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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步走到浪潮前……如此贴近了海洋，贴近了这
里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发生的一切，那盛装这一切的
内心一角，竟然感到那样的厚重和辽阔。眼观四海，放声
惊叹；心驰汪洋，无比激昂。”采访结束的那个下午，丁捷
在如东洋口港，面对澎湃的大海发出了这样的深情慨叹；
并在整理近百人的采访和千万字的资料后，落笔写下以
海洋为背景的工业题材报告文学《望洋惊叹》。作品叙述
了如东海岸这一片千年滩涂建成世界级港口的沧桑巨
变，书写了如东人在海天苍茫之间辟我草莱、征服命运、
生生不息、创造奇迹的精神历程。

《望洋惊叹》是一部书写如东人向海图强的心灵史和
精神史。如东建港，如“小狗耕田”，几十年过去，这片荒
凉的滩涂如今已成为国际大海港洋口港，建成千亿级临
港产业集群，建成国家级能源岛“阳光岛”。这样的奇迹，
如东人是怎么做到的？丁捷意识到必须要回溯到时空的
原点，在如东人祖先留下的足迹中寻找如东人的精神基
因，才能观照出如东玉汝于成的历史与人的传奇。而他
作为南通人，在回望历史深处时，还带着一份深切的乡
愁，乡愁弥散在这片土地的神话、传说、地理、气息、饮食、
性格之中。必须回到历史的细节里去，为今天的时代奇
迹寻找到那个恒久的精神密码。

2000年前，在扶海洲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逃难
而来的三人结为异性兄弟，开荒种地，下海捕鱼，繁衍生
息。如东人认三人为祖，以他们“辟我草莱”的拓荒精神
为血脉之源。而地理条件恶劣又注定了这片土地伴随着
数量和程度惊人的自然灾害，暴雨洪灾不断，饥荒病疫连
绵。与灾难的长期抗争锻造了如东子民顽强的生存意志
和永不气馁的坚韧品格。在“海子牛”的传说中，我们看
到了如东人谦卑敬畏、虔诚感恩的美德，以智慧的态度对
待给予慷慨馈赠又充满威胁的茫茫大海。更令人感佩
的，是在近现代以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尤其是抗日战争
中，如东人民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忠勇无畏的
民族气节，在黄海之滨立下一座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如东丰碑。新中国成立
后，在党的各项政策指引下，如东人兴修水利、围海造田，发展养殖业，真正
成为这方土地的主人，并逐渐从求生存到求发展，走向共同富裕，一直到今
天亿万级海港洋口港的奇迹建成。如东千年变迁史，就是一部如东人苦难
悲壮、诗意辉煌、向海图强的生命史。

“南黄海巨浪澎湃，如今推送而来的是世界的气息，是时代的潮音。而
推送它的那种博大深层的力量，来自沉淀在海洋深处的历史，来自临海人
千秋万代精神的张力。”沧海桑田，精神恒久。正是如东人与海洋千年共生
的智慧与勇毅，坚韧与豁达，创造了这苦难土地上的人间奇迹。

《望洋惊叹》是一部从个人经验上升到时代经验的书写。文学的主体
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个人经验的书写。在一个快速发展，价值多元的时
代，个人经验变得更加丰富但同时也更为偏狭。如何从对个人经验书写上
升到对时代整体性经验的书写，是我们当下文学创作面临的课题。在这一
点上，主题写作似乎具有天然优势，其采访对象和写作对象总是比常人更
多地参与国家建设与社会事务，他们本身就是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的人
物。当创作聚焦于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时，也就能与更广阔的社会和时
代经验取得自然且真实的联系。这就要求作者在人物选择、细节筛选上下
功夫，以此成功塑造性格鲜明且立得住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望洋
惊叹》在对如东洋口港建设者群像的塑造上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

满脸海风黑，朴实敦厚、快言快语的洋口港建设局负责人陈国华高处
登临，满心骄傲，“我们看这一切，跟来观光的客人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们有
亲身的经历，有青春热血，有无数夜以继日的奋斗细节，在这些景色里。”是
的，这是所有对洋口港建设倾注了感情、热血和智慧的人们的心声。他们把个
人融入了这一场伟大奇迹的创造之中，在一个充满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的
建设集体中，甘于付出、乐于奉献、相互鼓舞、创造奇迹。

“如东这个旮旯，盼得来星星，盼得来月亮，就是难得盼来首长”，一句
话带出幽默风趣的老县委书记严长俊。在蛮荒的滩涂边，饱含热泪的严长
俊向省领导激动讲述要在这里建大型港口的宏大设想。如东人正是以这
番浪漫气质与“小狗耕田”的毅力，在20多年后达成了这个惊人梦想。围垦
干部周树立代表全县人民去拜访和邀请港口规划设计专家顾民权，驻扎他
办公室多日，拖地、打开水、抹桌子一样不落，等候出差的顾民权回来；最终
在火车上以广播找人方式成功“截获”这位重要人物。这种干事业的钉子
精神感动了顾民权，也令读者动容。在众多人物形象中，副县长单晓鸣令
人印象深刻。她是在除夕夜拉着行李箱风尘仆仆出差回家的女县长，是带
着全县重要领导在北京和香港看着菜单价格不敢点菜的女县长，更是那个
雷厉风行，敢于拍板，能够成事的女县长。在多角度的故事和细节叙述中，
一个泼辣爽利、敢作敢为，又聪慧深情的女县长形象跃然纸上。

这样的如东人物还有太多太多，他们是洋口港万千建设者的群像，更
是无数勇敢智慧如东人的缩影，他们身上散发着乐观忘我的人性光辉，涌
动着一种令人激动而感怀的集体主义精神。如东人辟我草莱，坚韧不拔的
精神气质在他们身上熠熠生辉。他们的个人故事汇聚成中国故事中璀璨
的如东篇章，他们的个人经验，正是如东经验和新时代经验的集中写照。

作者在横跨两千年的时空之中，放眼古往今来的如东变迁，在历史与
现实两条线索的书写下，以虚实相生的叙事手法，展现了如东自古以来向
海图强的奋斗史和精神史，为读者呈现出当代发展奇迹中的历史脉络，以
及历史烛照下的当代成就，真正做到了历史性与当代性的有效融合。作品
从事实出发，在今昔对比中真诚赞颂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发出慨而慷的内
心惊叹，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可信的文本，既为新时代中国故事书写提供了
一个精彩的如东范本，也为当下主题写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写作向度。

（作者系长沙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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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家走进广阔的现实生活，热情
高涨，创作出了大量具有现实性品格、风格各异的作
品，承载起新时代文艺的浪起潮涌。其中，聚焦于重大
工程项目主题的报告文学，既是纪事与写人相结合的
历史书写，也是读懂中国跨越式发展的时代表达。

围绕重大工程项目以非虚构性手法进行全方位纪
事性的报告文学，一以贯之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跨越
发展的时代精神；塑造重大工程项目一线的基层干部、
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形象，则是其必然使命，可谓

“文章合为时而著”。相比于全国，地处苏中沿海的南
通如东，经过40多年的逐梦、20多年的努力，堪称如东
发展新命脉的洋口港横空出世，成为值得向世人报告
的时政大事。来自南通的知名作家丁捷，其长篇报告
文学《望洋惊叹》正是对洋口港的溯源式主题书写，虽
然是言说南通一隅的真实故事，却以小见大，具有全
国性意义。《望洋惊叹》多维度剖析洋口港，书写了一
个南黄海之边的滨海小县因为洋口港的建造而改变
命运的前世今生，详细记录了当地人们如何顺应大
潮、坚韧不拔，最终谱写了关于南通跨越式发展史上
的当代传奇。

“纪事”的力量：新时代重大工程题材的格局。南
通如东，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北翼，东面和
北面濒临黄海。它靠近南黄海，多滩涂之地，自然地理
条件较差，长期以来交通落后，产业不发达，在江苏人
的印象中总是与落后、贫穷为伍。伴随着洋口港和苏
通大桥的兴建，使得南通如东融入上海，融入海洋经济
圈，走上了时代的快车道。洋口港是跨世纪重大工程，
在《望洋惊叹》中，南通如东实现“跨越”的意义至少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的跨越，作者从2000多
年前的历史入笔，交代了如东地区作为古长江入海口，
有作为深水港的潜质。具体从1980年代开始写起，从
规划、立论，到融资、立项等，再到开工建设，全书娓娓道
来，还原了港口建设的历史进程。二是经济模式的跨
越，作者描写了如东从江河模式向江海模式的变化，在
经济上，GDP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是精神的
跨越，如东人以前是守穷，后来代之以自信，作品描写了
如东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奋
进、开掘精神，虽然书中借县委书记之口有“小狗耕田”
的说法，但当地民众实际上延续了张謇围垦、兴办实业
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东人民在围垦史上奋起直
追、不甘人后的精神，便是最好的证明。

洋口港这一跨世纪重大工程的兴建，不仅推动了
生产力的发展和当地经济的跨越，而且给当地人们带
来精神的满足与自信。《望洋惊叹》围绕修建洋口港展
开了详尽的纪实，包括阳光岛、桥梁以及配套的铁路、
高速公路，相关的产业链、跨国企业，都是基于洋口港
而来。《望洋惊叹》中涉及洋口港这一重大工程的历史
与现实、数据与资料，相当真实和客观，读起来有很强
的现场感与历史感。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丁捷作了充
分的前期准备，对洋口港兴建的来龙去脉、历史地理以
及地域性格都熟记于心，能从长时间的跨度来宏观把
握这一重大题材；另一方面也因为作者强调社会实践，
坚持实地调研和采访，以眼见为实、真实至上为原则，
作品中许多动人的素材和细节是他本人通过采访、调
研第一手资料得来的，让人感觉作者就像工程建设的
亲历者一样。

“写人”的气度：新时代重大工程题材的背后站着

鲜活的人物。《望洋惊叹》整部作品，重点在于写人，全
书16章，多数章节都有主要人物作为支点来建构和统
筹，全书将人的生命、追求和意义与洋口港联系起来。
洋口港的建设故事是外壳，里面包裹的却是一个个有
名有姓的鲜活的当代人物。

人物群像丰富、面貌清晰是《望洋惊叹》的一大特
点，作者擅长把人物写活，通过对推动重大工程项目的
人物进行追踪、塑造，将存在于案牍之上的一个个人名
塑造成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在人物谱系上，《望洋惊
叹》里有这样几类人物：一类是基层干部，即推动洋口
港建设的推动者，主要以南通、如东市县两级的干部最
为突出和典型。作品中先后出场的人物达数十人，各
级领导干部如南通市委书记罗一民，历任如东县委书
记、县长等。如东县周树立、袁新安、杨镜吾等具体在
第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着墨也较多。二类是为工程
奔走呼告的专家、学者，如王颖院士、朱大奎教授夫妇，
如光荣榜上的七位院士，如严以新、顾民权等人，他们
严谨、求实，遵循科学家精神，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三
类是投资者，如将如东视为家乡的港商代表杨燕，作品
塑造杨燕这一人物非常成功，与女副县长单晓鸣并列
到一起颇具说服力，两个女性人物性格不一、矛盾不
断、斗争不止，但最后成为握手言和的好友，为洋口港
建成这一目标而站在一起。四类是普通建设者，如渔
民志愿者，当地普通百姓即是，像作品中关于徐老大的
故事，多处谈到，十分生动，可见在洋口港的兴建过程
中，如东当地民众对领导、专家的支持，对工程的支持
是毫无保留的，一心只想让工程建成落地，造福一方。
《望洋惊叹》具体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多回避肖像描
写，侧重人物的对话、行为和一些有趣的细节，常常枚
举特殊的事件、经历，将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起到了画
龙点睛的作用。比如村支书王永明女儿让出婚房让专
家居住，渔民徐老大志愿“背夫”的故事都颇为感人。
这些生活化的故事，经过作者艺术的剪裁，几笔便将人
物写活了。

写得如何：与宏阔思想并行的艺术追求。丁捷有
诗歌、散文、小说的多文体创作经历和优势，在写作报
告文学《望洋惊叹》一书时，思想与艺术的结合便成为
一个着力点。在如何“纪事”与“写人”时，作家看重文
学性的彰显。

首先，作品充分调遣非虚构性文体的纪实品格，强
调真实、自然、实在。呈现真故事，还原真正的建设现
场是作品的内在追求。运用典型人物与事件来说话，
具有说服力，起到了率先示范的作用。文中的典型事
例很多，如罗一民书记的决策、担当，在各种考验面前
的言行；单晓鸣副县长一行到北京出差吃饭、到香港请
杨燕喝下午茶的故事，都因囊中羞涩而引发，这些细节
如珍珠一样穿插在报告文学作品中，可触可感，给人以
真诚温暖之感。其次，作品的结构呈现完整、自然、绵
密的特质。全书共三部分，从兴叹到惊叹再到咏叹，每
一部分又分章节，但并不冗长、单调，其中诀窍便在于
整体结构的设计巧妙，使得整体与部分相互成就。以
人物带动故事，环环相扣、有张有弛，使作品具有引导
性和可读性，形成一气呵成的内在气韵。在结构布局
上，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法，在历史与现实、不同地域
之间进行广泛对比，形象鲜明地反映了如东的蝶变之
路。最后，作者注重纯文学性要素的融合、搭配，强化
了作品的审美力量。作者发挥小说家讲故事的能力，
叙述精炼、对话简洁，人物充满个性化。譬如开篇第一
章描述如东三兄弟的传说，展现历史、地域与人的精神
关联；又比如穿插的故事，往往是几句笑话，或是对白，
夹叙夹议，都有打动人的力量。

总而言之，丁捷长篇报告文学《望洋惊叹》的基调
是乐观、昂扬、积极的，整部作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多
维度书写了如东洋口港的前世今生。整个作品以“纪
事”与“写人”为主轴，在新与旧、今与昔的多重对比中
展开书写如东的笔墨，奏响了一曲呈现跨世纪重大工
程的时代赞歌。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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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与“写人”：跨世纪重大工程的时代赞歌
□颜同林

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既是一种文学传统，也是一种创作方法。新时期以
来，描写我国重大工程的文学作品不少，如反映三峡工
程的《国家行动》（何建明），专注青藏铁路的《东方哈达》
（徐剑），聚焦港珠澳大桥的《天开海岳》（长江）等等，这
些作品紧跟现实，共振时代，深挖工程人事因果，为重大
工程作一文学史志，有利于弘扬时代精神、彰显事功价
值。丁捷的《望洋惊叹》，副题是“南黄海洋口港的前世
今生”，也是一部关于重大工程洋口港的文学作品，旨在
为洋口港立传。与其他同类作品不同的是，该作观照不
仅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更是历史的，从而让描摹对象
的性质起了变化，洋口港在作家笔下成为具有象征意味
的物质与精神的自在之物。

超然物外是常态，洋口港其实并非广为人知。从狭
义的地理位置、区域经济角度而言，此海港对如东县、南
通市乃至江苏省都意义重大；从广义的国家战略而言，
此海港对中国乃至亚太经济格局亦有影响。洋口港位
于江苏如东县，是典型的离岸型深水港，由阳光岛海上
作业区、金牛码头区、长沙镇临港工业区及黄海大桥等
陆海配套设施组成，目前拥有3条10万吨级以上深水航
道，6座LNG，通用和液化品码头全面启用。洋口港驱
动的港口经济，在国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长江经济带
布局中居于重要位置，对如东县、南通市经济社会发展
举足轻重，远景能否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棋眼”，作品
自有水到渠成的逻辑。

《望洋惊叹》围绕洋口港的建设抒写如东人、洋口港
的发展史、奋斗史、精神史，如东人数千年来与自然、大
海相亲相争，改革开放40年来探索拼搏，20年来向海图
强，所涉事件纷繁复杂，相关人物三教九流，故事推演跨
越千载，在作家笔下汇聚成“兴叹篇”“惊叹篇”“咏叹篇”
三大部分。两条叙述线索在三大部分中齐头并进，一阴
一阳，谓之道。“兴叹篇”，起也，叙述洋口港的动议、发
端，兼以如东人及其原始精神的发轫、生成，以作家回忆
昔年如东调研牵引，杂糅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古今沿革
等，全面展现如东“辟我草莱”的历史文化、精神性格，揭
示东方大港之因；“惊叹篇”，承转也，叙述洋口港玉汝于
成、众志成城的人间奇迹，全面展现如东人“海子牛”的
开创历程和奋斗精神；“咏叹篇”，合也，叙述如东、洋口
港择邻而处的企业、源远流长的文脉，昭示出洋口大港

背靠历史，文化前驱，不断航向深蓝的未来。
《望洋惊叹》抒写一种港口史记。在辐射沙洲中建

港，全世界无先例，中国史上更没有在平原淤泥质海岸
建港口的先例。自古以来，如东人历经无数天灾人祸，
拓荒向海，艰难求生，新中国成立之前，生活图景并无实
质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如东人激活了沉睡的文脉文
心，敢于“无中生有”，敢于围垦造港，把荒滩泥地硬生生
打造出当代传奇，这是如东文化厚积薄发的成果，是时
代精神的体现。在洋口港酝酿、考察、规划、实施、兴建
的40年接续奋斗过程中，作品客观描述了一群人物，如
决策者中的罗一民，爱国商人杨燕，一线奋斗者单晓鸣、
周树立、袁新安、杨镜吾、陈国华，科学家王颖，渔民徐建
泉等等，他们都是洋口港开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讲
求科学、大破大立、不畏艰难、敢于创造以及为生民负
责、为事业负责的精神性格历历可见可感，作家以人、事
互推互现，相互成就，共同铸就洋口大港的非物质丰碑。

《望洋惊叹》弘扬一种文化精神。从故事角度而言，
现实生活大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只有给出一种正向的
文化、精神指向，即具备超越性的文学作品，才有存在流
传的价值。丁晓原曾评论到，“从某种角度而言，《望洋
惊叹》是一种厚重的精神史叙事，精神叙事的分量很重，
感染力也最强烈。”作品着眼于港口，立足于文化，以个
体抒写推动宏大叙事，以宏大叙事结构精神文化，作家
不避今人，于篇首、“兴叹篇”“惊叹篇”“咏叹篇”分别引
用李金华、范仲淹、张謇、罗一民的话，概括如东人的精
神特质，从自然地理、宗教文化、人文风情、物产特产详
述如东文化流脉，正是这种地方文脉才能结出这种精神
之魂，这种精神之魂正是根植于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
这种文化精神在笔者看来，其实接通的是“愚公移山”和

“精卫填海”，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望洋惊叹》呈现一种文明指向。英国学者格林·丹

尼尔在《最初的文明》这本书里，提出文明的三条标准：
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建筑。某种意义上，物质文明也
即物化的文明形态，港口特别是海港无疑始终引领文明
的风向标。从这个角度看，海港是海洋文明的显著标
志。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庄子·秋水》：“于是
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数千年来的中
国，一直望洋兴叹，这是地理和文化决定论的产物。在
作家笔下，南通、如东出现了例外，如近人张謇所说，治

百里之河者，目光必出百里之外；治千里之河者，目光必
出千里之外。办一县事，要有一省之眼光；办一省事，
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之眼光。今人李
金华所说，“吾乡吾民，韧于性，明于心，敏于行。与洋
结盟，问海图新，洋口成港，流沙涌金，千年不弃，成功
成仁”，南通人、如东人有世界眼光，地方主政者，咬定目
标，不问穷通，不避艰险，接力向海图强，正如作品最后
引用“太平洋的风”所喻示的那样，洋口港从围垦造田的
靠天安天的农耕文明，终将蝶变成吞吐天下的海洋文
明，迎接浩浩荡荡的太平洋的风。

《望洋惊叹》实践一种叙事革命。从性质上看，作品
是报告文学；从实践看，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在写作手
法与结构上有创新之处。

一是在场写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
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
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
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
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作者
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坚持以“在场”的姿态贯通整部作品
始终，从上世纪90年代初洋口港的动议发轫陪省领导
实地采访，到2023年最后一次采访登上阳光岛，倾听戴
玉强演唱的《太平洋的风》，大有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
海”之感慨。作家深入现场、深入历史、深入文化，从港
口建设、文化历程内部视角零距离接触生动的实践，跨
越中介直接面对读者，增强了作品和历史的现场感、真
实性，而真实是生命力的源泉。

二是双线并行。正如前文提到的，作家从文化和实
践两条线虚实并进、相辅相成。在时空布局上，嵌入历
史事件，合纵连横毫无违和，把洋口港和如东人的圆形
性格塑造得有层次又饱满，正如某学人指出的，作品因
此具有多重性价值，既有文学的价值、史志的价值、文献
的价值，也有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

三是史记态度。作家敢于以当代为政者入史题记，
记述事功事言，以如东人的代言人身份特作标记，体现
出忠于事实的良史态度和史记精神，不因人废事，不因
人废言。这也是作家的胆略和眼光所在。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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