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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年度综述年度综述

20232023年报告文学年报告文学：：

传递时代强音传递时代强音 彰显向善向真向美力量彰显向善向真向美力量
□李朝全

回望刚刚逝去的 2023，经济社会、衣食住

行，一切都在“恢复重建”中向好发展。与此相应

的，报告文学继续充当着记录历史先行者的角

色，对世界变局和时代巨变及时作出回应，秉笔

直书记录鲜活的历史进程，反思前行过程中的种

种问题、困惑、经验及教训，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建议，自觉担当社会责任，践行历史使命。

主题创作引领主流

主题创作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中不可回避

的重要话题。报告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时代

特色的文体。注重对现实及时的反映、报告和

表现，传递时代强音，表现时代主旋律，彰显向

上向善向真向美的力量，这当然是报告文学创

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加上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

门对于主题创作的倡导引领，特别是通过启动

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以及“五个一工程”奖、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十

四五出版规划、“中国好书”、作协重点作品扶

持、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主题

创作在当下已然蔚为大观，形成主潮。当然，对

于主题创作决不能作狭隘的片面的理解。凡是

聚焦革命历史和新时代社会生活，讲述精彩中

国故事，塑造出彩中国人，传递和表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表现和讴歌真善美主题，能够引起

读者共情共鸣、具有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的作

品，都可以归入主题创作。主题创作包括新时

代叙事、新红色叙事，特别是对新时代历史性成

就、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作出反映与表现；也包

括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红色叙事，以及其他聚焦

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历程中艰苦卓绝的抗争、奋

斗、进取与成就，塑造代表性人物，描写历史性

事件，表达中国精神，弘扬爱国报国、改革创新

精神的文学创作。

何建明在主题创作和国家叙事方面持续发

力，成果最突出。2023年度他推出的《复兴宣

言》描绘新时代上海的发展历程，《大飞机从上海

起飞》讲述中国制造自己的商用大飞机的故事。

《石榴花开》以新疆塔城市为样本，反映各民族人

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聚焦新疆多民族

团结协作、携手发展。《我心飞扬》关注中国芯片

研制前沿，张扬华虹520精神。《炼狱》揭示贵阳

息烽集中营的真相，生动刻画了当年关押在息烽

集中营的革命者群像。这些作品无疑都是红色

主题叙事，撷取的都是各个地域各个领域的有代

表性、典型性的人物和事例。

无独有偶，多位作家将创作的目光投向了西

部。徐剑的《西藏妈妈》和周桐淦的《和你在一

起》分别聚焦西藏多民族大家庭对于孤儿的救助

事业和江苏南通对口支援新疆伊宁的故事。《西

藏妈妈》描写一群富于大爱情怀的孤儿的“代理

妈妈”，表现人间深情和国家温度，体现的实际上

是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作家们纷纷将视线

转向边疆和多民族共同体，反映民族团结融合、

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可能是当下及今后报告文学创作一个值

得关注的新动向。

对新时代新成就新征程新气象的描写，无疑

受到了创作组织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特别的重

视。叶梅、赵晏彪、贺颖的《雄安记》瞄准已经创

立5年的国家千年大计河北雄安新区的建设发

展历程，展现雄安的创新与突破。杨黎光的《奔

腾的深圳河》应和改革开放45周年，描述深圳河

两岸香港和深圳两座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堪称

近现代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缩影。李春

雷的《江山如画：水北镇的新生活》选取江西新余

市的一座小镇，烛照党建引领商会给乡村振兴带

来的新风貌。张国云的《浙里风》则着力反映浙

江省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进程。徐刚的《守望山

川》用散文化笔触，讲述福建建设绿水青山生态

文明的故事。陈启文的《可可西里》以时间为轴，

描绘西部广袤戈壁草原的保护与变迁。李青松

的《大金山之本》和郭保林的《大江本纪》一短一

长，分别聚焦北京的山和长江之水，具有抒情诗

意之美。鲁顺民的《将军和他的树》、王剑冰的

《中国绿》反映的都是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分别刻

画时代楷模退役将军张连印和塞罕坝机械林场，

情感饱满。钟兆云的《奔跑的中国草》反映中国

菌草技术对外输出推广，特别是走进亚非造福当

地百姓，这实际上讲述的是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

生动故事。纪红建的《大国制造》，选取长沙株洲

湘潭等地几个制造业的典型企业，将企业家个人

成长与企业发展历程勾连起来，表现中国的“世

界工厂”传奇以及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的艰

辛历程。尹红芳的《杜鹃红》讲述江西瑞金革命

老区100名红军后代脱贫致富走向乡村振兴的

故事。李朝全的《天平如磐》及时反映社会主义

法治先行示范区深圳前海在法治建设方面的变

革与创新。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生态文明、

法治中国建设的进展，都是新时代的显著成就与

发展标志，作家在这些方面捕捉题材、发掘主题，

回应时代召唤，应合时代脉搏，这是报告文学应

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科技强国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科技自信

自立自强是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2023年

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如既往地将笔触聚焦科技发

展前沿成就，塑造科学家形象，弘扬科学精神，助

推科技强国。杨黎光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以“两

弹一星”元勋朱光亚作为主角，展现其非凡一

生。黄传会《仰望星空》和《中国北斗传》以孙家

栋作为主角，兼及诸多的航天科技专家的故事，

表现中国航天事业不无悲壮的发展历程。李春

雷的《中国之影》追述中国录影录像设备发展往

事。火箭发射专家崔吉俊的《天路飞舟：中国载

人航天发射亲历记》以亲历者的记忆，真实还原

中国载人航天发展历程。唐明华的《情到深处》

倾情讲述郭永怀以身报国的动人一生。高鸿《大

地英雄》和钟法权的《三测珠峰未了情》聚焦国测

一大队，反映地理测绘事业的艰辛与成就。许晨

的《生命至上》关注肿瘤治疗，刻画治癌专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于金明的生动形象。周建新的《中

国“稻路”：超级稻诞生记》既是关于超级稻研发

推广的史记，也是关于两位研究超级稻的科学家

杨守仁、陈温福的传记，表现了严谨求实的科学

精神和爱国为民精神的高度统一。作家笔下的

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时代楷模、功勋人物、英雄

模范，都写出了弘扬爱国、敬业、奋斗、牺牲精神

的有感染力的作品。

对革命者、红色历史、战争往事的描写也是

主题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2023年是抗美援朝

战争胜利70周年，出现了一些描写和反映抗美

援朝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这无疑是令人欣慰

的。譬如，李舫的《回家》讲述志愿军烈士魂兮归

来、遗骸还乡的故事，颇具价值。丁晓平的《胜

战》深挖史料塑造五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形象。

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关涉

一代伟人的纪实形成一个小高潮，很好地抒发了

人们的追念与缅怀。丁晓平出版了《世界是这样

知道毛泽东的》，追溯《毛泽东自传》出版传播经

过。纪红建推出《游学·1917》，追记青年毛泽东

和同学萧子昇当年自费旅学在湖南境内开展社

会调查的故事。王雄出版了《毛泽东号，永远的

火车头》，生动揭示领袖号列车命名的来龙去脉

等诸多历史内幕。何建明再版他的《红墙警

卫》，从卫士长的视角讲述历史往事，还原一代

伟人的形象，对于人们了解完整真实的毛泽东

很有帮助。

革命往事和燃情岁月无疑都值得文学铭

记。丰收《太阳是一颗种子——寻找消失的可可

托海》回望解放后一代建设者在西部开发开采矿

石的故事。青年作家康岩发表了《播火者郭大

力》和《“辟路者”瞿秋白》，深情缅怀《资本论》的

译者和一代革命先驱。王龙的《军人的荣耀》反

映军队的仪仗文化，表现荣誉表彰对于军人的激

励作用。这些作品都可归入红色题材，旨在传承

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向社会传达正能

量。

社会问题报告引人关注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热点事件、重大课题特别

引人关注。三年疫情令人印象深刻，公共卫生事

件事关每一个人，事关全人类。李朝全的《2020

武汉保卫战》，用详尽的资料和数字记录了三年

前那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新冠的人民战争。同样

令人关注的是国人的精神卫生健康，李燕燕的

《疾病之耻》聚焦令人讳莫如深的疾病以及疾病

对于人精神和心理的矮化耻化，她的《穿越焦虑》

关注的则是精神病患社会问题；长江的《我用生

命作证》聚焦肥胖问题和糖尿病对于国人的困

扰，都引人警醒。

李燕燕的《“赢了官司”以后》描写欠债不还

的“老赖们”的生存处境，揭示法治中国建设任重

而道远。她和张洪波合著的《创作之伞》反映著

作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都是具有普遍性

社会意义的法制课题。还有一些作品聚焦医疗

保险、社会就业、教育、环保生态等问题，都各具

价值。陈启文的《谁在月夜哭泣》讲述“长江女

神”白鳍豚的灭绝悲剧，带给人以深刻警示。马

克燕的《向阳而居》反映高房价之下在大城市如

何安居的课题。张仲全的《现金哪儿去了？》回望

人民币支付往事，关注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

厉彦林的《“淄博烧烤”传奇》对2023年度的一大

热门话题——淄博烧烤热及其兴衰历程进行深

入的剖析，给人以启示。

社会问题与人人相关，关于社会问题的反映

表现特别是深刻的揭示与反思，必定是能够引起

广大公众共鸣的，因此，报告文学作家理应在现

实焦点热点问题方面多下功夫、深入开掘，写出

真正能够呼应人民心声的佳作。

传记创作生机勃发

传记作品的出版数量历来可观。传记创作

包括人物传记和城市地域、山川湖海等方面的

传记。人物传记中有不少是描写英雄楷模先进

榜样的，其中既有历史人物，如杨义堂《河道总

督》讲述明朝治河功臣潘季驯充满曲折的人生

传奇；也有现实人物，包括以英雄为主角的，如

钟法权的《硝烟中的号角——百战英雄王占

山》、张雅文的《无悔的冰雪人生——走进中国

冬奥冠军的世界》；以普通人为主角的，如聂雄

前的《鹅公坪》是关于家乡亲友老师等一众人物

的素描和速写，特别是关于其大哥聂建前的故

事尤为感人。

城市传记，尤其是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

的传记业已形成一个创作和出版的热点。一些

出版社策划组织推出了一批城市传记，包括《北

京传》《南京传》《广州传》《深圳传》《成都传》等，

有的城市传记还出现了多个版本，如《杭州传》，

2023年就有王旭烽所作的，也有张国云写的，可

见作家们对这一题材的热衷。城市传记如何写

出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和博物志般的知识性、趣

味性、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艺术性，是作家们还

需深入思考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梅洁的

《大房山：千古一地》在这方面进行了一次成功

的探索。她用深情叙述和生动故事描述房山的

千年历史，从周口店北京猿人到西周琉璃河遗

址，直至隋唐开凿石经山佛经洞窟等。房山的

悠久历史映射出了首都北京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人文底蕴。

山川湖海等的传记一直是传记创作的一个

主要的增长点。赵德发的《黄海传》从历史到现

实，反映黄海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休戚相

关。郭保林的《大江本纪》可谓是一部长江新

传，以夹叙夹议、富于抒情韵味的文字，围绕长

江流域的经济社会、生态地理、文化历史等各方

面展开，具有百科书、博物志式的价值。青海人

民出版社正在组织阿来、徐剑、赵瑜、徐则臣等一

批名家创作系列山川江河传“新山海经丛书”，无

疑值得期待。

此外，报告文学青年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引

人瞩目。重庆女作家李燕燕获得第五届茅盾文

学新人奖，王龙等几位优秀年轻作家获得首届

“秋白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入选 2023年度中

国文学排行榜等，彰显了报告文学生机勃勃、

后继有人。

纵观 2023 年报告文学创作，主题创作一

支独大，传记创作兴盛依旧，而社会报告和个

人自主选择的创作则较为薄弱。与此同时，借

助文字+、音视频等方式制作的非虚构短片、纪

录片等备受社会关注。报告文学如何从多媒体

融合及互联网+、移动+中获取红利或获得双赢，

是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和报告文学界应当认真思

考并拿出切实举措的问题。如何大力增强报告

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何有效提升报告文

学的传播力与社会影响力、真正推动报告文学

高质量发展，是摆在文学界每位有识之士面前

的迫切课题。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评 论

非虚构文学的研究空间依然十分广阔
——评王晖《非虚构：文学纪实与荧屏像志》

□韩松刚

作为国内较早提出“非虚构”一词的研究者，

王晖一直致力于非虚构理论、非虚构文学的阐释

和观察。《非虚构：文学纪实与荧屏像志》一书就

是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合集。全书分上下两编，上

编“非虚构：滥觞、建构及流变发展”，包含了理论

新释、多维流变、域外观潮三个板块，下编“非虚

构：个案、专题及多维缕析”，囊括了城乡纪实、家

国叙事、荧屏像志三个部分。从理论到思潮、从

整体到个案、从文本到影像、从国内到域外，王晖

全面而清晰地为我们呈现了“非虚构”在世界文

学范围内的缘起、建构和发展。

在关于“非虚构”的争论中，这一概念的内涵

和外延始终是焦点之一。对此，王晖有着清醒的

认知和准确的判断。在《非虚构文学：影响、异

议、正名与建构》一文中，王晖从这一概念的异议

说起，谈到了“非虚构文学”的正名问题，在提及

非虚构的内涵时，他说：“‘文学’本身理应包含有

虚构与非虚构的因素，它在小说那里主要体现为

以虚构为核心的文体建构方式，在非虚构文学中

则主要地不表现为虚构，而是从虚构之外，通过

语言、结构、视角来实现其文体富于艺术性的建

构方式。”事实上，关于非虚构的争议之一，也便

是这种非虚构性和虚构性之间的辩难，因此，在

《现实与历史：非虚构文学的独特叙述》一文中，

王晖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界定，他说：“相对

于文学的‘虚构’写作，‘非虚构’并非某种具体文

体的写作，它更多的是指一个大的文学类型的集

合，譬如非虚构小说、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传

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性散文、游

记、纪实性影视剧本等等。”这一将非虚构写作归

纳为一种“文学类型”的做法，巧妙地厘定了很多

难以定义的理论难题。而对于这一厘定，他在

《非虚构：链接于文学与影视之间》一文中，再次

做了确认，“即使是在文学内部，非虚构也并非一

种类似于小说和诗歌那样具有比较清晰边界的

文体，而仍然是一种文体或曰文类的集合。这一

文类包含报告文学、口述实录、传记、纪实散文等

完全非虚构文体，也包含历史小说、新闻小说、纪

实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不完全或仿虚构文体。

因此，谈论非虚构其实是有点‘跨文体’‘跨文

艺’或‘跨文化’的意味，泛泛而谈很难说得清楚

其中三昧。”

可以说，正是通过这样扎实而有效的“理论

新释”，王晖将“非虚构文学”的定义问题进行了

重新的思考和界定，而这一厘定的重要性在于，

它为后续的非虚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基

础和框架意义的前提。王晖关于中国非虚构文

学的研究，除了这种理论性的思辨和判断之外，

还注重它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和文学思潮的“历史

性”、“当下性”和“大众性”。比如《1977—1986：

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一文中，他对新时期中国

非虚构文学的梳理和观察，可以看作是对新时期

中国文学发展史另一种方式的补充和丰富。《别

样的在场：近年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论》，更是以

一种独特的视角，展示了女性非虚构写作在介入

社会现实、拓展话语空间、丰富精神表达等方面

的“现场感”和“当下性”。而《现当代中国非虚构

文学的大众化品格》，探讨的则是新媒体时代，非

虚构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一种深刻

的文学类型有了更为全方位的大众化传播态势，

但另一方面，大需求下的“模式化”生产又同样给

它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

而在其关于非虚构文学的个案研究中，对于

非虚构文学的“地方性”、“真实性”和“精神性”的

追求，则让他的研究更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感内蕴

和思想力量。《诗性地寻找自己的真相》《扎根于

坚实土地上的乡愁》《举轻若重总关情》《悲壮拯

救的艺术报告》《以文学的名义彰显国家的伟力

与精神》等等，仅从题目来看，就能感受到作者在

判断、分析、阐释作品时所投注的审美情感和精

神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王晖也并不避讳非虚构

文学中“报告文学”所遭遇的非难，与批判、否定

相比，他更看重的是“报告文学”这一文类所具有

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王晖关于非虚构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具有一

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

域外视野，一个是跨界观察。《美国非虚构文学浪

潮：背景与价值》《激变时期的中美非虚构文学》

中对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非虚构写作进行了

扫描，也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非虚构写作进

行了钩沉，并对两者之间的潜在关联进行了颇具

学理性的分析，这样一种比较的眼光，在国内的

非虚构研究中并不多见。而《二元文本的艺术张

力》一文中，以诺曼·梅勒为例探讨非虚构和虚构

之间内在差异的具体辨析，则是在一种文化观念

的形塑和历史主义的态度之下，对非虚构文学的

“两难”进行的深切剖解和切身反思。

我们今天讨论的非虚构，往往更多地关注于

文本，但王晖则早已敏锐地介入到了非虚构文学

中荧屏像志的观察和解读之中。他的对于农民

工群体影像志、城市文化与影像表达、历史叙述

的影像出新等等的阐释和分析，对于我们重新认

识“非虚构文学”的内涵、重新理解“非虚构文学”

的前景，具有很强的启示性。尤其是对于我们如

何在影像时代，去认识非虚构文学的潜在发展空

间、叙事可能、大众影响等等，提供了十分清晰明

了的学术路径。

关于非虚构的讨论和研究已经有了几十年，

但非虚构仍然是一个难题。从概念的争论，到非

虚构和虚构之间的纠葛，再到非虚构自身关于真

实、想象、艺术的辩论，说到底还是众说纷纭。但

在王晖看来，抛开这些疑难杂症不论，非虚构文

学的研究还是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

一，非虚构文学概说；第二，非虚构文学主体类型

描述；第三，非虚构文学的时空扫描；第四，非虚

构文学的典范作家；第五，文学版图中的非虚构

文学；第六，非虚构文学与当代文化。由此来看，

关于非虚构文学的研究，留给当代文学研究者和

批评家的空间依然十分广阔。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副主任）

《非虚构：文学纪实与荧屏像志》，王

晖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12月

2023年报告文学创作，主题创作一支独大，传记创作兴盛依旧，而社

会报告和个人自主选择的创作则较为薄弱。与此同时，借助文字+音视

频等方式制作的非虚构短片、纪录片等备受社会关注。报告文学如何从

多媒体融合及互联网+、移动+中获取红利或获得双赢，是广大报告文学

作家和报告文学界应当认真思考并拿出切实举措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