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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第
八
届
鲁
迅
文
学
奖
述
评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与往届相比，面临着更为
复杂的社会、自然、历史与人类的语境。作家们面
对的是已经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这些变化骤然
突袭，振动了每个作家的神经。报告文学作家们
敏感地触摸和书写着这个丰富而多向的现实，书
写触及国运、民生、人性的话题。在呈现时代精
神、展示大国风范之外，多了许多人文关怀、文化
思考与深度的精神挖掘。

尽管338部参选作品最后获奖的只有5部，但
在一轮又一轮的淘汰赛中，在评委们激烈交锋的
讨论中，我们窥见到了近年报告文学作品的鲜明
刻度。我们可以从题材、表现手法、叙事深度等方
面看出这届参选作品的一些特征。

首先是作品题材的丰富性、广泛性。仅就获
奖的5部作品看，已经覆盖了自2018年以来的
诸多社会焦点的靶心，如建党百年（丁晓平《红
船启航》）、航天科技（龚盛辉《中国北斗》）、时
代英模（钟法权《张富清传》）等。特别是脱贫攻
坚成为2020年最重要的社会现实，我们也读到
了全面描写国家扶贫行动的《国家温度》（蒋巍），
以及反映区域脱贫攻坚行动的《江山如此多娇》
（欧阳黔森）。

丁晓平的《红船启航》穿越时间，写出了“从红
楼到红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开天辟地到共同
富裕”的百年建党史诗。龚盛辉的《中国北斗》以
亲眼看见航天科技发展过程的经历，描写了大国
重器研制与发射组合的全过程，作品宏大壮阔。
蒋巍以他有力的步伐跑遍多个扶贫地区，以细腻
而优美的文字完成了《国家温度》。可以说，这部
作品的厚实度是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所少有的。
欧阳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娇》以激情昂扬的文字，
发出了贵州人民脱贫攻坚的声音，读来给人以震
撼之感。钟法权的《张富清传》是一部独特而又新
颖的作品。张富清是一位隐藏功名60载的英雄
人物，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表彰，该书用细节完
满地还原了传主90余年的本色人生。

最终入围前十的作品除了以上类型外，还有
从一个精神病患者角度叙述精神抑郁症的作品

《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李兰妮），
书写曾经影响了新中国一代人的“大三线”建设主
题的《热血在燃烧——大三线峥嵘岁月》（鹤蜚），
描写影响了几代人的楷模焦裕禄的作品《大河初
心》（高建国），全景式呈现青藏高原科考历程的
《青藏光芒》（马丽华），描写隐姓埋名的志愿军英
雄柴云振的《迟到的勋章》（王龙）等。

第二是表现方式的多形并重。传统的单线结
构、顺时叙事不再是唯一的呈现方式。表现国企
改革后工人命运的《百炼成钢》（唐朝晖），以口述
实录的方式和客观冷静的叙事姿态，描述首钢工
人搬迁后的遭际。在历史叙事中，有些作品不但
是在叙事历史，还在历史的密林深处窥见到了历
史的另一副面孔。何建明的《革命者》、徐剑的《天
晓：1921》等作品正是在历史话语中攫取出独特的
叙事空间，从而让人耳目一新。即使是主题创作
的作品，在主观视角之外，也能够看到客观呈现和
多维突进并举的状态，形式与内容、故事与话语都
具有了令人惊异的表现。

第三，本届参选的作品在题材的新鲜程度上
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作家们在现实题材中找到了
新视角，在历史话题中有了新发现。航宇的《路遥
的时间》从作家朋友的角度出发，有深度、有新料，
也有贴近的观察、理性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了作家
路遥平凡的真实。蒋巍的《国家温度》虽然是宏观
描写扶贫，但是作家却找到了几个不同的独特的
切入点，找到了宏大架构下微观进入的方式。高
建国的《大河初心》写的虽然是焦裕禄，却发现了
新材料，找到了独特的表述语言。作家不只是事
件的复述人，更是观察与发现者，他们挖掘到了叙
事对象的与众不同，并果断地以文学的方式介入
现场。

第四，大多数作品在思想深度与认识高度上
有了一定的提高。虽然相当多的作品只是再度重
述与复现过往的题材和事件，却从深度思考中挖
掘出更为深刻的认识。古岳的《冻土笔记》，肖林、
王蕾的《守山》，肖睿的《库布其与世界》，董保存的
《涅槃：北京“动批”三十年》，禾素的《春天里的人

们》，詹文格的《寻路中医》等作品，在事件叙述的
基础之上，对事件的起因、现状有了较为专业与深
度的剖析，提出了在人物与叙事之外的反思与追
问。读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够清晰地厘清事件原
委，更能认识到事件的本质，至少提供了对事件的
个性认识与剖析，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主题创作也有较深入的探索，如厉彦林的《延
安答卷：脱贫漫记》、曾平标的《中国桥：港珠澳大
桥圆梦之路》、叶梅的《粲然》等，虽然在主题写作
方面向前走了一小步，却是点亮作品、使作品升华
的关键一步。留给读者思考和回味的可能恰恰就
是这一小步，正是这一小步隐秘着作家激情之外
的理性与见识，让读者触摸到了事件的精神高度。

第五是作品的文学性有了明显提高。白描的
《天下第一渠》、韩小蕙的《协和大院》、孔见的《海
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等作品文字厚
实，抒情说理，叙事精当，都有较高的文学性，体
现了作家们良好的文学修养与功底。蒋巍的
《国家温度》显示出作家一贯的文学素养，语言讲
究，结构严密，叙事洒脱，展现出报告文学的独特
品质。马丽华的《青藏光芒》语言讲究，在文学描
述之中加进了更为严谨的科学思考。

从根本上来说，报告文学是报告，更是文学。
语言、叙事、结构都要具备新颖独特的、美的实
质。总体上看，作家们秉持文学理想，恰当地使用
了叙事话语权，让作品释放出独特的馨香味道。

但众多的参评作品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某种
单一性，如主题创作几乎成为大多数作品的风
格。这种写法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有些作品
却成了简单的宣传与口号，甚至成了某种单纯
的正面描述。有些撰写英雄业绩的作品，除了
简单的赞美之外，几乎看不到作品要表达的社
会、道德和文学意义，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省
的。如果在作品中看不到作者的思考，更不能在
叙述中找到震撼与启发，作品所散发出的那些“一
路激情一路歌”的情绪，除了能够暂时唤起某种冲
动之外，其实没有更大的价值。好的报告文学作
品必须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思辨性，好作品应该

在冷静客观的叙述之外，具有深刻而独特的思想
性。只有在主题写作之外加入个性化的、有深度的
思想判断和哲思描写，作品才会丰富且具有灵性。

旋律与和声是构成音乐表现的核心，如果把
文学作品比作音乐，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旋律就是作品的主调和叙事主题。同时，一部作
品只有主音没有和声，就会失去曲调的悦耳与和
谐。只有当和声加入进来，作品才具有艺术叙事
性。旋律与和声是不可分的，正是两者的配合与
合理的比例才使音乐具有一定的高度。文学作品
亦然，含蓄性、委婉性、语言的优美性不只是其他
体裁的专利，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特征。

另一个现象是作品的问题意识、反思意识不
够。虽然有表现比较突出的反映粮食问题的《中
国饭碗》（陈启文）、《粮食，粮食》（何弘、尚伟民），
表现生态保护的《治沙愚公》（陈玉福）、《荒野归
途》（张赫凡）等，但还有很多作品虽然触及到了一
些社会、精神层面的现象，深度远远不够。这一方
面反映了作家社会责任感的缺位，另一方面说明
作家创作准备的不足，甚至是仓促上阵，没有想到
向题材的深度和难度探索，去寻找叙事的力量。

虽然有上述问题的存在，但从参选的作品中
也能感觉到某种大可期待的未来。首先，从参选
作品的数量上就能够感受到报告文学创作繁荣的
态势。338部报告文学作品在所有参选的类别中
是最多的，差不多都是几十万字的长篇，有的甚至
是几卷本的大长篇作品，这极大表明了作家们高
涨的创作热情。

其次，大时代、大事件、大眼界为作家们提供
了不尽的创作来源。我们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
已过百年，而今天所面临的文化变革与思想进步
更加复杂、更加丰富。除了时代的变迁，还有自
然、生态、社会、政治、军事等多重变革与寻路。
历史交错、时代进程的大幕为作家们打开了一个
个崭新的、有深度阐释价值的视域。“无穷的远方”
和“无数的人们”都在等待着作家们去真实地描写
和表现，这是报告文学创作无尽的源泉与不尽的
矿源。

文学的旋律与和声文学的旋律与和声
□□张志强张志强

随着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工作落下帷幕，各个门类
的获奖作品一并浮出水面。五部诗集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
诗歌奖，它们是：刘笑伟《岁月青铜》、陈人杰《山海间》、
韩东《奇迹》、路也《天空下》、臧棣《诗歌植物学》。它们
从219部参评诗集中脱颖而出，展现了各具特色的主题趋向
和艺术成就，引领了刚刚过去的四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
诗歌的潮流。这五部诗集同这时期出版的其他众多诗集诗歌
作品一道，汇聚成一股股涌动的诗意的潮汐，宽阔而美丽。

韩东的诗歌在最近40年的中国诗歌版图上，占据了一
个特殊的位置。他是“第三代诗”的重要诗人，其诗歌创作
和诗学主张均产生过较大影响，已经得到较为深入的探讨，
40余年来他笔耕不辍，不断寻求创新。他认为“作品不在于
大，而在于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反复，把你的生命力灌
注进去”，其集结了125首新作的获奖诗集《奇迹》正体现
了这一点。这部诗集可谓他诗歌创作的延续和深化，在保持
以往诗歌中的简洁笔触和冷峻风格的同时，又在字里行间增
添了一种令人动容的温情，比如《我们不能不爱母亲》一诗
中写道：“爱得这样洁净，甚至一无所有。/当她活着，充斥
各种问题。/我们对她的爱一无所有/或者隐藏着。//把那张
脆薄的照片点燃/制造一点焰火。/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爱一个
活着的母亲/其实是她活着时爱过我们。”这部诗集，在对亲
人、朋友、动物、自然的叙写，对生与死、爱与痛、现实与
未知的观察和沉思之中，显示了看待自我与他者、个体与世
界的宽远而平和的眼光，以及关于生命意义的透彻领悟。韩
东的诗歌语言质朴而精细，感受绵密而幽微，以充满耐心的
写作，向读者提示了凝视和感知日常生活中“奇迹”的特别
视角。

作为有三届援藏经历、之后留在西藏工作、曾获得
“2014年度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称号的诗人，
陈人杰诗歌的引人瞩目之处，不在于其题材和语言本身，而
是他以诗意之眼对那片辽阔的雪域高原的领略与抒写，融入
了他的生命感悟和现实情怀。获奖诗集《山海间》被称作是
一部“走遍西藏山山水水写下的心灵之书，是雪域悟道的灵
魂之诗、生命之思，也是高原诗歌向着诗歌高原迈进的愿望
之书”。他本人也说这部诗集“是我用渗血的脚趾踩出的五
线谱，是边走边‘唱’，将他乡走成故乡”。陈人杰扎根基层
十余年，这些诗歌仿佛是从他跋涉过的土地中自然生长出来
的，尤其是第一卷《世界屋脊的瓦片下》中的诸篇，如《卓
玛拉山》《岗巴》《陈塘沟》《吉隆沟》《嘎玛沟》《雍则绿
措》《扎曲河》《麦地卡》《卓玛朗措》《康庆拉山》《曲登尼
玛》等，所写到的山川无不经过了他双脚的丈量，也经受了
他诗与思的触摸。陈人杰的诗歌再一次说明，现实是创作的
真正源泉，而生命体验是艺术升华的动力。

臧棣的《诗歌植物学》堪称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奇观，
这部诗集以600余页的大容量，抒写了人们生活中的近300
种植物，试图构建一种别具一格的“植物诗学”。这些形态
各异的植物诗，并非一般意义的咏物之作，毋宁说它们是借
助于对植物的抒写，一方面表达他对生命、自然、万物的重
新打量与反思，另一方面呈示他深入词语或语言内部、对其

进行反复打磨的过程。由此在该诗集中会读到这样的句子：
“柠檬的手感太特别了，/它好像能瞒过医院的逻辑，/给你
带去一种隐秘的生活的形状。/至少，你的眼珠会转动得像/
两尾贴近水面的小鱼。”（《柠檬入门》）“我用芹菜做了/一
把琴，它也许是世界上/最瘦的琴。看上去同样很新鲜。/碧
绿的琴弦，镇静如/你遇到了宇宙中最难的事情/但并不缺少
线索。”（《芹菜的琴丛书》）前者中，植物身上浸润着隐忍
的情愫，后者中，植物则成了通往语言和诗艺的秘道。很多
时候，臧棣的确是把植物的身形与语言的暗影叠合在一起，
通过处理人与植物、植物的“物性”，重置词与物的关系，
在植物的千姿百态中辨认或创造与之相应的语言，因为他所
坚持的诗观是：“诗歌在本质上总想着要重新发明语言”，

“诗歌的特性也是由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所触及的某种特殊
的行为来完成的”。这部诗集即是对此的一个印证。

路也属于越写越好的诗人，诗集《天空下》给人强烈印
象，借用诗集中第一首诗的标题： “辽阔”——辽远而开
阔。这是一种仰望“天空”后产生的辽阔，也是一种基于

“天空”视野观看事物和生活的辽阔。“天空”确实是这部诗
集的关键词之一：“天空已经蓝到举目无亲了”（《辽
阔》），“天空为大地上每个人分配着光阴”（《尽头》），

“在天空之路，以云彩作里程碑”（《天空的记忆》），“天空
是巨大的平静”（《秋天的栗树林》），“抬头望见天空卸下/
云朵和深渊”（《峪谷》）……“天空”不仅是她日常生
活、旅行、交往中无处不在的背景，而且寄寓着她对人生的
感怀和对世界的思考。这部诗集中，路也的目光既是向上的
（追寻天空的玄深），又是向下的（面对大地的浑沉）；既是
向外的（朝万物敞开），又是向内的（探入心智内部）；因
此，她的诗歌中既有琐屑的日常，又有形而上的意绪；其诗
歌的语调既包含了宣叙的絮语，又不乏内省式的沉思。路也
说：“我想在表达人的局限的同时，朝向无限和永恒……生
命变得辽阔，诗就辽阔。”诚哉斯言！

刘笑伟是新一代军旅诗人中的佼佼者，诗集《岁月青
铜》收录了其近两年的作品，是一部全景式扫描新时代中国
军旅生活、展示新时代中国军人风采的力作，兼有铁血军人
的家国情怀和侠骨柔肠。当然，贯穿这部诗集的还是强军兴
军的主题，整体上显得硬朗、刚健，正如谢冕先生在为该诗
集所作的序中写道：“军旅诗，绝不可少的是诗中应有风云
之气。军人的诗可以有柔情，但不可没有钢铁的音响和节
奏”；“那些诗句都是钢铁的韵律。犹如夏日的篝火，暴雨般
锤击，金属浸透迷彩，在晃动的灯光下，响彻我们灵魂的四
壁。”这部诗集的标题由“岁月”和“青铜”两个词语构
成，让人油然生出一种沧桑之感，喻示着经过“岁月”磨砺
之后的“青铜”，既可以指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军人形象，又
可以指军旅生涯淘洗出来的诗篇，还可以指向一个战士对和
平生活和美好未来的祈盼：“当有一天，所有的枪/在沉寂中
长满青苔，或者生根、发芽/它所吐露的花朵/是人间最美的
春天。”（《枪族》）而这，也应成为军旅诗的主旋律之一。

以上五位获奖诗人及其作品，在本届的参评诗集以及近
年来的中国诗歌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韩东的诗歌传递了

中国当代诗歌于平凡中发现“不凡”的书写传统，陈人杰的
诗歌表现了新时代重大现实主题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臧
棣的诗歌彰显了语言的多种可能性与技艺的探索性，路也的
诗歌拓展了中国当代女性诗人的视域，刘笑伟的诗歌展示了
新时代军人的崭新风貌。同时，这五位诗人有一个醒目的共
通点，就是他们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均在20年以上，他们
怀抱虔敬之心，执着凝聚着诗意、锤炼着诗艺，其纯正的创
作品格势必会推动诗坛的正向风气。

总体而言，包括五位获奖诗人及其诗集在内的本届所有
参评诗人和诗集，还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参评诗人的年龄、职业等的涵盖面比较广。本届
参评诗人中年龄最长的是96岁的耿林莽先生，作为中国当
代散文诗的重要开拓者，他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
睹，他的参评诗集《落日也辉煌》包括从他以前的1700章
作品中挑选的73章和新作72章，不失为其毕生创作之精华
的展示，令人感佩的是他在耄耋之年完成的部分新作，仍然
蕴含着饱满的热情、充满锐气的诗思锋芒以及结实而张弛有
度的词句。令人感佩的还有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些诗坛“新
人”，其中格外值得一提的有伽蓝、榆木等。伽蓝是一位来
自北京门头沟深山里的小学教师，他在工作之余坚持写诗近
20年，却很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他的参评诗集《磨镜
记》质量很高，显出一种可贵的朴直和厚实，且不乏力度和
深度，于积极的洞见中隐隐透出一种沉潜的气质。而来自山
西晋城的年轻诗人榆木，他的诗歌表现出的是另一种沉潜，
身为一名煤矿工人，他善于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取灵感，将身
边的普通人事转化为创作的资源，诗集《余生清白》里的作
品犹如幽暗地层的一束束亮光，给他身边的人和他自己带来
了温暖与希望。

其二，参评诗集的题材和主题十分丰富。同样写西部风
景，倘若说陈人杰的诗歌描摹了雪域高原的壮丽，那么阿信
的诗笔勾画出的则是一种苍凉，他的参评诗集《裸原》聚焦
于其所生活的甘南草原，写活了那里的自然风物，有人说他
的创作“是在抢救性、保护性地为我们保存着草原上日渐消
失的文学图景和诗歌经验”；而马行的笔下又是另一番情
形，他的参评诗集《无人区的卡车》里出现的场景大多是沙
漠、戈壁、盆地、油田……这个勘探队员在勘探石油的同
时，也在勘探词语和句子。在题材和主题的开拓方面，王学
芯敏锐地注意到了转型期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诗集《老人
院》是在实地走访20多家老人院之后，对老龄化问题的一
次集中审视；池凌云关注的是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微小事
物，诗集《永恒之物的小与轻》以沉静而谦恭的态度，寻索
着那些“小与轻”的“永恒之物”；剑男的诗集《星空和青
瓦》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凡俗之人：村庄里最后一个拖拉机
手、卖鸡仔的小女孩、河边的洗衣人、剥笋的人、挖藕的
人、烧炭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世的悲伤与坚韧；韩文
戈的诗集《开花的地方》处处隐现着一种纵贯古今的时间意
识和历史感，将远古与现时、记忆与真实交织在一起。

其三，参评诗集显出多样化的风格。除五部获奖诗集各
自独特的风格外，其他参评诗集亦可圈可点。其中，现实主

义风格的作品所占比例很大，比如另一位军旅诗人陈灿在与
他参评诗集《窗口》同名的长诗中，以写实的笔法展现透过

“窗口”所见到的高山、大地、江河与人群，表达了对历史
建造者和现实建设者的讴歌，气势颇为宏大。同样是温婉、
细腻的风格，三位女性诗人张烨、张战和叶丽隽的诗歌就有
差异，张烨的诗歌冷峻而饱含深情，张战的诗歌富有机巧而
活泼，叶丽隽的诗歌柔和而率性；另一位女性诗人李轻松的
诗歌则有“打铁”般的豪气，并掺杂着较多的戏剧化风格；
向以鲜的诗集《生命四重奏》以严整的四个章节唱出了对生
命、“物性”的礼赞，宛如糅合了庄重风格与戏谑风格的奏
鸣曲；周所同的参评诗集《我的民谣——小曲一唱解心宽》
如其标题所示，是化用了地方民间资源的再创作，有一种鲜
明的“民谣”风格。

上述特点，实际上也对应着当前中国诗歌创作的基本生
态与发展趋势。可以相信，藉由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
出，中国现代诗歌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会有更多新生
力量汇入这片诗意的潮汐中，把中国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新的
高度。

诗意潮汐的宽阔与美丽诗意潮汐的宽阔与美丽
□□张桃洲张桃洲

诗 歌：

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作家

们敏感地触摸和书们敏感地触摸和书

写着这个丰富而多写着这个丰富而多

向的现实向的现实，，书写触及书写触及

国运国运、、民生民生、、人性的人性的

话题话题。。在呈现时代在呈现时代

精神精神、、展示大国风范展示大国风范

之外之外，，多了许多人文多了许多人文

关怀关怀、、文化思考与深文化思考与深

度的精神挖掘度的精神挖掘。。

韩东的诗歌传递韩东的诗歌传递

了中国当代诗歌于平了中国当代诗歌于平

凡中发现凡中发现““不凡不凡””的书的书

写传统写传统，，陈人杰的诗陈人杰的诗

歌表现了新时代重大歌表现了新时代重大

现实主题和中华民族现实主题和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臧棣的臧棣的

诗歌彰显了语言的多诗歌彰显了语言的多

种可能性与技艺的探种可能性与技艺的探

索性索性，，路也的诗歌拓路也的诗歌拓

展了中国当代女性诗展了中国当代女性诗

人的视域人的视域，，刘笑伟的刘笑伟的

诗歌展示了新时代军诗歌展示了新时代军

人的崭新风貌人的崭新风貌。。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