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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是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
的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写作体裁。

报告文学以记录时代、反映现实为
己任，题材广泛。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
《包身工》，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谁是
最可爱的人》，再到迎接改革开放的《哥
德巴赫猜想》，以及后来的军旅报告文
学《蓝军司令》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
印象。

报告文学有短篇、中篇、长篇之
分：一般 2 万字以下的为短篇，2 万至
10 万字之间的为中篇，10 万字以上的
为长篇。就内容而言，报告文学又可
分为事件类、人物类、工作类等。但不
管什么样内容的报告文学，都有其写
作规律可循。

在长时间的记者生涯中，我在报告
文学的创作上进行了一些探索。结合
自己的写作实践，我简单谈谈对报告文
学创作的一些认识。
——突出一个主题。这是一篇报

告文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大报告
文学有大主题，小报告文学有小主题。
这个主题，必须正确、鲜明、独特。如果
作者的立场不对，其作品所表达的思想
观点很可能就是错误的；如果主题含
糊、云里雾里，读者就不知道你想表达
的是什么；如果主题与其他作品过于雷
同，又会给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乏味
感。主题确定下来后，才能够围绕这个
灵魂组织材料，决定哪些内容应该作为
重点详写、哪些内容可以一笔带过，以
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语
言风格。例如，曾有位战士在公共汽车
上帮助一位大妈抓小偷却因此带来一
系列曲折经历。在确定这篇报告文学
的写作主题时，经过深入思考，我就将

其主题定为“今生无悔”，希望通过这件
事传达给社会一种“见义勇为不图回
报”的正能量。
——讲述精彩故事。新闻要讲故

事，文学要讲故事，报告文学当然也必
须讲故事。故事不精彩，对受众就没
有吸引力。那种泛泛而谈的叙述或无
病呻吟的抒情，是报告文学写作的大
忌。故事从哪里来？当然要靠扎实细
致地采访。生活中的许多故事，往往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精彩，靠作者
坐在斗室里闭门造车是想不出来的。
只要采访的功夫到家了，不愁找不到
故事。故事多了，还有个选择的功
夫。采访时要以十当一，写作时要以
一当十。著名战地记者、作家魏巍在
朝鲜战场上撰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这
篇报告文学时，面对着采访到的许许
多多感人的故事素材，最后只选择了 3
个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故事，这也使其
成为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有了故
事，还有一个怎么讲的问题，这就要在
结构上动脑筋。比如 2008年汶川地震
后，我撰写的报告文学《一个超极限生
命的追问》，采取倒叙结构，把读者带
入到紧张的地震救援现场。
——注重细节描述。许多人看过

一部精彩的影视剧或小说，多年之后，
连作品名称可能都忘记了，却仍然能清
楚记得其中的某个生动细节。这就是
细节的魅力！细节，是故事叙述的最小
单元，却最能反映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事
物的本质。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尤其是
人物类报告文学和事件类报告文学中，
细节的描写尤为重要。即使宏大叙事，
也不可忽视细节的作用。那些生动的
细节从哪里来？还是要靠作者深入、细
致、扎实地采访。2017 年 4 月，我去新
疆塔斯提边防连采访班长王克怀，挖掘
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那 1岁多的
儿子随母亲来队期间，只要早上一听到

连队起床的哨音，就会像爸爸一样蹦下
床，光着一双小脚跟着爸爸出操，妈妈
再拉也不行。于是，连队出操的队伍后
面，就跟着一个“小尾巴”，嘴里还喊着
“一二一”的口令……这个小细节折射
出戍边官兵后继有人的主题。于是，我
把这个细节写进了报告文学《一棵小白
杨》中。作品最先被《人民日报》刊发，
后来在被作为福建中考作文分析试题
和上海出版社的语文阅读范文时，这个
细节都被保留下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
印象。
——内容完全真实。真实是新闻

的生命，也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许
有的人认为，凡文学作品都可虚构，这
是一种误解。报告文学首先是“报
告”，具有新闻属性，是客观事物的真
实记录，不能有任何虚构的成分。作
品中的“5个 W”必须齐全，缺一不可。
除人名、时间、地点这些“硬件”必须完
全真实之外，对事情经过、因果关系及
人物心理之类的“软件”，也必须客观
真实地加以叙述。任何细节，都不能
编造。文学要有想象力，但这种想象
力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是用来还原
事实的，不是用来捕风捉影、胡编乱造
的。曾经有个报告文学作者，为了一
个典型人物事迹的生动，编造了许多
“感人”的情节，结果作品发表出来后，
不仅受到读者质疑，也被报道中的主
人公批评。这个教训值得汲取。即使
有些事实非常过硬，但由于给人缺乏
真实感，作品里也应慎用。
——语言鲜活生动。语言是文学

作品的外衣，同样也是报告文学的外
衣。一篇报告文学要让读者喜爱，不能
不讲究语言，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
学”。古人有“语不惊人死不休”及“两
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追求，今人应
该在文学语言上有更高的要求。法国
作家福楼拜说过：“不论描写什么事物，

我们必须不断地苦心思索，非发现这个
唯一的名词、动词与形容词不可。类似
的词句是不行的，也不能因思索困难，
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我们国家的
语言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报告文学作者
应在继承我国语言养分的基础之上，努
力吸收时代最精彩的语句。巴尔扎克
说：“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天才，
第二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庸才，第三
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是蠢材。”文学语
言，贵在创新。尤其是报告文学，打着
时代的烙印，语言也必然要与时代合
拍。语言新颖、生动、流畅，读起来才会
让人如饮甘醴。
——注入澎湃激情。一个歌唱演

员如果缺乏激情，演唱时让人直打瞌
睡，那谁还愿意看他的演出？为什么
许多人喜欢看足球等体育比赛？因为
那能点燃观众心中的激情。同样，报
告文学作品要能够打动人，作者胸中
必须澎湃着生命的激情。如此，他才
能笔下飞流三千尺，指间卷起万堆雪，
使作品产生感人肺腑的力量。作者的
激情哪里来？来自对祖国、对党、对军
队、对人民深沉的爱恋，来自灵魂深处
的正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当新冠
肺炎疫情来袭，我为那些听党指挥、闻
令而动，关键时刻向着疫区勇敢逆行
的医务工作者们而感动，为那些将自
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全力参与抗疫的
人民子弟兵、公安干警、各级干部群众
的奉献精神而赞叹，为那些在病毒的
袭击下不幸遇难的鲜活生命而感伤。
那些天，泪水常常模糊了我的双眼。
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我觉得自己
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
让中国告诉世界、让今天启示未来。
所以，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我终
于完成了 40 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
《武汉保卫战》，受到了读者朋友的
肯定。

忠实记录时代精彩
■朱金平

艺 境

陆翔宇怎么也想不明白，连长为啥
从来都不表扬自己。

新兵下连后的第一次 3公里跑，陆
翔宇就夺得所有新兵中的第一名。班长
夸他跑得快，排长向他竖起大拇指，指导
员都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
“小伙子身体素质不错，好好干！”

可唯独连长始终没有对他说一句表
扬的话，他们之间甚至连目光的对视都
没有。

虽然想不通，但陆翔宇暗暗下定决
心：一定要用自己的表现征服连长，让他
表扬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陆翔宇事事都铆足
了劲，在各项任务中都很拼。身边的战
友有些诧异，这名新兵，为啥身上总像是
有使不完的力气？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一年就过去了，
陆翔宇还在较着劲，因为连长依旧没有
表扬他。虽然他在新兵第一年就立了三
等功。

又一次 3公里跑。陆翔宇像往常一
样，一马当先地冲在了最前面。他似乎已
经习惯了连长不表扬自己这件事，就像他
习惯了做任何事都拼尽全力。跑到最后
400米时，陆翔宇的鞋突然掉了一只，可他
看起来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那会儿正值寒冬，场地上有的地方
还有未完全化开的冰雪。“别跑了！”班长
在场边大声喊着。

陆翔宇跑完了，依旧跑了第一。训
练结束后的讲评中，连长依旧没有任何
表扬。不一样的是，他朝着陆翔宇的方

向多看了好几眼，眉头紧锁，表情复杂。
来年开了春，连长马上要转业了。

他把陆翔宇叫到连队荣誉室里，面对着
荣誉室里的英模挂像，连长说：“你陆翔
宇受到表扬后容易‘翘尾巴’，我想用这
种方式告诉你，在我这里你还差得很远，
虽然我心里是认可你的。”连长的声音有
些沙哑。

……
操场边上，一名上尉和一名列兵并

排坐在一起。上尉望着天边的飞鸟，缓
缓开口：“当年我连长对我说的话，其实
就是今天我想对你说的。”

一旁的新兵，看着他的连长，若有所
思地点点头。

连
长
和
兵

■
宋
子
洵

迷彩芳华

5 月上旬，北部战区总医院在网上
开展了“读书视频评选及优秀征文展
播”活动。18名医护人员走上网络“演
讲台”，23篇读书心得体会在医院公众
号中推送，点击率超过10万次。

为建设学习型军营，让官兵在学习
中实现成长，该院党委结合院区分布

广、人员种类多等现状，灵活开展“读书
育人”活动。他们依托强军网开设“读
书筑梦”专题网页，链接网上电子书库
和读书频道；在营区建立“电子书屋”，
将书屋资源嵌入医院微信公众号；丰富
医院图书馆藏书种类，并与驻地书店签
订了图书借阅协议。同时，医院还每月
组织 1次读书分享会，每季度开展 1次读
书体会交流，年度对读书活动进行总结
表彰，有效激发了官兵好读书、爱学习
的热情。

以书育人伴成长
■宋 洋 白天任

阅读时光

汛期来临，这些防灾知识要知道——

汛期避险小贴士
■古卓成 绘 余海洋 文

兵 漫

1、汛期临近，要密切关注气象信息。 2、预防洪涝灾害，应提前备好防灾物

资和各类救援器材。

3、避险撤离时，要关掉电源、煤气

阀门。

4、遇雷暴天气，如无法找到避险场

所，可就近选择低平处，双手抱头蹲下，把

头埋于双膝间。

5、驾车时，遇到塌方或山体滑坡，应

立即掉头转移至安全地带。

6、不慎落水，不能慌张，抓住大型漂

浮物等待救援。

7、野外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往与泥石

流成垂直方向的山坡上跑。

8、洪涝灾害过后，需要做好消杀防病

工作。

这幅作品拍摄的

是,高原特战队员在

特殊环境中，开展战

术行动演练的场景。

照片采用低速快门的

拍摄手法，将班组突

击行动以动静结合的

画面展示出来，把官

兵“苦练杀敌本领，时

刻准备战斗”的训练

生活真实定格下来，

生动表现了官兵闻令

而动、敢打敢拼的精

神风貌。

点评：纪政坤

走进火箭军某团警卫通信连营区，
让人在茫茫大山中忽然眼前一亮，依山
而建的各类建筑，经过悉心伪装与大山
融为一体，乍一看很难发现。

在连队门口，一座 2米多高的竹制
门楼屹然矗立，质朴却不失庄严。一
副对联分挂在门两侧，上书“聚焦练
兵备战，争当虎贲尖兵”。该连指导员
王超峰介绍说，大山里生存条件恶
劣，唯独盛产竹子，它们扎根深山、
坚忍不拔的精神让官兵从中找到了精
神共鸣。于是，大家就地取材，建造
了这个“竹门楼”。

竹楼的正对面，一个鲜红的“家”
字入石三分、格外醒目，连队官兵只要
一下楼就能看到。刻这个字的时候，全
连官兵都参与进来。大家手拿钢钎，一

锤一锤地敲打，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
终于刻出了字形。最后，连队文书用红
漆刷了3遍，远远看去，“家”字光鲜明
亮。“竣工”那天，王指导员深有感触地
说：“这个‘家’字里包含着连队每一名
官兵的付出。通过刻这个‘家’字，就
是希望大家能够树立‘以连为家’的思
想，把战友当兄弟，互相关心，让每个
人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强烈的归属感。”

说起“以连为家”，该连官兵似乎
有讲不完的故事：由于担负阵地警卫
工作，该连岗哨数量较多，连长任校
校隔三差五就会背着背囊去各个点位
“小住”一段时间，了解情况的同时，
也会及时为战士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
困难；指导员王超峰发挥特长，成立
了视频制作小组，拍摄战士们在训练
和生活中的场景。当看到自己成为了
视频中的主角，战士们都非常开心。
今年年初时，他们还为刚结婚的王杰
班长制作了祝福视频，王班长看到后

感动不已；去年除夕夜，为了让战士
们能够看一台完整的央视“春晚”，全
连的党员骨干主动担负起站岗执勤任
务……一个个暖心的故事，体现出连
队官兵之间的深厚情感。

在位于连队后山的“砺剑园”中，
有一眼“思源井”。站在这口井面前，
任连长告诉我们：“听连队的老班长
说，这口井是当年连队唯一的水源。俗
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它是在告诫
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本。”如
今连队官兵早已用上了自来水，这口井
虽然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但却把“饮
水思源”的道理传承至今。

潺潺的流水声吸引记者来到“苦乐
池”旁，只见碧绿的池水在阳光的照耀
下波光粼粼，整个池子就像镶嵌在山间
的一块“翡翠碧玉”。池中有一个小型
的木制水车，仔细一看，竟然还有几尾
小鱼在欢快地游弋，为池水增添了些许
生机。“‘苦乐池’是一个神奇的地

方，它真能把‘苦’变为‘乐’。”中士
刘金昆笑着告诉记者，平时遇到烦心事
的时候，他就会到这里坐一坐，心情就
会慢慢放松下来。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
人。连队官兵将深厚的情感融入到连
队环境建设中，同时也从这里得到了
心灵的慰藉。在这个被官兵亲切地称
为“连队后花园”的“砺剑园”中，
每一处景色都被赋予了特有的寓意，
并承载着 20多年来一茬又一茬官兵的
精神寄托。

离开连队时，我们看到一块刻有
“任重而道远”的巨石矗立于路旁。王
指导员介绍说：“虽然连队取得了很多
荣誉，但守卫‘大国长剑’的任务依
然艰巨，还需要官兵日复一日的坚
守，不敢有丝毫懈怠。”

此时此刻，远处训练场上传来战士
们嘹亮激昂的喊杀声。那从年轻战友胸
腔迸发出来的声音，在山间久久回荡。

山 间 家 园
■董潇寒 冯金源

活力军营

突 击
作者：杨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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