

约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奋斗与辉煌》通过具有典型性人物人生故
事的讲述和精神世界的透视，将广东精神作了具
体生动的诠释。在众多人物的精神叙事中，“把自
己种在广东”的胡小燕的故事令人感动又感奋。
贫困的年代命运自然也没有眷顾过她，“和许许
多多农民工一样，胡小燕南下打工也是因为贫
穷”，“在弥漫着青橘子和方便面味道的火车上晃
了三天三夜，胡小燕终于来到广东”。那时亚洲金
融危机的影响未消，工作难找，“她不断地更换工
厂”。为了不被炒鱿鱼，“她把自己一天的时间，分
成3个8小时：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睡觉，剩下
8个小时用来‘偷师学艺’”。在瓷砖厂工作特别
辛苦，但胡小燕不怕苦、不怕累，晕倒在车间里，

“她只休息了1小时，就又出现在工作岗位上”，
是一个出了名的“拼命三娘”。“机遇总会眷顾有
准备的人，正是这种爱岗敬业的精神，让胡小燕
从众多的员工中脱颖而出。”她被提拔担任车间
副主任，获得佛山市“十佳外来工”，当选为中国
历史上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说过

“只要努力，所有的梦想都会开花”。在胡小燕身
上既有传统移民吃得了天下苦中苦的坚韧奋斗
的精神，也有新广东人埋头苦干、务实进取的现
代精神。阅读《奋斗与辉煌》，最能拨动读者心弦
的就是像胡小燕这样闪亮着追梦人普通而伟大
的灵魂和情怀。这是一部广东小康建设的辉煌历
史叙事，更是一曲沁人心脾的奋斗者的精神颂。

作为非虚构叙事的报告文学写作，只有具有
充分的富有表现力的人物叙事，才能生成文学意
义上的主题价值。人物叙事只有写出人物精神，
透视到其灵魂，才能感动读者。也只有这样，作
者所写才能成为既具有时代主题、思想价值，同
时又有审美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如果只有对象
的“史诗”而没有文学叙事意义上的“史诗”，就没
有真正的史诗。难能可贵的是，《奋斗与辉
煌——广东小康叙事》基本达成了“史”（报告性）
与“诗”（文学性）的有机化合，是近年来主题报告
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奋斗与辉煌奋斗与辉煌》：》：人民史诗的大写人民史诗的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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