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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海军政治工作部和中共浙

江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电视剧《海天

雄鹰》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收官。该剧取

材于我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的艰难历

程，讲述了以秦大地、谢振宇、余涛等为

代表的飞行员组成试飞大队，在总指挥

衣正邦的带领下突破层层技术壁垒，最

终实现航母舰载机翱翔海天、飞向深蓝

的故事。

电视剧开篇即把目光聚焦于 20 世

纪 60 年代，某国某航母编队临近中国海

域，其海军飞行员詹姆斯驾机入侵我领

空。我海军 101 团飞行员余兆年驾机与

詹姆斯展开激战。在各项性能优于我机

的敌机面前，余兆年英勇战斗、毫无惧

色。俯冲爬升、鹞式飞行、死亡翻滚、火

控锁定与摆脱……激烈的空中格斗后，

余兆年断喝：“来啊，拼刺刀啊”，驾机直

扑敌机而去。詹姆斯跳伞逃生、敌机坠

毁。这一热血片段展现了我军老一辈飞

行员的昂扬斗志与血性。《海天雄鹰》如

此开篇，为全剧叙述的航母舰载机试飞

事业铺垫了传承已久的精神底色。

在当代军旅影视作品中，《海天雄

鹰》涉及的航母舰载机题材，在一定程

度上属于新开掘的领域。对于创作者

而言，以艺术语言妥帖表现这一主题的

内涵，需要深入了解航母舰载机试验试

飞相关的专业理论与具体实践。片中，

复杂的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相关知

识体系与过程，实现了贴近真实的艺术

表达。作品将实现航母舰载机着舰和

起飞目标的过程进行分解，并让拆分出

的每一个单元前后衔接，构成剧作的叙

事链条。甄选优秀飞行员组建试飞大

队、通过对抗赛得出试飞员排序名单，

模拟舰艏滑跃起飞、模拟高速着舰失败

后逃逸复飞、寻舰、通场试飞、正式着舰

试飞……为直观展现复杂的试验过程

和相关专业知识，该剧还运用了动画建

模等方式，为观众直观呈现飞行员在试

飞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与难题，消减了观

众与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之间的认知

隔阂。这种可视化表达，让创作难点实

现了向作品亮点的转化。

英雄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是军

旅题材文艺作品最鲜明的底色。电视剧

《海天雄鹰》塑造了以余兆年、吴惊天为

代表的老一辈海军飞行员，以秦大地为

代表的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中坚力量，

以及以谢振宇、余涛为代表的青年飞行

员。剧作对三代飞行员形象的呈现，展

现了人民军队薪火相传的精神传承。

崇尚集体利益，还是推崇个人成就，

是剧中人物成长的试金石。电视剧《海

天雄鹰》中塑造的英雄形象不仅有飞行

员，还有一心想要登上航母却未能如愿

的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特种装备保

障大队，也有为了试飞大队集体而主动

退出的吴强……他们为了集体和试飞事

业，放下个人的得失考量。作品通过对

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塑造，表达了对集

体英雄主义精神的赞颂。该剧既表现了

部队官兵在试飞中的艰辛付出，也呈现

了航空、船舶行业的奋战攻坚与牺牲。

剧中塑造了严谨细致、勇于担当的科研

工作者代表梁总工。试飞任务圆满完成

后，总指挥衣正邦准备了庆功宴为团队

庆功。然而，庆功宴开始前却传来梁总

工殉职的噩耗。

贯穿《海天雄鹰》的剧情主线是舰载

机飞行员们在多轮课目上的训练与攻

关。刘敏洁、夏初、柳妮娜等人组成的心

理辅导小组对官兵的守护，构成该剧的

情感副线。双线交织的叙事，为剧作打

开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剧中，无论是

失去双亲、童年遭受苦难的谢振宇，还是

心挂患病孩子的秦大地……他们都在专

业心理辅导的帮助下，切实筑牢了心理

防线，这也是确保试飞“万无一失，滴水

不漏”的关键一环。做到“万无一失，滴

水不漏”，同样离不开实操前的数据测算

与大量模拟试验。仰角、迎角、攻角……

一幅幅数据测算的曲线图提高了轨迹控

制的精度，每一次模拟挂索、着舰、试飞

都是为了飞出新的数据，发现并解决新

的问题。作品叙事主线与情感副线的有

机交融，使作品在表达主旨上更加富有

节奏感。

蔚蓝的大海上波光粼粼，远处海天

相接。站在航母甲板上的飞行员谢振

宇，面对记者采访时豪迈地说：“中国近

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海天雄鹰》赞颂了航母

舰载机试飞官兵与科研人员攻坚克难、

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也为观众努

力呈现了一曲青春与热血激荡的军旅

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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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多 年 前 ，茅 盾 在《关 于“报 告 文

学”》中谈到：“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

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

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

由此，我们习惯上把记录时代、存活历

史的报告文学，指称为一种独特的“时

代文体”。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成

为独具活跃度的重要文体。文随时移，

固本开新。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报告文

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它

的文体建设。

一

报告文学是“事实文学”。所谓“报

告”，就是事实的报告。事实客观存在：

语言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自然无法做

到绝对意义上的本真呈现。但是，报告

文学的“事实第一性”，要求作者的写作

应该厚道诚实，最大程度上逼近事实本

身。有一种说法较为流行：报告文学写

作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是一种

较为暧昧的表述。首先，“大”“小”之间

很难厘定把握。再者，报告文学作为非

虚构叙事文学可以借鉴小说的叙事艺

术，但大段连篇地记写带着引号的过往

人物的对话、无根漫溢的情景再现等写

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倡导报告文学的

写 作 应 坚 持 大 事 务 实 、小 事 求 真 的 原

则。所谓“大事务实”就是关系写作对

象根本规定性（定时、定点、定量、定性）

的事实须得核实，务求精准；所谓“小事

求真”，就是一些必要场景的想象性再

现（“修复”），要符合人物、事件和场景

等的真实性逻辑，不可想当然地任意书

写。这些书写须把握分寸，获得自洽的

逻辑。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事实是要件，但

成为要件的事实必须具有书写价值。报

告文学作品的价值生成，以题材的价值

含量为前提。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写

作的题材决定论，而是表示这类非虚构

写作题材须具有某种意义的前置性。有

价值的报告文学写作题材，是具有时代

价 值 、历 史 意 义 和 人 文 风 景 的 新 质 题

材。作品要为读者提供新的事实、新的

知识、新的信息。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应

当对时代有着敏锐的观察、对历史有深

入的勘探，从中发现、选择具有时代性、

历史性、人文价值的初始性、独特性题

材，以富有表现力的叙事加以展陈。近

期出版的《龙腾伶仃洋——深中通道建

设纪实》（李春雷）《为珠峰测高的人们》

（钟法权）《创作之伞——中国文字著作

权保护纪事》（李燕燕、张洪波）《巴黎有

片榕树林——海外温州人的家国情怀》

（朱晓军）等，就以题材的取新别异，奠定

了作品的价值，为读者所关注。

有 一 种 倾 向 值 得 写 作 者 重 视 ：在

一些主题写作中，题材选取、视角选择

等 显 现 出 同 质 化 、雷 同 化 的 现 象 。 作

家 需 要 正 确 理 解 把 握 主 题 创 作 的 要

义。主题创作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点

和热点，是来自时代生活的召唤，也是

报告文学作家使命之所在。有价值的

主题报告文学，是以独特性、典型性的

题材及其具体内容表现时代重大主题

的。主题创作具有广泛丰富的题材空

间。同样是反映建党历史和精神的作

品，徐锦庚的《望道》、丁晓平的《红船

启 航》和 徐 剑 的《天 晓 ：1921》，作 者 取

材视角不同，表达的主旨各有侧重，写

法也各显其长。

报告文学作为以事实为基础的文

学，需要提供丰富饱满、有表现力的事

实。这样的事实，自然无法在书斋中闭

门造车，它需要经由作者深入的采访、

扎实的田野调查、必要的相关知识的学

习储备等，才能积累获得。报告文学是

行走者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灵敏度高

的显示器，可以清晰地照见作者劳动的

量与质。读者阅读报告文学，期待读而

有得、得而受益。但有一些作者给读者

提供的信息“注水”太多，作品的信息

（事实）载量不足。空洞无物的报告文

学缺少非虚构的力量，自然也无法召唤

起读者的阅读热情。

二

所谓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质

的属性，是文学的规定性。何谓文学？

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既需要提

取文学性的“公约数”，又要看到不同写

作样式文学性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

作为“公约”的文学性，它诉诸接受者对

形象、具体、感情等的感知；强调作为语

言艺术的文学，作者应具有及物达意、

文约意丰的语言能力。报告文学应当

满足这样一些“公约”的要求。但报告

文 学 又 是 基 于 事 实 的 文 学 ，它 不 可 虚

构，不能恣意想象，其文学性生成有着

自在的独特性。

文学来源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来源于生活。生活

是没有彩排的舞台，其中的不确定性演

绎出的种种出人意料又客观自在的故事

性、戏剧性和传奇性等，其文学效果绝不

亚于通常的虚构想象所得。在非虚构类

作品的创作中，题材事实与文学性之间

具有直接关联。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文学

性元素构成了作品文学性的重要基础。

在报告文学中，报告不只是报告，也是文

学的前提。正因为这样，富有经验的报

告文学作家更舍得在题材事实的深度获

取上花更多、更切实的功夫。徐剑的《西

藏妈妈》是这位“老西藏”新行走之作。

作家在艰难而遥远的行走中，采访了百

余位在福利院照护孤儿的“妈妈”。作品

中重点人物的故事，闪耀着时代性与母

性、人文关怀的光芒。杰出科学家袁隆

平的人物传记有近百种，陈启文的《袁隆

平全传》，其“全”，是因为作者通过精心

独特的采访，对传主有更新更全面的发

现和了解。作者走进了袁隆平更丰富的

世界：人生的世界、科技的世界和精神的

世界。尤其是在人物真切丰富的精神世

界的透视中，让作品具有了充沛的文学

性。

报 告 文 学 虽 为 非 虚 构 写 作 方 式 ，

但并不意味着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放弃

作者的主体性。没有主体性就没有报

告文学的文学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既 内 置 于 书 写 的 对 象 之 中 ，同 时 在 文

本建构中又需要作者对提取到的事实

材料作审美性的呈现。这种呈现基于

叙 事 的 设 计 ，对 材 料 进 行 具 有 审 美 表

现 力 的 调 度 。 所 谓 调 度 就 是 将 原 生

的、散在的材料，作有序列的情节性、

场 景 式 的 细 化 ，并 根 据 叙 事 的 需 要 进

行 结 构 性 重 置 。 这 种 调 度 和 重 置 ，是

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重要路径和有

效方式。比如，何建明的《山神》，主人

公是“时代楷模”黄大发。作品开篇叙

写行走高山“天渠”的艰危，以此蓄势

强化叙事的悬念。

三

无结构便无文学。结构既包括具

体 的 起 承 转 合 叙 事 结 构（时 间 与 空

间），更指总体性的规划布局的表意结

构（思想与艺术）。兼顾这些要素并能

使 其 有 机 优 化 组 合 ，并 非 易 事 。 结 构

意识淡薄，叙事“无为而治”，这是值得

报 告 文 学 作 家 ，尤 其 是 长 篇 写 作 者 重

视的问题。

报告文学的结构问题涉及很多方

面，模式化是其重要“病症”。这显然

与作品的结构建制和叙事调性的不当

设置有关。报告文学写作题材丰富多

样，书写的空间也很广阔，写作者本身

也各有不同的情况。文学创作是一种

求取独创性的精神活动。报告文学写

作的“去模式化”，需要更加注重叙事

的 对 象 化 建 构 和 作 者 的 主 体 性 ，有 效

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所谓叙事的

对 象 化 建 构 ，就 是 能 从 书 写 的 题 材 内

容 中 ，寻 找 发 现 其 中 可 能 存 在 的 结 构

肌 理 ，从 中 获 得 契 合 此 一 题 材 的 及 物

达意的叙事结构和表意结构。所谓作

者 的 主 体 性 ，更 强 调 作 者 的 创 作 优 势

与题材类型的适配，扬长避短，写作适

合自己的题材。

题 材 类 型 和 主 题 取 向 不 同 ，相 应

地 ，作 品 叙 事 的 组 织 方 式 也 需 调 适 。

何建明的《浦东史诗》从家族史和个人

经 验 切 入 文 本 ，关 联 起 宏 大 与 微 观 的

联系。作品对于“上海”一词的全新解

读，既体现作者的主体性风格，又彰显

出 浦 东 开 发 开 放 所 蕴 含 的 时 代 精 神 。

纪红建的《彩瓷帆影》，以长沙铜官窑

题材书写“一带一路”主题。作者从一

艘唐代沉船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

域 被 发 现 切 入 叙 事 ，构 建 了 千 年 前 彩

瓷 制 造 、商 贸 的 历 史 叙 事 和 作 者 寻 找

“彩瓷帆影”的当代叙事。两种叙事交

融 错 落 ，具 有 很 强 的 阅 读 牵 引 力 。 徐

剑、李玉梅的《强国记——中国知识产

权的力量》，记述的是中国专利金奖项

目成果和发明人的故事。作品整体上

采用了科技叙事和文化阐释相结合的

结 构 。 文 化 阐 释 嵌 入 与 黄 河 、湘 江 和

珠 江 时 空 有 关 的 主 体 叙 事 之 中 ，试 图

解读中华江河文明与当代高新科技创

造 之 间 的 逻 辑 密 码 。 这 种 总 体 性 结

构，有效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表达，也

彰显了作者的个性风格。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论新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
■丁晓原

影视评析

解读光影意蕴

文艺探研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远望（油画） 韩光新作

在浪飞涛涌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

些杰出人物以其思想和行为，成为一个

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作为“轰轰烈烈为

国流血的大豪杰”，作为一个在风雨飘

摇中孤勇吟唱的英雄，谭嗣同无疑值得

后世大书特写。作家彭晓玲创作的长

篇历史小说《谭嗣同》（山东文艺出版

社），既是对谭嗣同生命历程的书写，也

饱含作者对谭嗣同的真诚致敬。

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以史实为

素材和基础，在写法上虚构与非虚构相

结合，细密再现谭嗣同的人生历程。作

者以清晰的历时性结构对谭嗣同生命

历程的重要节点做了详尽陈述，试图引

导读者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还原历史

细节。

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是历史小说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共同承担着

再现历史环境和刻画历史人物的艺术

功能：历史情节使历史小说站立成形，

生活细节则使历史小说摇曳多姿；历史

情节给人以概括的印象，生活细节则给

人以生动的形象。作品以丰富的历史

情节和绵密的生活细节，让读者遇见了

更加真实、更加丰满、更加鲜活的谭嗣

同。作者在作品中以貌似平和雅致实

则刚劲有力的叙述，着意摹写的是谭嗣

同寻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虽然

这种写法是中国传统世情小说的叙事

模式，但其中对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的

捕捉与呈现，给读者留下了众多追忆线

索和遐想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

者的叙述策略和审美追求。

整部小说分为“萌动”“觉醒”和“怒

放”三个主题，每个主题都有重要事件

和人物作为故事基础。虽然故事情节

繁密琐细，各种人物关系盘根错节，但

总体脉络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向

前推演。作品中的谭嗣同，无论是在浏

阳河边漫步思索，还是在长沙街头奔走

宣告；无论是在武汉官邸建言献策，还

是在南京居家撰写《仁学》；无论是竭尽

心力推动创办时务学堂、创办《湘报》，

还是苦心极力创建南学会，“为一邑开

风气，即为天下开风气”，所有这一切都

为谭嗣同成为维新志士做了逻辑铺垫，

也表明谭嗣同为了开启民智、救国救民

而焚膏继晷、殚精竭虑，更印证了谭嗣

同是当时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卓越

代表。

历史前行的坚定脚步更多时候是

合力作用的结果，单纯依靠个人的努

力可能改变不了总体趋势，但个人顺

应时势的初衷和扭转时局的誓愿，无

疑会熏染和影响身边志同道合的人，

引导和带动他们与自己勠力同心、同

向而行。小说中人物众多，且多为时

代风云人物，无论他们在这出历史活

剧中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言行和命

运都与谭嗣同倡导和践行的维新变法

紧密联系在一起。整部作品以谭嗣同

为主角，以谭嗣同的思想演进和心路

历程为主线，但与此同时，作品还以张

之洞、盛宣怀、黄遵宪等人物的活动轨

迹，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宝

箴等人物的精神历程为辅线，详实摹

绘 了 晚 清 洋 务 派 和 改 良 派 的 人 物 群

像。作品中一条主线与两条辅线相互

交织递进、彼此映衬呼应，这种结构充

分展现了时代背景，彰显了谭嗣同极

具魅力的风骨与人格，体现了长篇历

史小说的文体优势。

长篇历史小说兼容历史性和文学

性。作品试图客观还原谭嗣同的心路

历程，真实描写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在写实的基础上，

还营造典型环境氛围，凸显人物个性风

貌，昭示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道德主

题。作品正是通过对谭嗣同才气、骨

气、豪气的细致描摹，既折射出彼时纷

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饱受欺凌的民族

命运，又映衬出谭嗣同“横刀笑天、肝胆

昆仑”的精忠赤诚和满腔热血。

《谭 嗣 同》告 诉 我 们 ，为 了 民 族 兴

盛、国家强大而英勇就义，为了苍生幸

福、百姓安康而慨然赴死，是一种生命

的至高境界。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无

论如何都不应缺少心忧天下、为民请

命的仁人志士。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

磨难走到今天，也是包括谭嗣同等无

数“孤勇者”胸怀家国、勇猛精进的结

果。他们的精神气节将会有更多的人

认识和继承，激励着无数国人不断奋

勇向前。

刻画“孤勇者”的历史风骨
■刘金祥

报告文学因其独有的文体魅力，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多彩斑斓的

景观。其中，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每每让人眼前一亮。进入新时代以

来，强军实践为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催生了一批有

分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有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也存在对报

告文学文体特征认识不清、对创作规律把握不准、作品文学特质相对偏弱等

问题。本文从报告文学本体认识出发，阐述报告文学创作规律，以期对读者

有所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