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文学有如此重要性，为
什么报告文学市场越来越窄，
受众越来越少？ 在何建明看来，
之所以很多人认为报告文学不
好看，一方面是因为搞评论、创
作、 宣传的人远远不了解报告
文学，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报
告文学都是广告、宣传，可读性
不强。

“很多报告文学，‘报告’多、
‘文学’少，艺术探索不足。 ”张培
忠指出，很多报告文学作品文学
创新精神有所欠缺，题材、形式、
手段发展不充分，观念、内容、技
巧探索滞后。

“如果你把报告文学当成新
闻，你就错了，它是一种全新的
文体，有其独特的规律与特性。 ”
李炳银也表示，当下中国的作家
除了少数几个表现好一点，很多
作家都没有把报告文学这种文
体的优势、特长、可能性与价值
发挥出来。

在李炳银看来，写好报告文
学作品， 一要用艺术的手段加
工，“报告文学写作既要吸收新
闻的真实性的力量， 同时又要
运用戏曲文学等艺术的手段，
去架构故事推动情节的发展。 ”
二要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生
活是什么样，就写什么样，对象
提供了素材挖掘出来就行？“不
是这样的， 报告文学要有个人
的选择和判断，切忌就事论事，
写成流水账、工程报告、档案材
料。 ”

何建明指出，中国报告文学
有其特殊性，“作家要坚守个人
与文学内部的定力，融入对人民
的情感，自觉承担起报告文学写
作的责任与使命，而不是为了获
奖去写作，这样方能写出好的报
告文学作品。 ”

此外，优秀的报告文学往往
会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李炳银
指出，很多作家在刻画人物时容
易出现同质化、模式化和概念化
等不良倾向。

“作家们应该努力开掘一些
以往作品所未曾有过的新人物，
或者从新人身上发现代表时代
发展潮流和趋势的新品质、新特
征。 在文学技巧及手法上争取出
新、出奇，以不同的叙事方式塑
造令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新人
物。 而在写大人物的时候，不能
用仰视的视角，要用平视的眼光
去写。 ”

很长时间以来， 现代性都是
一个很时髦的词语， 也成为中国
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准则，然
而， 现代性很难说是一个恰当的
文学标准。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
始反思现代性， 但大多数的反思
仍然是沿用现代性的思维来“修
复”它本身，没有出现可以更新的
理论思想。 在这个背景下，贺仲明
教授的新著《本土经验与民族精
神》（以下简称 《本土经验 》）就特
别值得我们注意。 该书阐明了文
学本土化的内涵， 梳理了新文学
的本土化历史， 并且揭示了民族
精神的内在核心以及文学本土化
的呈现方式，在此基础上，建构了
可以与现代性对话的文学本土化
理论。

《本土经验》的一大贡献是在
现代性主潮中“发现”了新文学的
本土化历史。 在大多数人看来，中
国新文学是在学习西方文学与背
离中国传统中发生的， 贺仲明却
认为，在现代性的文学主潮底下，
存在着本土化的潜流， 有许多作
家在探求本土化、民族化道路，寻
求新文学的独立与自我完备上，
做了不少尝试。 通过整体考察，作
者将新文学的本土化历史概括为

“两种方式”与“三个高峰”。其中，
“两种方式”是对本土文学资源的
重视和借用， 对西方文学资源的
中国化改造；“三个高峰” 分别是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大众化”、

“民族形式”讨论以及“工农兵文
学”， 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融合的

“十七年文学”， 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 在宏观
把握外， 作者也对新文学的本土
化历史做了具体的分析。 以废名
为例， 作者认为废名的小说创作
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和韵
味， 同时寄寓着包括佛道家精神
在内的传统文化与思想意蕴。 又
如孙犁， 大多数学者都察觉到孙
犁身上的传统文化因素， 贺仲明
却指出： 孙犁确实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 但不是主流传统文
化，而是通过乡村这个“小传统”
过滤后的文化。 再如周立波，作者
也注意到周立波在表现乡村生
活、 乡村语言以及借鉴古典文学
艺术方面展现出文学本土化探索
的高度自觉。

《本土经验》的另一贡献是从
本土化的角度来针砭中国新文学
的种种问题。 当中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文学与社会、 与大众的日益
疏离。 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这确
实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作者
将问题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作家们
在本土化方面的缺失，具体而言，
就是缺乏对生活的细致写实与深
度表现， 或者鄙弃生活书写与现
实主义的传统。 中国新文学的另
一个问题是缺乏民族个性。 这也
是中国新文学走向成熟以及与世
界文学对话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难
题。 作者指出，新文学诞生之初就
显示出了学习西方文学与否定民
族传统的姿态，在其发展过程中，
始终没有真正具备民族个性的审
美特征， 反而呈现出强烈的异质
化特征。此外，《本土经验》还对文
学书写中的“爱”、“个人主义”、
“中国故事”与“地域性”书写等重

要问题进行理性审视， 指出其中
存在的问题。

不过，《本土经验》 并没有停
留在揭示问题的层面上， 而能够
分析问题的原因， 提出改进的方
法。 例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者
不仅指出文学应该书写生活，而
且强调要“真正深入生存的本质，
揭示生活的内在困境， 写出生活
中人物的灵魂世界， 写出独特历
史文化在他们心灵和生活中的投
射”。 又如“个人主义”，作者虽然
注意到了“个人主义”的弊端，但
没有因此否定“个人主义”，作者
清醒地认识到，“对当前中国文学
来说，不是简单地摒弃个人主义，
而是如何准确地选择和表现个人
主义”， 他提出的改进方案就是

“个人主义”与民族文化、本土生
活相融合。

《本土经验》最大的贡献是建
构了可以与现代性对话的文学本
土化理论。 事实上，梳理本土化历
史、 针砭新文学痼疾都是为理论
建构而做的准备。 在作者看来，文
学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
为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
化之间的关联性， 看其关联是否
密切， 能否体现出本土的深刻和

独特， 能否以独特深度和个性呈
现其意义”。 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
内容： 一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内
容， 即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本土或
者本民族的生活； 二是来源于本
土的精神和思想， 也就是深层次
地反映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情
感与精神； 三是融入本土大众的
生活和文化世界中， 能够被社会
大众所接受， 并在文学接受的过
程中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
部分。

当然， 要建构文学本土化理
论， 就必须厘清一些重要的关系
与问题，在这一方面，《本土经验》
展现出很强的思辨性。 一个新的
文学理论的建构， 应该要“立足
于具体的文学实践”， 要具备独
特的、有所创新的思想，同时，它
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能够引导文学发展的正确方
向。 从这些方面来看，贺仲明对
文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无疑是
有力的，令人信服的 ；对于中国
文学而言，也是极有意义的———
它既有利于“破解新文学的本土
化难题”， 又弥补了现代性话语
的不足，指出了新文学的未来前
进方向。

“除了演戏这个事，我对自
己的一切都不自信， 关于我长
得好不好看， 关于我为人好不
好，我都不自信。 ”郝蕾认为不
自信关系到原生家庭， 她家没
有干表演这行的， 不是世家。
“我是读完初中离开家，因为我
是独生女， 长达几十年没有跟
父母一起生活， 我会有一种亏
欠感。 我上大学了， 我妈还跟
我说，儿子，打电话给我。 还跟
我叫儿子呢， 从来我都认为自
己是一个男孩。 作为我这个年
纪的女演员， 不应该有大学生
的影迷，但一路都有，包括现在
00 后的都有，就很奇怪。 ”

郝蕾说生活中她是脆弱
的。“但我小的时候是不敢承
认自己脆弱的， 因为我一个人
在外求学。 我从 1994 年入行，
文艺圈从来都是这样， 没有更
坏或者更好， 一直是这样。 只
是看你如何适应它， 如何对待
它而已，个体的不同而已。 ”

“很多人认为，演员跟演员
会因戏生情， 对不起我不是。
虽然我有跟演员同事恋爱的经
历，但绝不是由戏生的情。 因为
小时候见过这样的事情， 我觉
得太脏了。这是我的洁癖。如果
你在演戏中跟对手演员接个吻
就爱上了他，那是不职业的。 你
是角色，还是你自己呢？ ”

郝蕾也很奇怪她自己，从
来不喜欢过年，避免极度热闹，

很多人在一块打打闹闹的时
候，她一下子就会特别伤感，有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之感，
一切像她喜欢的《红楼梦》一
样， 极度热闹以后就是一片白
茫茫真干净了。“天蝎可能都有
这种感觉。 很多人认为我是一
个很极致的人，其实根本不是，
因为我很害怕那个东西的出
现。所以平衡一点，灰色地带一
点，中间一点，是我比较喜欢的
状态 。 那个东西可能就是安
静。 ”

郝蕾在淘宝鼓励明星开店
的时候开了个“浮屠念珠设计”
的店， 她能一整天坐在那里串
珠子， 她也临摹莫迪里阿尼的
人物画， 在家里的墙上，“我只
是在画我心中的世界”。 最近也
玩刺绣，做这些手工的原因就是
可以不用说话，让自己安静。“不
得不跟人交流的时候我也挺能
说，但最好不说。 尤其到了现在
这个年纪，我不喜欢那种大喜大
悲， 我喜欢在一个平衡点上，那
个平衡点可能对于我来说就叫
安静，如常地去面对一切。 ”

郝蕾除了工作从来不化
妆。 出演娄烨的两部电影全是
素颜，“他不允许化妆 ”。 《春
潮》 也只打了底， 画了淡妆。
“但凡一化妆，我除了觉得跟人
有距离以外，就是感觉有工作要
做了，所以我不喜欢这种开启模
式。 我希望是一个自由的、自然
的、自在的状态。 所以我的笔名
叫自在，我在写词的时候是另外
一个人，不是郝蕾，郝蕾不重要。
好多人都跟我说你需要曝光，我
让我的经纪人告诉他们：感谢你
的好意，我有我的主张。 ”

《春潮》在第 22 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中最后只
得了个最佳摄影奖， 郝蕾最终
没有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被
“封后”。 郝蕾说， 她在乎的是
终身成就和名字被写入表演教
科书， 而不是眼下的光荣和利
益，因为精神的传承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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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说、 散文、 诗歌等文体相
比， 报告文学在当下文坛的地位相
对边缘化。 5 月 25 日，国内首个报
告文学研究院在暨南大学揭牌成
立；5 月 26 日，广东省长篇报告文
学创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 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称
属于报告文学的时代已经来
临。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
黄金时期后逐渐边缘化，如
今，报告文学的春天真
的来了吗？ 谁能成为
报告文学的“报春
燕”？

报告文学的春天来了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
副会长李炳银看来，属于报告文
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
发展到今天，新闻、小说已经不
足以表达或者描述这个时代的
生活， 生活本身的这种戏剧性、
真实性、故事性、矛盾性、传奇性
远远超过了作家的虚构。 ”

李炳银认为这个时代需要
报告文学，它是最年轻的，但是
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而且具有
极强的包容性、可塑性，可提供
活动的空间和舞台非常大。

“人们往往认为虚构的小说
天马行空充满了任何可能，但是
作家的虚构有其固定性与逻辑
性，真实的生活却无法预测。 ”

“人生很多计划在生活面前
都没有力量，就像没有人能预测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生活
真实的力量是巨大的，而真实是
所有文学的出发点。 ”介于生活
与文学中间的报告文学，或许是
呈现这种真实的最佳载体。

李炳银给报告文学下了一
个定义： 报告文学就是有担当、
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在现实当中
一种真实的观察、理解和图文并
茂的文学表达。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发
生了种种巨变，这个时代在呼唤
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出现，记录
时代，呈现真实。

何建明提到一个小插曲，
2015 年他到美国纽约大学讲
课， 中美两个国家的作家在对
话，中国作家很自豪地在讲中国
伟大的贡献，一个美国的作家站
起来问我们：你们中国作家这么
好，现在国家这么伟大，为什么
还在写虚构，不写非虚构？

“当时我们都愣住了，不知
道该怎么回答。 ”这个提问给何
建明带来强烈的思考：我们有如
此丰富的题材，为什么没有写出
伟大的报告文学作品？

而在李炳银看来， 深圳从
一个渔村变成 一 个 世 界 上 现
在最先进的城市，但是我们现
在依然缺乏一 部 和 深 圳 这 座
城市成长历史相匹配的报告文
学作品。

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也指出，广东
报告文学虽然已经取得丰硕的
成果，但是还存在种种不足，“有

‘高原’、缺‘高峰’，精品力作不
多。 ”

作为全国报告文学的重镇，广东
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一部广东百年发展史的缩影。

张培忠回顾广东报告文学的发
展历程称， 广东文化先贤梁启超的
《戊戌政变记》即具备报告文学的雏
形， 为报告文学文体探索前行作出
积极贡献；黄小配的《五日风声》堪
称报告文学“啼声之作”，采用浅近
的文言文详细地报道了辛亥“三·二
九”广州之役的整个过程，这些都可
以称为最早的报告文学之一。 抗日
战争时期，涌现了丘东平《向敌人腹
背进攻》、华嘉《香港之夜》、于逢《溃
退》等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产生了一批
具有广东气派、 广东风格的优秀作
品。 杜埃《沸腾的乡村》、司马文森
《汪汉国的故事》、吴紫风《写在泥地
上的诗》、草明《鞍山的人》、秦牧《复
员军人杜美宗》、林元《渤海湾的浪
潮》、黄谷柳《战友的爱———朝鲜通
讯报告集》、杨黎光《没有家园的灵
魂》、陈启文《命脉———中国水利调
查》等作品。

近几年针对社会热点，广东也出
了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长篇
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
梦之路》 获全国第十五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2020 年反
映抗疫斗争的报告文学《千里驰援》
在《人民日报》刊发。

“广东是报告文学题材大省，题
材的优势如何转化为创作的优势，
需要作家的敏锐发现， 更需要作家
狠下苦功。 ”张培忠呼吁。

作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近代革
命的策源地、 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先
行区，广东是一片改革的热土，也是
报告文学的一座富矿， 广东省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刘红兵表示，“这些
都为广东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
的题材和丰富的素材， 怎样用我们
手中之笔记录、反映这个时代，确实
是我们每一位作家沉甸甸的责任。 ”

除了丰富的题材，广东非常重视
对报告文学写作的鼓励与引导。在 5
月 26 日的推进会上，广东省作协党
组成员、 专职副主席范英妍公布了
2020 年广东重大现实题材和红色题
材创作选题名单， 包括长篇报告文
学 13 部，长篇小说 2 部；粤港澳大
湾区文学精品创作选题扶持名单也
同时公布，包括长篇报告文学 2 部，
长篇小说 8 部。 25 部扶持作品里，
报告文学作品共 21 部， 占比超八
成， 可见广东对报告文学这一题材
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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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文学本土化的意义洞见

□杨超高

演绎

□朱又可

在角色中寻找
“安静”的意义

E-mail:hdzk@ycwb.com

5 月 17 日开始在爱奇艺
在线公映的电影《春潮》中，郝
蕾扮演了一个东北城市的 40
岁的女记者郭建波， 在职业上
坚持理想精神， 采写了一系列
调查性报道， 但回到家中她却
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多余人。

所谓家，其实就是三代，三
个女人。 离异的母亲三十年来
独自把郭建波带大， 郭建波又
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女儿。 生活
的压力和种种的不如意使得母
亲既脆弱又强势， 常常向她们
二人发飙， 甚至不忘咒骂早已
去世的“大流氓”丈夫，她一人
主导了家庭日复一日的压抑气
氛。亲人之间难以彼此说服，持
续着掌控与反掌控的斗争。 面
对日常困境，郭建波不吵不闹，
以隐忍的软抵抗的方式来求得
某种平衡， 也包括以在外过夜
的方式来弥补家之不完整。

跟通常电影结局都会让问
题得到圆满的解决不同， 这部
电影并没有试图去解决问题。
最后，母亲中风，原先盈耳的责
骂停止了， 郭建波的世界安静
了，但所有的问题还在那里。

郝蕾认可这样无解的结
局，在她看来，现实生活也正是
这样。“这个戏没有试图告诉
观众如何解决 ， 生活里也是
很多事无解，就是一个常态 ，
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 我觉得
最好电影结尾就是这样的 。
生 活 中 各 种 问 题 都 解 决 不
掉 。 我们能解决的只有我们
自己， 人改变不了除自己以
外的任何人， 我们自己静静
地提升 ，我们对事物的理解、
对 事 物 的 包 容 性 更 加 宏 大
了，也许它就大事化小了。 ”

郝蕾说她三年前选择这部
戏的时候， 就是看中了它的底
色是跟她一致的。“我在某一个
年纪希望表达什么对我来说很
重要。而我会寻找这样的剧本，
或者当这种剧本寻找到我的时
候，我会同意去出演，因为这也
正是我想输出的价值观。 而演
员本身和角色其实是有万般差
距的。这个剧本所表达的，也是
我想表达的， 且也愿意让自己
变成的状态， 我刚好在追求这
种状态，所以这个点是我跟《春
潮》之间比较契合的。 ”

到了 40 岁的时候，她也开
始“不惑”，懂得自己能承担和
承受自己的命运：“明白这个世
界有好多东西都是解决不掉
的， 解决不掉你就臣服于它好
了，就让它摆在那里，你自己也
摆在这里，摆在生活之中。于是
选择安静。这个真的就是我，40
岁的我，40 不惑，如果 40 岁再
有更多的疑惑的话， 那就白活
了。作为演员这个职业，我必须
要保持一份敏感， 我必须要保
持我的独特性和独特的认知。

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又承载着各
种角色的生命和灵魂， 而剧中
的郭建波这个人物， 她也选择
安静。 不管是被迫安静，还是她
选择安静，反正她是安静的。我
认为她在命运选择了她的前提
下，她也选择了命运，这是这个
人物跟我比较相近的状态。 ”

郝蕾和戏中的郭建波都在
寻找“安静”的意义。 关于郭建
波这个角色， 郝蕾说她不喜欢
那种大激情、大爆发式的表演，
而这部电影更多的是内心戏。

“普通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
所谓大戏剧点， 她只是普通地
活着，而普通其实是最难演的。
我知道观众有的时候是需要看
到大激情大爆发才觉得刺激，
因为观众不是学表演的， 会觉
得那样是厉害的演员， 厉害的
表演。 ”电影中的郭建波选择了
一种安静的反抗方法。“如果她
不选择安静，还是各种抗争、挣
扎，跟她妈吵闹，那就是另一部
戏了。 ”在郝蕾看来，世界上不
是只有一个郭建波， 而是有千
千万万个郭建波。

｛ ｝三代女人的故事

｛ ｝为什么要演这样一部电影？

｛ ｝精神的传承更重要

1978 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
让报告文学成为文坛“当红炸子鸡”，随后报
告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蔚然成风，
于上世纪 80 年代迎来黄金时期。

在广东省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上，
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
建明表示，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所以成为报告
文学的黄金时期， 背后有着时代的因素，“为
什么当时我们如此崇拜《哥德巴赫猜想》？ 因
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 这部作品让知识分
子、科学重新引领国家人民的发展方向，用邓
小平的话说就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在何
建明看来， 不同于诗歌小说， 报告文学与国
家、民族、时代的命运有更紧密的联系。

随着上个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的转型，
文学整体边缘化，报告文学的命运也发生了转
折，其独立性、公共性逐渐消失，主要分化为史
志性报告文学和应邀写作的宣传性报告文学，
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则逐步走向文坛的边缘，
面目不清。

“很多时候报告文学作家都觉得孤独，大
文学讨论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们的人太少
了。”何建明回顾作家协会开大会的场景，900
个代表里 700 个都是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

“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约莫三十几人，主席团
就我一个，下面没几个，现在主席团和委员会
好像就我和陈启文两个人了。 ”

此次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的成立、 报告
文学推进会的举行， 都让报告文学这一文体
重新得到更多的关注。 在何建明看来，共建中
国报告文学研究院， 有利于整合中国当代报
告文学和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与学科研究资
源，形成中国高校报告文学学科，从而进一步
推动报告文学的发展。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表示， 广东
继去年召开全省长篇小说创作推进会之后，
广东省作协再次组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
必定会对探索长篇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之路
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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