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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
大决定，举国上下坚定信心，坚定践行新发展理
念，挺进改革深水区，在乡村振兴、生态文明、重
大工程建设、科技创新创造等各方面陆续取得明
显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为报告文学
作家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素材。

时代报告与报告时代

2024年，中宣部开展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评奖，其中，报告文学、纪实文学
在图书类中占据相当比重。《习近平走进百姓家》
和黄传会《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钟兆
云《奔跑的中国草》三部报告文学获奖。中国作
协组织评选的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周建新《静静的鸭绿江》、张雪云《“海牛”
号》、牛海坤《让世界看见》、吉米平阶《幸福的旋
律》、姚瑶《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
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等五部报告文学获
奖。加上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每月
及年度“中国好书”，对于报告文学作家的题材选
择以及出版社的选题策划取舍，都起到了很好的
召唤、引领和激励作用。由此，报告文学作家在
创作时倾向于更多地选择与现实生活、当今时代
密切相关的正向主题。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使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表现中国精神、传递真善美的主题创作
成为一支主脉。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新时
代报告、时政报告事实上已成为主潮。此类报告
涉及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重
视关注和反映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成就、新气
象、新作为，包括描写和反映乡村振兴、新山乡巨
变等城乡变革，反映国家大事件、大工程、大项
目、大建设，反映科技强国、科技创新创造成就，
反映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

“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反
腐倡廉、廉洁政治文化建设，反映绿水青山、生态
文明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题材。

继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后，全国农村跨入了
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对于新阶段农村变化
和新时代的山乡变迁，作家们倾注了极大的创作
热情，涌现出了一批新作，令人印象深刻。作家
们往往选择现实乡村中若干个具有典型性、代表
性的村子的新旧变化来展开叙述。譬如，欧阳黔
森的《黔村行记》堪称《江山如此多娇》的续篇，作
者继续行走在贵州大地上，记录和描绘脱贫后的
贵州几个颇具代表性村庄的新变，清新之风扑面

而来。韩生学《最远那个村》选取湖南省的几个
最偏远的村庄，用一个个生动故事反映这些原本
闭塞贫困的村子进入新时代后，村民们在物质上
和精神上发生的天壤之变。李英《群山回响》聚
焦东部偏僻落后山区的振兴与变化，突出各地
因地制宜、出奇制胜谋发展的特色。余艳《又是
茶子花开时》延续其对湖南益阳清溪村的关
注、跟踪与描述，不断书写周立波笔下这座村
庄的今昔巨变，表现当下新农人的精神风貌。
陈崎嵘《远方的山水：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广元
东西协作实践》记录了浙江对口援建四川广元
的历程。

乡村振兴题材创作切忌千人一面、同质化、
雷同化、刻板化。在这方面，从事新闻工作的劳
罕等人蹚出了一条可取的创作路径。

劳罕、邢宇皓、卢泽华、常河的《山这边，山那
边》堪称“双村志”，是一部兼具文学性、思想性和
时政性的乡村调研报告。作者选取了皖苏两省
交界的伍员山西边的安徽下吴村与东边的江苏
洑家村两个村子，回溯了其在农村改革中的艰辛
探索、在市场经济里的摸爬前行，浓墨重彩地描
写两个村子在脱贫攻坚时的你追我赶、在乡村振
兴下的创新蝶变，窥一斑而知全豹，烛照乡村变
革史和乡村建设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乡村变革
的内在动力——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内驱力。
劳罕、邢宇皓、王斯敏、卢泽华联手采写的长篇报
告文学《神山星火》则聚焦神山村这一个村子。
四位记者这几年来“住农家、走田埂、沐山风、浴
晨露”，用心触摸土地的脉动，感受乡村的风雨历
程，采用以小见大、“解剖麻雀”的写作方式，通过
井冈山下神山村这个小切口、小窗口，折射中国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乡村振兴的整体格局，描绘
美丽中国、乡村建设、乡村变革以及正在进行中
的新山乡巨变的广阔天地。作品很好地揭示了
乡村振兴是农民们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共同富
裕的振兴，既要物质上自足富足，也要心态上自
强、精神上自立。

大工程、大项目建设题材相当重要，而其技
术性内容往往占据相当比重。此类作品亦应注
重“以人为本”，聚焦科研专家和普通建设者，才
容易写得生动而有感染力。赵川《脉动大湾——
国家超级地下调水工程纪实》描写一项潜伏于地
下的向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城市供水工程艰难曲
折的建设历程，为工程写史，为建设功臣们立
传。丁晓平《秦山里的中国：一座核电站的强核
报国之路》记录我国第一座民用核能电站秦山核
电站的创建与发展，李玉梅《大道》反映我国西南
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过程，许晨《龙舞南北极》讲述
我国进行南极、北极科考并建立科考工作站的经

过。这些作品都注意写人叙事，努力在坚硬的报
告中写出柔软的人性，在追逐梦想的奋斗拼搏中
彰显精神的力量。

科技创新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主
题。科技报告源远流长、一脉传承，有着深厚的
传统。何建明《一路惊“芯”》描写华虹集团在芯
片研制方面取得的新突破，表现科研人员为国争
光的风采。徐剑、李玉梅的《强国记——中国知
识产权的力量》描绘那些获得国家专利金奖的发
明创造在神州大地上所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指
明了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方向。黄传会《火星，
我们来了》，继续其对航天题材的深入开掘，描写
中国“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研制发射过程，题材新
颖鲜活。黄传会亦由此成为继李鸣生之后，在航
天领域挖掘甚深并颇有建树的一位作家。

“一带一路”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是近年来
的一大亮点。2024年度的作品有曾平标《命运与
共——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纪实》、高洪
雷《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等，后者继
续其对陆上丝路的书写，是《丝绸之路——从蓬
莱到罗马》的续篇。还有对中老铁路建设、河钢收
购塞尔维亚钢铁公司的描写，如龚盛辉《青春莫
负好时光——“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
纪实》、王立新《又“见”多瑙河》等。中国作协组织
报告文学作家等走进尼泊尔、蒙古国等，开展“一
带一路”文学创作，可望推出系列报告文学作品。

生态文学是最近十余年来文学创作的一大
热门。在这方面作家们用力甚多。陈谨之《国家
公园》追溯我国几大国家公园建设的曲折历程，
和陈新聚焦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城市春晖》相
互呼应，题材上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对生态文明
建设新理念指导下的新实践的生动记录。张庆
国聚焦云南观鸟业，在颇受好评的《犀鸟启示录》
之后，又创作推出了《鹦鹉环绕》《看不见的鸟》等
鲜活可读的作品。李青松《在车八岭森林里》描
写岭南森林里独特的动物群落。纪红建《在大兴
安岭深处》描写大兴安岭森林防火队员动人事
迹，彰显保护森林绿化祖国的理念。此外，江河
湖海传和关于草原森林戈壁荒漠无人区的纪传
是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域。如，任林举
《江如练》为八百里漓江立传作记，陈启文《可可
西里》为在青藏高原无人区里守护野生动植物资
源的环保斗士们作传。

人物传记与史传报告

人物传记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本
年度人物传记继续凸显两脉分流的倾向。一是
对时代楷模、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的刻画和描

写。此类报告文学易写难工，关键在于要写出
“这一个”，写出独特性、差异性和辨识度。张雅
文《永不言败：走进中国冬奥冠军的冰雪人生》，
走进了十几位中国冬奥冠军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故事鲜活，感染力强。李春雷《青春的方向》讲述
保定学院一批援疆支教毕业生的故事，他们在茫
茫戈壁沙漠深处开辟自己的人生，为当下年轻人
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钟法权《为珠峰测高的
人们》和高鸿《大地英雄——国测一大队纪事》关
注测绘队员的生活，写出了国测一大队“最美奋
斗者”的精神风貌。袁敏《月光妈妈》描写以月光
妈妈为代表的一支爱心团队在西部建设希望小
学，帮助失学或面临辍学危险的女童，改变当地
的教育状况，提升下一代的知识结构和文明水平
的故事，彰显了大爱无疆的力量，体现了文明社
会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徐锦庚《天封宝
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讲述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故事，情节生
动，人物鲜活真实。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2024年度出现了一批
描写普通人生存的报告文学。此类作品更接地
气，更有人气，更易引起共鸣和共情。陈建功《我
们脏的时候》回首自己青年时代在北京门头沟煤
矿当矿工的真实经历。当浑身沾满乌黑煤渣的
时候，他们没有放弃对于生活的热爱，依旧满怀
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心里鼓荡着激情
与抱负，这是对一个人、一代人一段人生的回溯
与追怀，更是对一个人、一代人来处的回望与省
思，读来令人特别动情。袁凌一直聚焦普通人生
存，《寂静的孩子》关注那些少为人知或残障或留
守孩子的生活状况，《环形成长》关注漂泊在他乡
都市生活流离颠簸的寻常知识分子的生存状
态。阿依努尔《单身母亲日记》对个人经历和生
命体验的描述，胡平《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
故事》对“景漂”一族的书写，佟丽霞《春山可望》
对优秀中学女校长的刻画……这些对于普通人
的书写，大都能深入肌理，切近人物生活的艰辛
不易，同时努力开掘其在艰难困厄中焕发出的生
命光芒，尽管它可能只是微尘、微光，却让我们看
到了普通中国人的真实处境，也看到了一个国家
基础的建设力量和无限的生机。

钩沉历史与以古鉴今

现实与历史堪称报告文学之两翼，历史题材
的书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需要进行深
入的实地行走与踏寻，同时也需要对相关历史档
案史料进行细致深入地爬梳整理、质证核实。李
发锁《热血：东北抗联》对东北抗联的历史进行重

新的梳理，用文学的笔法予以还原和再现。何建
明《炼狱》对贵州息烽国民党监狱的历史作了生
动的描绘，彰显了革命者视死如归英勇就义的壮
烈和信仰的坚定不渝。陈聪《“八百壮士”今何在：
我们时代的哈工大》讲述哈工大的发展历程，刻
画了一批优秀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形象。陈果《大
成昆》描写当年在经济困难、国力衰微的情况下
建设成昆铁路的艰险过程，突出了无数建设者的
悲壮牺牲与无私奉献，以今昔对比的手法反映国
家的发展与变迁。杨黎光《奔腾的深圳河》描写深
圳河两岸香港和深圳数十年来的发展，以“双城
记”对比的手法描摹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巨变。

艾蔻《女兵方队——五次大阅兵背后的故
事》以改革开放后五次重大阅兵式中的女兵方队
为题材。女兵的风采展示既是威武之师的有力
展现，更具玫瑰般温柔靓丽、光彩照人的一面，堪
称是力与美、艺术和军事的结合。艾蔻通过深入
细致的采访，揭开女兵方队的神秘面纱，真实反
映了女兵方队从选拔、训练到受检阅全过程的艰
辛曲折，挖掘了这道亮丽风景背后许多感人的故
事，既写下了女兵们在天安门前的精彩展示，也
写出了这些女兵的来处以及这场阅兵式对她们
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作品写出了一种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写出了“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们”
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意识，以及努力拼搏、为国争
光的精气神。

回顾2024年的创作，报告文学依旧花团锦
簇，“乱花渐欲迷人眼”，万千美景尽入眼底。10
月底，在山西晋中召开的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
会年会暨2024年报告文学创作会，总结了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10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所取得的卓著成绩和
有效经验，同时也对报告文学创作“有高原缺高
峰”，邀约写作左右了部分作家的创作，艺术性贫
乏、读者缘不佳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提出要不
断增强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主体性，用心用情深
入人民生活，写出真正能让读者“走心”并“叫好”
的作品。在分析问题指明前行道路的同时，大家
也对报告文学的融媒体发展与传播充满了期待，
对报告文学的美好前景充满了信心。5月，由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在长沙联合
主办全国报告文学作家研讨班上，来自各地的
42名中青年作家参加了为期25天的学习培训。
新疆等地也举办了报告文学作家培训班。这些
举措无疑都有助于改变报告文学创作人才短缺
的现状。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报告文学创
作队伍仍然不够乐观，创作现状存在种种缺憾，
报告文学要重铸辉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

呼应时代召唤 记录时代回响
——2024年报告文学创作概述

□李朝全

■评 论

透视乡村内涵及现代性面向
——评韩春燕《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嬗变》

□贺仲明

乡土小说是百年中国文学最辉煌的部分，对乡土小说的
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大体而言，研究者们多是立足于文化启
蒙或现实变革的视角，意图将乡土社会的变革与整个中国社
会的文化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表达对现代性的赞颂、思索或
批判。韩春燕《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嬗变》将乡
村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目的在于展示百年小说作品中的
乡村状貌及其变迁。作品的思想中心不是现代文化或现实政
策，而是乡村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让这部著作显示出充分
的个性和价值。

其一，小型文学乡村史的构建。该书“从乡村文学中具体
而微的乡村入手，把乡村作为研究标本”，致力于展现丰富的
乡村状貌，包括自然、空间、语言、民俗、器物等多个方面，囊括
了乡村社会从现实到精神的多个侧面，试图对乡村小说世界
中的乡村面貌进行全面还原。该著重心着力于“变”，将百年
乡村小说作为整体，以比较的笔法揭示出不同时期乡村书写
的基本情况。因此，虽然受篇幅限制，该著所考察的作品数量
还不够完备和宏阔，但它实际上就是在对百年中国乡村小说
中乡村面貌变迁的一种还原，或者说就是在构建一部小型的
文学乡村社会变迁史。在目前的同题材文学研究中，这种构
建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其二，乡村审美的丰富融合。以文学中的乡村世界为研
究中心，必然会展示出丰富的乡村生活图景。该著考察百年
乡村小说，细致梳理了从鲁迅到当下作家笔下面貌迥异的不
同乡村图景。这些面貌以现实生活为主，自然呈现出多彩的
乡村生活风貌。比如乡村“风景”，该著以典型个案的方式，从
鲁迅启蒙视角下的“灰色”沉郁，到汪曾祺的“诗意”自然，再到
张炜的现代性思想投射，展示了百年乡村自然书写的不同类
型，揭示书写背后的作家审美志趣，深度再现了百年乡村小说
的审美变迁历史。任何生活画面都不仅仅是生活本身，而是
密切关联着精神和思想。该著一方面通过“主题”章节的安
排，对文学中乡村图景所蕴涵的各种思想主题进行揭示，另一

方面，在分析各种乡村生活图景审美内涵同时，也时刻将它们
与作家的思想和精神指向进行关联。所以，该著的审美评鉴
与思想分析共同构筑在“文学乡村”这个中心之下。

其三，乡村关怀的深度体现。《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
乡村小说嬗变》致力于研究文学乡村世界，蕴含着从乡村外到
乡村内、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立场转换。客观上赋予了乡村
世界在研究中更多的主体性地位，也传达出作者对乡村社会
和乡村人物强烈的关怀情感。从乡村社会来说，毫无疑问，作
为研究中心点，该著对乡村面貌和形态的丰富呈现中融入了
作者的深度关切。如对乡村“空间”的分析，作者以比较笔墨
展现百年文学不同时期书写的乡村空间，包括早期乡村小说
中荒凉破败的“物质空间”，到今天改革下现代性的“公共空
间”，都传达出强烈的情绪乃至言辞的急切，充分感受到作者
对改善乡村现实的渴望。从乡村人物来说，也许是因为该著
以“风景”命名，不适合专门来分析人物形象，或是考虑到人物
形象问题太复杂，有限篇幅内无法做恰当的处理，该著没有开
辟单独的章节来讨论乡村人物问题。但实际上，该著大多数
章节里都融入了对乡村人物的细致分析。“主题”一章以人物
形象的塑造问题为中心，也传达出对具有现代精神内涵的乡
村人物的期待。显然，作者的乡村关怀不只是停留在情感层
面，而是与乡村的改变和发展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内在蕴含
着对现代乡村面貌的美好期待。期待作者对乡村人物形象做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以“百年乡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嬗变”
为中心的研究著作问世。

在多元视角的透视下，研究对象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解剖，
人们对它的理解才能更透彻。《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乡村
小说嬗变》以乡村世界为文学研究的中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
同的视角，既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到小说文本，在具体细微的乡村
图景中更深刻地认识乡土文学书写，也能让我们在心灵上更切
近乡村文学世界，对现实乡村世界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关注。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长久以来，工业化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
心目中有着重要地位，工人阶级有着与生俱来的自豪感。
这些沉淀在历史中的社会共识、政治共识正是工业题材创
作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也是将“新工业诗歌”同之前的工
业题材诗歌连接起来的一条通衢。

“新工业诗歌”究竟“新”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并不
是一个难于索解的问题。“新工业诗歌”是顺应新时代历史
潮流而来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这样宏阔的
背景下出现的文学新动向。《腾飞协奏曲——新时代新工业
诗选》是一部读罢让人颇受触动、颇感振奋的诗选集。诗集
中邵悦的几首诗，尤其是《在张双楼煤矿下井》《数字矿山》
《数字之手》等，充分反映了智慧矿山、数字开采的技术变
革。臧克家曾经写过一首《炭鬼》，反映的是旧社会挖煤工
人艰辛、危险的劳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对矿井的
印象还停留在巷道幽深、通风不畅的时代，如果有的话，那
大家都应该去读一读邵悦的作品，如她所说：“飞逝的时间，
让印象主义感到羞愧！”新时代的矿山开采已经发生了让外
行人意想不到的深刻变革，这当然值得歌咏。宁明大概是
这个世界上飞得最高、飞得最远、飞得最久、飞得最险的诗
人，也许正是因为飞行员的特殊经历，所以他对空间站、潜
水器、盾构机等那些大国重器格外关注，“可上九天揽月，可
下五洋捉鳖”，古人几千年来的梦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成为
了现实，诗人们有什么理由选择沉默呢？事实上正如古人
玩味花鸟琴棋、风雨虫鱼，20世纪初的诗人热情地赞颂声
光电气热，在新时代，梁尔源写“加速器”、吴才华写“集成电
路”、龙小龙写“高纯晶硅”，每一代诗人都有各自的机遇和使
命，“新工业诗歌”的作者们可谓是生逢其时、顺势而为，站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挑起了自己的历史担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诗人致力于向内心世界掘

进，同社会命题、现实题材拉开一定的距离，通过这样的方
式“重新作一个诗人”。但相仿相似的生活经历使得不少诗

人都陷入了表达雷同的泥沼。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着底
层生活、脱贫攻坚以及新时代的工业建设，有不少诗人诗作
脱颖而出。就眼下的“新工业诗歌”而言，诗人们普遍平衡
了描绘工作岗位上的独特见闻和呈现内心世界中的丰富感
受之间的关系。“新工业诗歌”表达的不只是一个声部的无
畏、积极和乐观，诗集中不少诗人都是从事采矿、冶炼工作
的，马飚的诗整体上显得更加劲健阳刚，总让我感到眼前笼
罩着一层耀眼的光芒，不知道是不是和他经常写到“火”

“酒”“雷电”“沸腾”“红油漆”等有关；马行的诗则裹挟着一
种苍茫、浩大、冷寂的西部风，但“大风”“枯草”“胡杨林”也
无法遮蔽勘探工人们如“云朵和晚霞”一般秀美的身姿，这
为马行的诗增添了不少层次感与调和感；薄暮的诗让人觉
得炙热、滚烫而又不失沉静、内敛，他似乎更偏爱从燃烧与
轰鸣中抽象出许多哲理化的联想与感悟；巴音博罗的诗是
高分贝的，几乎他的每一首诗里都有几个和言说相关的动
词，比如“说话”“告诉”“一言不发”“倾心交谈”，而更引人瞩
目的是那些极具力度的“呐喊”“咆哮”“叫喊”“呼喊”，这或
许也是巴音博罗的诗格外具有张力的原因之一吧。可见，
诗人们是将工业题材同对诗艺的探索嫁接在一起，从而获
得了个性化的、具有辨识度的表达。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新工业诗歌”勇敢而自信地将“祖
国”“人生”“光辉”“梦想”“劳动者”等词语带回到诗歌中来：

“从未拒收的祖国，足以成为我们奋斗的/唯一理由”（王二
冬）；“苍穹之内，皆是梦想的出发与抵达之地”（罗鹿鸣）；

“我再一次听见劳动的黄金号角在鸣响”（巴音博罗）；“圆满
的弧光闪烁 缝合上人生的焊缝”（齐东平）……他们的诗篇
让人们由衷地感受到，天地是如此广阔，人生是如此宝贵，
为祖国奋斗是光荣的，为梦想拼搏是美好的，“每一个心中
有梦想的人”都是幸福的。我想，这些才是“新工业诗歌”的

“核”与“新”之所在。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

致敬“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
——简评“新工业诗歌”

□冯 雷

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年度盘点
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报告文学

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2024

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时倾向于更多地选择与现实生活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时倾向于更多地选择与现实生活、、当今时代密切相关的正向主题当今时代密切相关的正向主题。。倡导社会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表现中国精神表现中国精神、、传递真善美力量的主题创作成为主脉传递真善美力量的主题创作成为主脉。。

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新时代报告新时代报告、、时政报告事实上已成为主潮时政报告事实上已成为主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