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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罕、邢宇皓、卢泽华、常河合著的《山这边，山那边》

是一部非常有创意的报告文学作品，该作品详细记述了

一条新闻线索在30年间持续发酵并不断产生新闻效应

的情景。以劳罕为首的四位作者就是围绕这一新闻线索

进行采访、调研的直接参与者。一条新闻线索是如何推

动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并让这种推动力持续了30年之

久，我们完全能够从这部作品中寻找到答案。我虽然是

做文学批评的，但凭我的直觉都能感到这部作品所记载

的是一个具有极大价值的新闻案例，它一定能够成为中

国新闻史上的一个经典性的作品。然而我更愿意从文学

的角度来谈谈阅读这部作品的收获。我也并不是要分析

它的文学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说句老实话，在我读完

这部作品后，我就羞于大谈文学性了，尽管这部作品具有

突出的文学性，几位作者在文学语言上的追求令人折服，

但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文学批评家们在评价报告文学

作品时往往带着一种文学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遮蔽了

批评家的眼睛，以致他们只会用文学性的一些陈规去挑

剔作品，而忽略了报告文学作品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山

这边，山那边》把我从文学的优越感中惊醒，我强烈地感

觉到，文学应该向新闻学习，作家应该向优秀的新闻记者

学习。

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在现实生活

中其实存在着海量的新闻，作家要向新闻记者学习什

么？首先是要学习新闻记者的敏感性。他们能从海量的

新闻事件中发现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对记者有一个误

解，以为他们只要做到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记者确实是在记录真实，但他们在记录之前有一个发现

的过程，发现现实中最新出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新闻

记者的敏感性尤其体现在发现上，记者每天都会遇到大

量的新闻素材，他必须有发现的眼光，一眼就能发现哪些

有价值哪些价值不大。1995年，劳罕作为一名中央大报

的记者，听到了一条相邻两个村子在改革致富上有差异

的新闻线索时，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藏着的价值。这

里面的价值不是随便哪个记者就能发现的。那时候，农

村改革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村子通过努力致富是

非常普遍的事情，因此并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但是这

一次劳罕听到的是相邻两个村子的对比，他就是从这种

对比中发现了新闻价值。

发现的眼光是用思想训练出来的。因此优秀的记者

首先就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没有思想的记者顶多是一架

照相机，而且还可能是由别人掌控快门的照相机。劳罕

就是凭着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趋势的整体认识，和对

经济规律的理解，发现了这两个村子不同变化的内在原

因，当年他写出《山这边，山那边……》的新闻报道，不仅

真实记录了两个村子的现状，而且敏锐地指出，观念更新

已经成为持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他写道：观念能够生“金”，绝不为过。后来为什么劳

罕又会第二次再去两个村子采访，也与他的思想认识密

不可分。他从中国改革所发生的新变化中感觉到了中国

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触及更多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

题会在这两个已经处在农村改革前沿的村子里产生什么

影响？他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再去采访的。书中的“第四

章”是专门写第二次采访的，作者们在这一章的开头就首

先对全国农村改革的现状作了一个整体性描述，也许按

新闻写作的说法，这是在交代新闻背景。这个新闻背景

也就是作者的思想出发点，我们了解了作者的思想出发

点，也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接下来所进行的采访以及两

个村子为什么会有新的变化。

我们往往只看到记者忙于追踪新闻而去，却没有看

到优秀的记者总是有备而去的，这个“备”就是思想之

“备”。《山这边，山那边》让我们看到了，一条新闻线索是

怎样在记者思想有“备”的状态下得到最充分的开掘。带

着思想去采访，特别是带着自己独立思考的思想去采访，

接下来的写作就成功了一大半。我觉得，几位记者作家

每次去采访都是有备而去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的作家好

好学习。

劳罕和后来加入采访写作阵营的几位记者作家在

30年来持续不断地对两个村子进行采访报道，不断有新

的发现，不断写出新意，我从中又有了另一个新的发现：

记者也要打一口自己的深井。打一口深井，是小说家的

一个说法，小说家还会引用福克纳的话来自勉，福克纳说

“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大小的故乡”。《山这边，山那

边》让我对记者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首先凭着灵敏

的嗅觉，追逐着现实中的新而四处奔走，同时他们也会凭

着对价值的准确把握，开掘属于自己的新闻深井。洑家

村和下吴村这两个村子就是几位记者作家开掘的一口新

闻深井，他们守着这口深井30年，不断地从中开掘出有

分量的新闻来。《山这边，山那边》就是这口新闻深井不断

汩汩流出的清洌。能不能给自己挖一口新闻深井，还是

在于记者的思想。井是不变的，记者的思想却在跟着时

代和现实的变化而变，在变化中不断地深化。从第一次

采访的揭示观念更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到第二次采访

强调要做农村改革的升级版，要把思路放到转变增长方

式、推进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益上来。再到

第三次采访强调，农村发展既要重视“硬件”，也要重视

“软件”——不仅要口袋鼓鼓囊囊，更要脑袋亮堂堂。一

次又一次的重新采访，思想在不断地递进，新闻在不断地

深入，而这种递进和深入又与时代发展的节奏相合拍。

2023年的再次采访，其实是在以这口新闻深井印证了中

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同时从这里引出一

个新的思考：苏皖合作。为此作者专门写了第七章：两家

成了一家人。在几位作者的笔下，两个村子的合作就是

一个历史和现实的缩影，通过这一缩影，我们看到了中国

做强做大的整体趋势。当然，从一开始，劳罕去两个村子

采访就没有把思想拘泥在两个村子里，他始终有一个全

中国农村的大格局。这也有点类似于毛主席当年所说的

解剖麻雀的思想方法。30年的两个村子的报道，也完全

应和着农村改革起伏变化。这本书最后把目光投向中国

农村的未来，几位作者以“步子”“样子”和“路子”既凝练

又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美好未来，中国的农业正在全面升

级，生产方式踏着科技的步子；中国的农村正在全面进

步，乡居人家有了精致的样子；中国的农民正在全面发

展，千家万户走上富裕的路子。可以说，这本书始终贯穿

着思想的力量。

我称《山这边，山那边》是一部非常有创意的报告文

学作品，其创意就在于它不囿于报告文学惯用的文体，而

是以新闻性和思想性的相互印证作为叙述的内在逻辑，

在新闻场景的具体呈现中完成思想的阐释和辨析，是一

种别开生面的新闻性非虚构。这样的创意难道不值得报

告文学作家们认真学习吗？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当我翻开这本由劳罕等人历时近30年精心打造

的《山这边，山那边》时，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创作团队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扎根于江

苏和安徽两个村子进行田野调查，以30年的时光，探

索了中国新时期以来乡村变革的脉络。这种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精神，为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

树立了典范。本书的后记不仅是对文学工作者的启

示，更是新闻工作者田野调查的手记，展现了他们对

新闻事业的深厚情感与执着追求。

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勇敢与自省同样令人钦佩。

书中对比了江苏的下吴村和安徽的洑家村，虽然各

有优长，但书中并没有回避两地之间的发展差距。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对推动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自省意识和知行合一的精

神，是安徽人民出版社乃至整个安徽文化界的骄傲。

《山这边，山那边》更是一部观念的美丽文本。

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主题

中，作者巧妙地融入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这些观念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让读者

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些理念的力

量。宣城的美丽景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让这

一理念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在书中，我还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

厚底蕴。安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地，无论是

桐城派还是徽派朴学，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

遗产。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描述长三角地区守

望相助的精神，展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

传承与发扬。

总的来说，《山这边，山那边》不仅是一部优秀的

文学作品，更是一部集创作态度、问题意识、观念之

美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的典范之作。它为我们

这一代文学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为我们传

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了重要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任）

翻读长篇报告文学《山这边，山那边》，有一种惊喜

之感。这部作品不仅是深入生活扎根乡土的典范，更

是山乡巨变书写的典范，以及新时代文学写作的典

范。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虽然主题宏大，但角度

新颖，构思独特，以小见大，将“小”与“大”很巧妙地结

合了起来

我对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始

于 1995 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山这边，山那

边……》一文。从发现现象到写成这篇文章，再到最

终成为一本书，每个阶段都是一次飞跃。写这篇报道

时，需要敏锐的眼光、独特的思考和新颖的视角，作者

在两个不同省份的相邻村庄间发现了他们在发展、观

念上的差异，并在对这两个村庄的对比中，发现了思

想解放的力量，这篇文章引起了两个省的重视，反过

来促进了两个村庄的发展。而经过近30年的多次采

访，这本书已经成为展现我们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直至现在的改革进程的史诗性作品。从最初的报道

到如今的成书，可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让我们看到

了一山之隔的两个村庄间的竞争、比较，以及最终

的融合。同时，也反映了两个省政府扶持政策的融

合，以及它们融入长三角的过程。这部作品详尽而

典型地描绘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全貌，是一部以独特

视角写出了改革开放宏伟进程的著作，值得我们深

入学习。

鲁迅先生曾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部作

品正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题材，并通过近30年的深入

挖掘，呈现出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全景，虽然它写

的只是两个村庄，但在其背后，则是两个县、两个市、两

个省，以及我们中国的整体改革进程。改革的动力，以

及思想解放的力量，在这本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作者

在这两个村庄的书写中写出了“中国故事”。如果有外

国人想要了解新时期、新时代的中国，这本书可以说是

值得推荐的优秀著作之一。它不仅为报告文学树立了

典范，也为新时代文学，特别是山乡巨变创作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如何以新闻记者的敏感

捕捉社会现象，如何以思想家的眼光“小中见大”，以及

如何以艺术家的独特构思布局谋篇，最终成就书写山

乡巨变的史诗之作。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

汩汩流出清泉的新闻汩汩流出清泉的新闻““深井深井””
□贺绍俊

书写山乡巨变的史诗之作书写山乡巨变的史诗之作
□李云雷

5月11日，由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安徽出版集团、时代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安徽人民出版社承办的长篇报

告文学《山这边，山那边》研讨会在京举行。该书由劳罕、邢宇

皓、卢泽华、常河共同创作，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以近30年

的跨时空长镜，深入聚焦苏皖交界的下吴村、洑家村的发展

历程，在一山两村的沧桑巨变中，折射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的伟大擘画。与会专家认为，《山这边，山那边》是中国农村发

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彰显了作者对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的深切

关注与持续探索，为读者理解乡村振兴提供了独特视角。本书

不仅是关于一山两村的生动叙事，更是新时代“千里江山图”

的动态展现，是中国乡村乃至整个国家发展历程的生动注

脚。现刊发研讨会部分发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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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这边，山那边》这部报告文学是一部兼具文学性、

思想性和时政性的乡村调研报告。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

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报告文学作家与新闻记者在创作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技能。这部作品就是对调查研究传

统的优秀传承，与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关于乡土中国、乡村

经济的深刻洞察，以及与老一辈政治家调查研究的历史

传统相契合。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提出的“深、实、

细、准、效”五字调查研究要求，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

的体现。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精准地捕捉了乡村

发展的细微变化，使作品充满了实效性和现实意义。

这部作品回溯两个村庄在农村改革中的艰辛探索、

市场经济里的摸爬前行，刻画了其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下的创新蝶变，所写的是中国乡村的变革史，也是中国乡

村建设的发展历程。这本书揭示了中国乡村变革的内在

动力——那种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内驱力。同时，也展

现了新闻报道等外在力量对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

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中国乡村发展史的深刻反思，

更是对文艺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传统的充分弘扬。它

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的精

髓，通过敏锐的新闻视角和独特的题材选择，深入到了

村庄的肌理之中。作者以驻村式的写作方式，捕捉了

乡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真实感

和生动性。同时，新闻记者特有的精炼文字、节制叙事

的特点，也使得这部作品在文学性和艺术性上达到了很

高的水平。

《山这边，山那边》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其对人物和故

事的深入挖掘，塑造了一系列立体、完整的人物形象。这

些人物不仅是乡村发展的见证者，更是推动者。他们的

命运与乡村的变迁紧密相连，他们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

和冲突性，一波三折，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

吸引力。如在描述下吴村与洑家村的发展历程时，我们

可以看到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和相互间的竞争态势。下吴

村在初期通过率先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温

饱，但随后因安徽人特有的自省精神，意识到“小富即安”

的局限性。下吴村被洑家村超越后，这一事件引发了全

省范围内的广泛讨论，进而促使下吴村进行思想解放，并随后大力发展养殖

业。此后，两个村庄均展现出强烈的竞争态势，你追我赶，竞相发展。洑家村

在初期凭借水产养殖取得领先，但随后因市场变化导致效益下滑，面临诸多

困难。然而，他们并未放弃，而是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最终转向了种植茶

叶，并进一步扩展到民宿和休闲产业，实现了新的发展。这种对两个村庄发

展历程的描绘，充满了曲折和变化，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也使其更具可

读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置身于一场激烈的赛马比赛之中，感受着每

一个精彩的瞬间和转折。

写作团队在创作过程中展现了对中国乡村发展变革历史的整体性把握，

具备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他们不仅具备新闻记者的敏锐洞察，更有着广阔

的胸怀，这一点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述，他们虽

然聚焦于两个普通的村子，但这两个村子被视为窥探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重

要窗口。如果将整个中国乡村比作一双眼睛，那么这中间的山就像眼镜的架

子，通过这副“高度眼镜”，他们深入观察了包括西海固、十八洞村、神山村、悬

崖村等贫困落后地区乡村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独特性与普遍性。这种整体性

的把握使得作品能够提炼出两个村子发展历程的典型性，从而凸显了其思想

性和思辨性的特色。作品通过“显微镜”和“放大镜”细致而深入地观察了这

两个村子的来龙去脉和发展气象，这些观察不仅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状

和未来趋势，也反映了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和未来发展大局，这种整体性的

把握让这个作品的主题更为深刻。

这部作品读后令人深思，它不仅是新闻记者责任担当的体现，也是报告

文学作家对社会的深刻担当。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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