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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祝贺崎嵘又一部新作问世。我跟崎嵘共

事多年，对他的创作十分关注。在我看来，作为一

个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的领导同志，在离开岗位

后，选择写报告文学，颇使人意外。我在报告文

学领域时间比较长，对每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写

作和发展成长都很关注。听说崎嵘写了报告文

学作品，我非常热切认真地去看。他的第一部作

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写得非常好,而新近的

《东方大港》这部作品更成熟、更完整，更代表了

他的水平。

第一是格局。崎嵘的作品是有大格局的。在

我看来，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首要的素质就是

格局。格局大不大直接影响着他的作品。有些报

告文学作家写了很多中短篇，但真要架构长篇作

品存在不少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格局不够。

有的人写好人好事，写一个事件写得非常精致，

这是很多作家都有的本事。但有些小说家，包括

报告文学作家，缺少格局，就是写不出波澜壮阔

的作品。崎嵘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他再回过头来

写作，格局跟一个寻常生活经历成长起来的作家

不完全一样。所以，格局决定了作品的高度、深

度、广度、宽度和热度。他上次写了一个村庄的故

事，我已经看到了他的格局。《东方大港》这本书

更证实了崎嵘的格局，这种格局不是一般作家所

具有并能体现出来的。

第二是作品叙述能力和故事架构能力。我特

别欣赏《东方大港》的结构叙述，从头到尾能连贯

下来，而且笔力非常适当，故事有序展开。一个从

来没有架构过长篇作品的人，在两部作品中基本

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完成得很好。这一点令我

非常敬佩。

第三是文学性。我在看《东方大港》时，非常

高兴和欣喜，发现崎嵘很快把报告文学和小说

文学语言的技巧掌握住了。人物讲话、事件过程

当中的叙述，绝大部分用的是文学的手法。他一

上手就能进入这种文学叙述，殊为难得。报告文

学有其独特性，它既有文学性，又有时代性、人

民性。我对崎嵘的报告文学创作寄予莫大期待，

希望学者好好研究崎嵘的创作，把他作为优秀

的报告文学作家和在成长过程中具有巨大潜力

的报告文学作家看待，共同攀登中国报告文学的

高峰。

“东方大港”，一个多有气势的标题，恰与大

国崛起互相呼应，我先后看到过好几部以“东方

大港”命名的文艺作品，如2008年彭瑞高以上

海洋山港为题材写的长篇小说《东方大港》，还

改成了同名电影，宁波歌舞剧团正在排一个舞

剧《东方大港》，还有宁波市委宣传部曾经写过

的一部报告文学《东方大港：宁波》。但是当我

读了陈崎嵘的《东方大港》后，就发现最充分传

达出“东方大港”气势的还是这一本。陈崎嵘的

叙述洋溢着自信、豪迈和大气，写出了东方大港

的大气和强势，作品的内容有历史有现实，有宏

观有微观，有整体也有细节。从作品的艺术形

式上说，本书的叙述语言是毫无挂碍地一气呵

成，其叙述充满着一种自信心和自豪感，有一种

气贯长虹的境界，从而使得作品读起来很是鼓

舞人心。

这部作品的构思很成功。写一个地方港口，

但是没有孤立地写宁波港口的历史，而是将其放

在整个新中国70多年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写，这

就是人们所说的“大格局”。报告文学创作现在

流行大格局的思路，一般作家从大格局去构思

时，往往会在结构上十分讲究，但陈崎嵘并不受

流行的影响，他并不在结构上玩花哨炫目的东

西，只是跟着宁波港的发展历史一路写来，从新

中国建立初始几乎是一无所有的港口写起，到如

今如何成为全球名列前茅的东方大港，历史脉络

非常清晰。另外，陈崎嵘并不是流水账似的对历

史进行平铺直叙，而是在书写中表现出一种高超

的逻辑思辨力，他抓住了每一个历史阶段的重

点，叙述有详有略，对历史有一个整体把握，在他

的心目中，新中国的历史，虽然有波折，但总体来

看，就如同坐标图上的一个红色箭头，一直朝着前

方和上方延伸。他就是在这一历史观的引领下去

认识宁波港的，他将这种历史观贯穿在叙述之中，

每一个历史环节都有它值得称颂的一面，每一个

章节都是鼓舞人心的。正因为陈崎嵘是将东方大

港放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来写的，所以通过

东方大港也折射出中国发展的整体面貌。

陈崎嵘写事件型报告文学并不就事论事，既

要把事情讲清楚，又要写出事情背后的内涵和精

神。因此他在这部作品的前后部分便有所侧

重。同样是强调宁波港人的拼搏和奉献精神，前

面部分主要是写人们在体力上的拼搏，后面部分

基本上是写智力上的拼搏，而这种侧重让我们看

出了时代的变化。

本书中的人物形象给了我突出印象。东方

大港大大小小的角色都是很有野心的，总想把

事情做得更大，或者说他们是很“贪”的，我觉得

用“贪”这个词形容宁波港人非常好，他们“贪”

不是为个人私欲而“贪”，而是因为他们总是不

满足，总想把事情做得更大。比如他们刚刚在

长江出海口的最佳位置建设起了武港码头，一

切都还在开创期，但紧挨着武港码头是鲁能集

团的万方码头，因为考虑布局不合理，鲁能集团

打算放弃这个码头，宁波港人一听到这个消息，

即刻活跃起来，上下一条心，最终收购了万方码

头。事实上，他们收购下来也不清楚应该怎么

发展，但这丝毫难不倒宁波港人，他们在实践中

摸索，很快就将万方码头做成了最有影响的木

材港口。据说现在又要转轨发展别的项目，至

于转轨是否成功还不清楚，但他们就是有这个

勇气在实践中去闯。在阅读中这一点给我的印

象特别深。

这部作品虽然重点报道的是“事件”，但陈

崎嵘始终是围绕人物来写事情的，毫无疑问，这

其实是文学的基本原则，因为文学是人学，世上

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来做的。陈崎嵘对此体会犹

深。他通过宁波港的建设和发展，写出了宁波

港人的性格。他们是一群有事业心，敢闯、有气

魄、有胆识的人。难得的是，陈崎嵘用不少篇幅

写宁波港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代表着未来和

希望。我特别欣赏他写到年轻人的时候，还花

不少笔墨去写他们的爱情，表达了这样一种主

题，即今天我们这么拼搏地去建设，其目的就是

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其中有小两口的口

述实录，这是陈崎嵘专门跑到年轻人的家里，变

着法子让小两口坦白是怎么谈恋爱、闹矛盾的，

口述实录读起来很亲切，也更增加了作品的真

实感。

《东方大港》以开门见山的方式从1949年

新中国收编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宁波港口写起，

让读者马上进入到历史场景之中。这是开门见

山的长处，但略微遗憾的是，如果先有引子，能

够概括性地把宁波舟山港当前在全球的位置鲜

明地交代出来，也将宁波港口的辉煌形象呈现

出来，然后再进入历史，这样整部作品的效果会

更好一些。另外，作者在后记中反复提到了孙

中山的《建国方略》，如果能简单介绍一下《建国

方略》具体内容，就更有利于读者理解东方港口

的历史意义。

《东方大港》是陈崎嵘以学习

者、思考者的身份，对以宁波舟山港

为中心的浙江一体化海港群作了广

泛深入的采访而后写成的。追随着

作者的行踪和思路，我随读随想，时

有得获。一些新鲜的印象、一些兴

奋的观感，简选几处，爰记如下。

锁匙与响箭

在舟山北仑港酝酿创建初期，

作者曾经在参加过北仑港矿石码头

大会战的“老码头”张贤彪、李建华、

陈亚光引领下，登上高高的桥吊，颤

颤巍巍地往下看，感觉由长长的引

桥、一长一短的两处不同类型的船

舶卸货泊位所组成的码头全景，像

一个英文大写字母“F”。由此生

发、想象开去：“从陆地视角看，这

‘F’仿佛是一把巨大锁匙，表达着

中国人尝试打开海洋宝库的热情与

渴望。从海洋视角看，这‘F’分明是海洋射向

陆地的一支响箭。它夹带着呼呼的风声，撞击

着漫长的海岸线，飞向广袤的大地，提醒人们

关注海洋、重视海洋”。

这个比喻和联想，一下直击港口作为我国

发展海洋经济的引擎的经济特征：它汇聚着在

中国广袤的山河大地深处蕴蓄、涌动着的发展

潜能，急切地要经由港口向浩瀚的海洋发散开

去；它又承受着从海洋发射、逼近过来的锐利

的箭镞的冲击，时时接纳着经济全球化时代传

递过来的声息。港口不仅是海运过来的物流

的终端或末梢，它更是联通内外，以其吸纳力

和辐射力显现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方式和

水平的一个时代的窗口。

作者深入不同的港口，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观照码头作业空间的现场景观，感受这些日新

月异地变幻着的现场实景的视觉和情感冲击，

读者也跟着作者一次次加深对宁波舟山港瑰

奇景观的印象，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港口的

认识。

港口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是经济发展的晴

雨表。《东方大港》详赡地写下了一段段港口创

建小史，生动地写出了自然条件不同、承接物

流功能各异的港口对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国际

国内双循环发展的枢纽作用，写出了港口在反

映实体经济的兴衰和物流走向方面的灵敏

性。新时代的现代化港口是延展的一长串联

通方式与物流样态的综合概念。在作者翔实

而具象的报告中，海港、内河港、海河港、陆港

（无水之港），乃至无纸之港、无形之港、云上之

港……水水联运、河海联运，海铁联通、集装箱

衔接集卡群联运等种种运联方式迅猛发展，以

物流种类赋名的铁矿石码头、砂石码头、木材

码头、粮油码头、散货混装码头全面开花，千姿

百态。港口拉动各种形态的经济带，有的向

港、产、城、湾一体化的港产城发展，有的提升

固有功能，为对接长三角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

国家战略服务……所有这些新时代政治经济

学、工程技术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的概念、定

义、术语，在一般情况下，是被文学家视为畏途

的。但新时代新形态的报告文学作者，却是无

法完全趋避的。《东方大港》的作者，能够知难

而上，以深厚雄健的笔力、用文学的语言，用场

面、人物、细节，予以形象地表现、生动地传达。

大鹏与航母编队

2015年，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兼任浙江省

海洋港口发展委员会（筹）主任、党委书记的孙

景淼，受命进行浙江海港建设实施一体化的专

题调研。他带着夏海伟、毛剑宏等人听取各地干

群意见，又逐港作资源调查，优化分析，集思广

益，综览全局，逐步理清了思路、明晰了搭建起

浙江海港的四梁八柱。对他筹思既久、梦魂牵

系，终于顿悟，从而草拟规划的过程和情景，作

者曾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秋天的一个凌晨，睡梦中的孙景

淼似乎灵感突现。他一骨碌从床上爬

起来……走进书房，卷起窗帘，拧开台

灯，铺展稿纸，奋笔疾书起来：优化港

口布局。“十三五”期间，全省港口总体

布局是“一体两翼多联”，即以宁波舟

山港为主体，以浙东南沿海港口和浙

北环杭州湾港口为两翼，联动发展义

乌国际陆港及其他海港口。犹如一只

振翮高飞的大鹏，也似一个组合完整

的航母编队。

上述“一体两翼多联格局”的提

法，是“东方大港”现实发展过程的形

象化表述。《东方大港》一书的主体结

构，就是依照这个既有想象力和前瞻

性，又有历史感、现实动作感很强的

框架展开的。由于大港集群建设是

多点参差推进的，所以作者采取了

“花开多朵，各表一枝”的写法，几条

时间线交叉错落，或前溯或后推，时而写“一

体”的奠基、发育、长成，时而写两翼的布局、

舒张、高翥，然后抓住“东方大港”跃入世界强

港之林的几个时间节点，予以浓墨重彩的绘

状，把毛剑宏主持港政后的几次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大手笔，作酣畅淋漓的抒写，形成

纪实文字交响乐章的华彩乐段，并抑扬顿挫、

从容庄重地推向高潮。

在宁波舟山港崛起腾飞过程中，读者看到

了一波又一波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

之风的鼓荡、推送、托举；看到了浙江海港人不

忘初心、审时度势，把孙中山先生写在《建国方

略》里的东方大港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几代领

导人呕心沥血谋划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进入

新时代后加深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放在心里，践行在海港建设的步履中，风

雨兼程，接续奋斗，把一个个构想和蓝图化为

壮美伟丽的现实图景。当读者沉浸到宁波舟

山港“成长记”的具体章节中时，会看到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一浪又一浪地波浪式扩展，一旋又

一旋地螺旋式上升的生动图景，看到了各种各

样的市场主体或从内陆涌向海港，或从国外叩

关跨越国门，实行一次一次组合、混合、整合、

竞合，实现着联运、联通、联接，用各种复杂的

联系方式，联系起各种生产经营要素，编织成

无远弗届的供应链，为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

构成命脉相连的共同体。

通则活，合则强。通则利天下，合则益万

方。顺时代之风势，循市场之规律，才能使“大

鹏”之“一体”强大，使“两翼”张大奋起，使“东

方大港”向世界大港、强港昂然挺进。一个个

活力四射的港口，组成国家拥有的强大的港口

网络，就成了一个屹立在东方、雄视环球的大

国市场主体，它的能力联系着联合国所使用

的“海上连通性指数”，联系着支撑全球海上

贸易基本要素的消长，成为助力全球生产要

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

融合的巨大引擎。如此浮想联翩，深感陈崎

嵘之写《东方大港》，确乎是思及“国之大者”的

切实之作了。

在描写宁波舟山港“一体两翼多联格局”

步步化为现实景观的过程中，一个个接续奋斗

的主持港务团队的海港人，他们那样充满生

气。像《东方大港》这样写长时段历史和现实的

生活变迁、多侧面记叙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的

报告文学作品，要求以事系人、人以事从地呈

现出一些特写与速写片段，以个体的人的剪影

写真，更真切地感受人物群像含蕴之丰、分布

之广。作者努力记叙了“东方大港”建设史上各

阶段不能遗漏的一整个接续相承的系列人物，

显示了作者写一部“东方大港”发展史的史家

意识，这也是对当前主题性大型报告文学文体

新发展新变化的敏锐感觉，也是对报告文学史

志性的自觉认识与忠实运用。

这几年跟陈崎嵘见面较多的是在有关网络文学的活动上。因

此，看到出自陈琦嵘之手的报告文学《东方大港》，着实感到意外。现

在看来，他在关注网络文学发展的同时，实际上还在做着另外的大

事，那就是为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的创作潜心努力。要写作《东方大

港》这部反映宁波舟山港70多年来演变历程的作品，并不是仅凭已

有的资料与匆促的现状考察就能写成的，其中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状

况与问题、事件与人物，还要把握脉络、弄清问题，吃透采访对象和作

品涉及的工业、航运发展、海洋科技等方面的材料。从作品承载的内

涵与流畅的表述来看，作者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东方大港》把从解

放之初军代表进驻接管，到发展成为今天的东方大港，由小变大、由

弱变强,把舟山港70多年来筚路蓝缕的发展演进过程写得系统全面

完整。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东方大港》的主干故事是舟山港自身由求生存到求发展

的艰难历程，尤其是借助改革开放的时代东风，主动求变、深化改革，

一步步地做大做强的进取过程。但作者并不孤立地写舟山港的单打

独斗，而是把舟山港的发展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书写其历史性

发展变化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呼应。因此，作品通过舟山港的巨变，以

点带面地书写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巨大变化以及奋勇向前的历

史趋势。比如，作品涉及到舟山港在发展过程当中管理方法与人事

制度的不断变革、经营策略与扩建速度的不断提升，包括早期对周边

小港的合并、后来跟上海港口的密切联动，都让人看到舟山港如何利

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使自身不断发展变化，同

时也以舟山海港由日新月异的渐变成为“东方大港”的浙江故事，折

射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故事。这些都跟国家坚持改

革开放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势密切相关。

第二，作品写了舟山港在求新求变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和感人故

事，但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这些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舟山港在不

同时期都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幸运的是，不同时期都有带领企业走出

困境的、披荆斩棘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时代，也

就是舟山港历史发展的中期和后期，先有李令红，后有毛剑宏，这两

个人物形象丰满，起到转折与领航的作用。如果说这个作品是舟山

海港的“大传”，那么大传里包含了两个人物小传。李令红与毛剑宏

不只是舟山港这个单位与部门的领导，他们是在不同时期开创新局

和勇往前行的改革家。李令红在二次创新改革中起的推陈出新的作

用是举足轻重的，毛剑宏在三次创新创业中也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

用。某种意义上讲，李令红掌舵时期是拐点，是整个海港发生重大的

转折的开始，而毛剑宏的再度改革，把海港建设提升了一个更高的台

阶与境界。所以，我觉得《东方大港》在写舟山港的改革开放进程与

成果的同时，也以舟山港为舞台，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奋战在海港战线

的弄潮儿与改革家。

第三，《东方大港》这部作品在每一章的题目之后、正文之前都引

用诗词作为重要的引子，比如孟浩然、李白的作品，全书的结尾部分

还有作者自己的一首诗，这些有关诗词诗作的引用与点缀，把作者的

诗歌爱好和诗人特长发挥得十分充分。这些看似与作品无关的诗词

使得作品原本紧密的叙事突然有了一种间歇、一种跳跃，通过这样一

种方式让纪实的节奏变得比较张弛有度，也给作品增加了诗意，作品

看起来不那么沉重，甚至给人一些艺术或者精神方面的想象。

我认为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应该具备三个

方面的才能：一个是激情，一个是文采，一个是

思想。陈崎嵘这三方面都不缺乏，这也是为什

么他退休以后一直在写报告文学，而且一部比

一部写得好的原因。

陈崎嵘聚焦时代主题，《航民：一个共富的

村庄》写的是小康中国向富裕中国过渡的一个

村庄的样本；第二部报告文学《愿天下无甲肝：

毛江森传》写的是中国病毒专家、中科院院士，

曾担任过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毛江森的

故事，主题是健康中国；今天的《东方大港》同

样是聚焦时代主旋律，写的是丝路中国、开放

中国的故事。

《东方大港》的题材很重大，宁波舟山港连

续13年货物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一名，2021年

货物吞吐量达到了12.24亿吨，集装箱数量达

到3108万标箱，居世界第三位。作品注重抓

一些关键节点，比如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聚

焦过去和当下，把历史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很

好地勾连起来。作品写了宁波舟山港的前世

今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货物运载

量只有非常小的内陆小港口，到后来经历了几

次华丽的转身，比如说北仑港的横空出世，到

后来强强联合，再到今天东方大港建设成了一

个智慧的大港、数字化的大港，把历史和现实、

过去和现在很好地勾连起来。

作者也很好地把国内和国外关联起来，因

为东方大港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

窗口，作者在书写的时候时刻注意把宁波舟山

港的建设、发展历史放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

下，时刻跟时代关联起来。比如，1978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给宁波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就

是让北仑港崛起。宁波舟山港是在国家政策

机遇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改革开放的标杆、范

本，在新时代它无疑又成为践行“一带一路”倡

议，开展“一带一路”合作重要的桥头堡。

作者注重把海陆联合起来。东方大港当

然是一个海港，充分利用航海便利开发建设，

因此作者也着重写了浙江海港跟内陆港口的

联盟发展、联动发展。例如书中提到，北边有

杭州湾一系列的港口，南边还有温州港、台州

港、内陆港口等等，这样的结合让人觉得很有

特色，这也是作者在创作《东方大港》时采取

的与别人不同的视角。此外，作者还在书里

写了很多小人物，写新时代的建设者、劳动

者、奋斗者，比如大国工匠式的人物、桥吊司

机，创造历史纪录的一些劳动者，这是这本书

的亮点。而且，作者还充分发扬了他在诗词

方面的修养和造诣，诗词的引用和应用也是

恰到好处，引用了历史上孟浩然、李白、杜甫、

王安石到毛泽东等名人的作品，跟每个章节

的内容都是非常匹配的。包括结篇的时候，

诗兴大发写下了东方大港之歌，起到了画龙

点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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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的勃兴，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一个生动缩影，更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成

功样本。陈崎嵘的长篇报告文学

《东方大港》以宁波舟山港发展史为

主要内容，以浙江海洋港口一体化

建设为延展，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

人对宁波舟山港建设的宏伟构想，

展示了浙江海港人在新时代建设中

的奋斗精神与时代风采。这是一部

宁波舟山港发展的艰辛历程与辉煌

成就的见证之作，也是一部向中国

共产党建党百年献礼的厚重之作。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