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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视点运用初探

佘 文 秀

“
祝点

”
本来是绘湮i术 语,说的是画家视线的出发点。借用在文学上,则指的是叙事文

学中作家叙述故事的角度,也称叙述角或叙事角,即看作家以什么身份充当故事叙述人,从

什么角度叙述故事。换句话说,也就是看故事是由谁讲的,故事里发生的事是谁 亲 眼 看 到

的,或 者是谁想的。祝点和叙述人称有密切的联系,但不是一个闷题,它有比叙述人称更深

一层的意义和作用。创作中一定视点的选择关系着作家总体的艺术构思。由于不同的人对同

一事物常常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过择什么入进行叙进,白 然会对仵品的恩想内餐与感情

基调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在叙事文学的小说创扌i∫ 屮表现得尤为突出。怛视点问题并非为

小说所独有,它乃是一切叙事文学带普遍性的一个写件问题。

一般可将视点分为内枧点和外视点。外视点指作者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从旁叙述,怍

者好象全知全能,可以自由地进行描述p因此又称为全知祝点。使用外视点 ,叙述救事的人

通常须是作者,在人称的采用上一般是第三人称。即使有时使用第一人称,也只限于作者本

人,由作者站出来向读者述说他的所见所闻。这仍是∵种非自身的、非参与者的视点,叙述

者并不进入故事。内视点则是和由仵者从旁进行叙述的叙述角度相对而言的,它 主要指从作

晶故事中的一个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既然内视点是由作品内的人物出雨作叙述,当 然会受

到一定时空的限制,囚 为件品中的任何一个人物都生活在特定的生活情蜿之中,他的视野不

可能没有眼度。但由作品中
^、

物出面述说,有一种直接感和真实感。内视点一般使用第一 人

称。也有使用笫三人称的,如在一些采用意识流手法的作晶中,有时虽未用
“
我

”
的口吻,

但仵者的叙进中心是圃绕主人公的,视点实质上也是主人公的。

报告文学是一种纪实性的叙事文学,它的构思是一种
“
依料构思

”
。进行报告文学的创

怍不能如写小说那样去虚构丿、物、设置入物关系、编织故事。但仵者可以,也应该在真实材

料的规定范围内去精心选择视点。可以说,视点的选择是报告文学总体艺术构思中所面临的

笫一个影响全局的艺术表现闷题。 “
横看戚岭侧成峰

”
,同一物象,摄影师可以从几十个不

同的角度拍摄照片,符到几十幅不同姿态附画面。人的每一张面孔也都有它最美和最难看的

角度。怎样从数十个角度中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怎样从互有差别的面孔上找到最能逼真地

反映人物气质和性格的角度?逑是摄影的学问,也是摄影师的艺术追求。同样的道理,选择

怎样的视点才能将采写对象的
“
形

”
和

“
神

”
逼真地再现出来,将报告文学家的创作意图鲜

明地传达出来 :对于
“
依料构思

”
的报告文学也是一顼十分重要的工作。这是由于,一定的

视点选择反映出作者对采写对象的理觯及作者处理材料的匠心。通过选择恰当的视点,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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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昆的内容'特别是作品人物关系的展开亻f力 地服务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因为一种枧点的选

ˉ
定意味着作品叙述角度的确定,客观上也决定了作品的

ˉ
材料去取、详略安排、绮构布局、语

恤̈表述等具体写作问题的处理原则。同时,透过一定视点的选择,还能表现出作者同报告对

象的关系以及作者的内在感情。不同视点虽然并无优劣之分,但作者报告某一对象选用这种

视点而不选用那种视点,却常常可以看出作者同报告对象的关系之密切程度以及作者的情感

内蕴。总之,经过恰当选择的视点,正如美国学者凯伦·马蒂森·赫斯所说: “
是作家决定对

自己所写的事采取一定看法,以便和读者建立必要关系的特定角度,是作家观察所写事件的

精神上与感情上的基点
”(《 文学鉴赏辅导》,北京十月文艺獭 衬l)。 它是报告文学创作中一个重

要的写作问题 ,在构思中必须多方权衡,慎重定夺。

让我们分析几种近几年我国报告文学视点运用的具体形态,以对问题作进一步地研究。

内视点作品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角

这种视点,叙述者是作品主人公
“
我

” (或 “
我们

” ),叙述的是主人公自己的故事。

运用这种祝点的作品,在这几年的报告文学中时有出现。如陆柱国的 《好孩子 》 (《 中甲新文

艺大系·报告文学父》)、 陈祖芬的 《一个成功者的自述 》(《 文汇月刊》裉告文学选《一个成功老的

臼注》)、 肖复兴的 《海河边的一阔小屋 》、徐 臼耕的 《来 臼麓 L山 的报告—一̄杨少华的叙说 》

<《 扣告文学选刊》1985年 s期 )等便是。

运朋这种视点有如下特点和长处 :

第∵~,曲于讲述的是
“
我r(或 “

我们
”

)亲身经历的故事,通常现扬感强 ,内容显得

自然亲切,其实生动,容易收到可信而感人的艺术效果。

第二,以 主人公
“
我

”
为视点,尔述的内容渗透着主人公的主伟意识,能比较深入地表

现 人、物的内心活动,比较真切地披露人物的精神世羿和思想感情,便于有效地克服由作者出

面做
“
报告

”
爱犯的

“
提纯

”
、 “

拔高
”

人物的毛病。

笫三,以 当事者 f我
”

的口吻作自述,其语言往往生活化、口语化、个性化,表现出平

易流畅、淳朴亲切的语言风格,能缩短作品同读者钧感情距离,增强作晶的可读性。

阅读获奖作品 《海河边的一间小屋 》,随着主人公的叙述,我们仿佛被带进那间挤着六

田人的十三平方米的小屋,不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切感,雨且为主人公朴实雨动人地袒

露 自己心迹的述说感动不已,并油然产生可亲的敬意。这便是这种视点取得的艺术效果。

然而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使用内祝点第一人称叙述角却走有条件的。

首先事实材料在时空上宜相对集中, “
我

”
应是居于

“
中心地位

”
的

“
主人公

”
。如果

材料在时空上过于分散零碎,难以表现;如粜不以
“
我

”
这位主人公来

“
聚焦

”
,更难以组

∷织全篇。就以《来自老吐l的报告 》为例 ,材料比较丰富零散,扬少华的叙说是要表现整个老

山前线战士平凡而又可爱可敬的英雄群像。由于以
“
我

”
这位主

^、

公为视点,缤纷的材料才

得以有机地编织起来。

其次,这种视点多以
“
报告

”
人物见长,曲 主人公 自述自己的故事。在主人公的性格中,应该

右长于言辞的特点和语言个性,否则很难使用这种视点。陈祖芬写朱明瑛,作者对她的采写对

象产生了这样的印象 :“她说话飞快,而且全拣要点说。̈ ⋯她的话在我心灵的湖面上激起一圈

I圈的波纹¨⋯’ 〈见《一个球功者昀自述》)。 作者抓住了人物在言辞表达方面的特点,选用内视



点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角,是很恰当的。很难想象,如果徐迟写陈景润也选择这样的视点 ,能写

出象样的作品。因为陈景润的语言个性决定了作者不宜选用这种视点,否则根本无法生动地表

现作品中那些缤纷丰富的内容。足见
“
依料构思

”
的报告文学在视点的选择上也得

“
依料

”
,

不能随心所欲。

外视点作者第三人称客观叙述角

这是一种由作者以局外人身份从旁叙述的视点 ,使用第三人称。大部分报告文学都是以

这样的视点进行
“
报告

”
的。 《哥德巴赫猜想 》、 《中国姑娘 》、 《三门李轶闻 》1 《在这

片国土上》、 《百万大裁军 》等皆是。

运用这种视点有如下特点和长处 :

第一, “
报告

”
的作者处于一种

“
全知全能

”
的地位 ,对于所掌握的材料,他可以根据

其特点和创作意图进行自由地组织和描述。在材料的
:取

舍,详略的分布,虚实隐显和波澜张

弛的安排与设置上,作者都有比较多的自由,因 而也更能发挥作者在构思过程中的思维主动

性。这种视点尤其长于表现时空宽阔的现实事件,便于组织全景式的报告,写大场面,写繁

复事象。

第二,运用这种
“
全知

”
视点,作者便于在规定的真实情境中作必要的揆度,对人物 (特

别是人物的内心世界 )、 环境作适当地描绘和再现,有可能使作品的笔触比较细致 ,具有较

浓厚的文学色彩和较强的艺术魅力。

第三,运用这种视点,容易造成作品的艺术个性,也容易体现出作家总体的艺术风格。

以理由的 《扬眉剑出鞘》为例。作品报告我国女子花剑运动员栾菊杰在国际比赛中勇敢

拼搏,负伤鏖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作者写小栾,是想通过对创造奇迹的小栾的歌颂来

讴歌我们伟大的时代。粉碎
“
四人帮

”
,八亿人民扬眉吐气,意气风发,社会主义祖国处处

生机盎然。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生活的主旋律。作者正是要反映出自己对生活的这种认识

和感受。这是他写栾菊杰的主观创作意图。为了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他不执著于小栾做了

什么,而是着眼于小栾创造奇迹的时代原因的探求和表现。为了充分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

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 ,他注意安排行文的波澜曲折,使故事叙写得张弛有致;他设置悬念 ,

使作品富有小说的吸引力;他使用形象化的语言再现小栾的肖像身姿,再现决赛中的关键场

景 ,渲染高潮,烘托赛场紧张气氛⋯⋯。为了使这一切在艺术表现上比较地自由方便,作者

选择了外视点,以 “
局外人

”
的身份,用 第三人称从旁进行客观描述,腾挪跌宕, “

全知全

能
”
, 自由灵活。虽免不了受真实事象的束缚,但在真实的前提下却充分发挥了作者的艺术

创造才能,显示了作者的艺术表现功力。作品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生动的情 节,鲜 明 的 人

物,清丽明快的语言,小说的魅力;既具 自身特点,也体现了理由报告文学的 总 体 风 格。

《扬眉剑出鞘 》的艺术表现,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这种视点的特点和长处。

但使用这种视点,作者同他的报告事象之间的距离显得较远,要能让读者对报告内容产

生信任感和亲切感,使其动心、动情,必须花费很大的功夫。   l

外视点作者第r人称叙述角

这种视点由作者出面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其目的是把作者自己的见闻感受直接告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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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者不再是从旁作客观叙述,而是以事实目击者的身份出现。这是一种外视点的特殊形

态。虽采用的是由作者出面的笫一人称,但同内视点作品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角有明显的不

同。获奖作品 《路的呼喊 》、 《大雁情 》、 《橘 》及 《最佳年龄 》(《 陈祖芬报告文学二集》)

皆属此类。

使用这种视点的特点和长处是 :

第一 ,由作者出面直接讲述采访过程中的见闻,表现自己的直观感受 ,比较亲切自然 ,

少人工雕琢的痕迹,作品容易产生真实感和可信性。

第二,由于是作者报告自己置身现场采访的见闻,他可以比较自由真实地对现场景象、

环境氛围进行必要的描绘,从而使作品有较辑的现场实感。

第三,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使他能比较自由地对作品中人物进行一定的形象刻画,特
别对人物的肖像衣著、典型细节的表现,优于内视点。作者还能比较自由地对见 闻 发 表 观

感,抒写爱憎感情,进行评论。

第四,一般说'采用这种视点便于组织材料, “
文随人走

”,随着作者采访的足迹,将
所得材料一一组织起来,容易显得脉络清楚,线索明晰。

以黄宗英获奖作品 《橘 》为例。作者吃到美国叉甜又大的橘子,对于中国这柑橘的故乡

在柑橘生产上却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忧戚焚心。她想到了发展我国柑橘生产的问题,其中特别是

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其更好发挥建设积极性的问题。于是她溯长江而上 ,去重庆采访国

际知名的柑橘分类和柑橘栽培学专家曾勉同志。她直接同这位某些人认,为
“
精神不大正常

”

的
“
老年性精神病

”
患者接触,并记下了自己采访的见闻和感受。曾勉居室的白描,老人肖

像跗勾画,音容状貌的显现,都具体生动,朴素自然,有彳良强的现场感和真实感。特别这样

的文字 :

他健步领着我们来到园里。在橘树旁 ,老人好象变了一个

^。

他就象个孩子。不 ,象个青年。不 ,简

∵ 直象个诗人!他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说着不同的品种、特点、成熟期、营养价值、

产量⋯⋯。我记也记不下来。我实在不懂柑橘科学,但是我懂得老人的心。我不相信他是个精神病患

者。曾勉同志是个深深迷醉于自己的专业的知识分子,是个有志深固难徙的正直的学者。一一这样一

种可贵的性格,难道是有些人所目为有
“
精神病

”
吗?还是恰恰相反,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表现? 

’

作者记写的是自己主观中的客观,她以含情的笔触为读者展现出了曾勉的
“
神

”

位深深地迷醉于自己专业的老年知识分子的可贵精神,明 确地表明了作者的爱憎和对老人精

神的赞扬,显出报告者鲜明的主观倾向。而且作品的内容纵贯古今,横跨中外,仅直接关系

曾勉的事在时间上也牵涉好几年,丰富的内容都是以作者的
“
弼

’
为视点组织起来的。

外视点作者第一人称叙述角,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具有特殊的表达效果,特别当作者采

写有争议的对象更是如此。作者抱着要把情况弄明,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的目的,通过深入

调查, “
跟踪

”
、 “

跟班
”

采访,获得的材料日益增多,再经过对材料的消化鉴别,认识逐

渐全面、深入,然后以采访者的第一人称来表现。这使作品容易收到真实可信,朴实自然 ,

具体生动、条理清晰的效果。

但运用这种视点作叙述,和记流水帐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它必须讲究剪裁的功夫,不能

一股脑儿将采访所得臣细不分地形诸笔端。



内视点间接第一人称钗述角

这种视点,表面上作者是以笫三人称的口吻叙进,实质上却是T种间接的第一人称。虽i

然有时出现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替使用的情况,作 晶不一定用主人公
“
我
”

的口气叙写,

但作者的叙述中心始终是围绕主人公的,视点是主人公的,只不过曲作者帮
“
主人公

”
把对

生活的观察感受,意识活动描述出来罢了。近几年出现的以意识流为主要表现手法所写的报

告文学有的便属于这一类。荣获全国优秀奖的 《祖国高于一切 》便是一例。

这类作品从总体肴虽然也有大体的故事,但由于使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它的
J叙

述不重

时空的自然次序而重主入公的意识活动、心理表现,常常打乱时空顺序,随着人物意识的白

然流动作时间和空间的自由转换。其明显的特点和长处是 :

第一,能比较纲腻深刻而真实地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反映人物昀内心世界。

笫二,能压缩过程,增大作品内容的浓变和思想容量。

看一段 《祖闼高于一切 》中的文字 :

真闹出事丿L来,王运丰当然是罪加一等.邓么叉会有一辆卡车把他带走。也许足回车。不过他这∷

时倒冷静了:其实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一部分。当初轰炸柏林时,年轻轻的都不

怕死,何况现在?人要是能死于他所爱的事业上,那也.就 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可是孩子们怎么办?达

些年他们插队、掏粪,而且因为那显而易见的外国血统而给人围观:活着,还能送去一片父爱⋯⋯唉,

人老了,更重感情了。这三个孩子从小离开了妈妈⋯⋯当初在柏林法庭上离婚的劲头哪里去了?¨⋯·

这段文字写留学德国学成归国的我国著名内燃机专家王运丰,在 “
文革

”
中

“
靠边站

”

期间应一位老上级之邀,背着
“
德国特务

”
的罪名到南京去当

“
临时工

”,帮助筹建电子计

算机站,和不法外商的
.欺

骗行径作斗争受到外商威胁时的意识活动。表面看这段文字似乎主

要使用的是外视点,其实披露主人公心理活动的那些话又象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是由作者

帮主人公将意识活动叙述出来的。这便算是一种间接的笫一人称。它保持了主人公意识流动

的白然状态,虽是不规则的,却由于未经过人为的梳理显得更为真实。

内外视点交替运用叙述角

这是内外两种视点在一篇作品中交替使用的形态。获奖作晶 《足球教练的婚娲 》便足一

篇这样的作品。作者主要报告足球教练刘敏新对待病逝的前妻所表现出的高尚道德情操。作

者白己说她写刘敏新,是 “
希墼每一对恋人、每一个家庭的组成者都能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要

求自己
”(见李玲修《兴酣落笔摇五岳》)。 这既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也是这篇作品的基本思想。

仵品是以这样的视点来叙述故事 ,表现创作意图的:开首部分以
“
作者的话

”
标目,用

“
我

”

的口气进行叙述,牵出主体故事,表面上是笫一人称 ,实际则采用的是外祝点,作者的
“
我

”

只起一个牵出报告对象的线索作用。作品写道,女主人公李玉环 (教练前妻病故后的恋人 )

“
娓娓动听地给我讲述了他们相爱的

‘
全部过程

’
。⋯⋯回到招待所,玉环的声音一直在我耳

边萦绕,眼前,仿佛展现出一页又一页的日记⋯⋯”
。紧接着作品在本体部分便以

″
日记

”

的形式,从女主入公
“
我

”
的角度记下同刘敏新恋爱的

“
全部过程

”
。 “

日记
”

特flJ突 出地

叙述了刘敏新对待有病前妻的那些动人事迹以及表现出的可敬品质。李玉环用
°
我

”
的口吻

作日记式记述,无疑地是运用的内视点。作品的收束部分仍以
c作

者的话
”

标 日,由作者蜥:



“
我

”
向读者报告定球教练的婚姻现况: “

我们作晶中的男女主人公婚后生活得很幸福
”

。

采用的又是外祝点第一人称了。

该作使用这种内外视点交替的叙述角有它显著的艺术效果:首尾桨分作者以笫 一 人 称
“
我

”
出现,她虽不是处于

“
全知

”
地位,但因诉说的是白己亲耳所闻的事,读者容易感觉

真实和亲切,也容易唤起他们对报告内容的:信任感。同时,本俅部分敢十分了解 主

^、

公 的
“
足球教练

”
的未婚妻路角度作叙述,且使用日记体的形式,祝点的选择更有优势。女主丿、

公的特殊身份以及耐教练的特殊关系,使她的 t日 记
”

内容既具体丰富,对 “
足球教练

”
精

神境界的反映深刻,又真实可信,读来十分朴实感人。而且女主人公记写自己的见闻感受 ,

情之所致,抒发议论,出 自肺腑,显得自然,也易于打动读者,唤起感情共鸣,效果优于外

视点由作者出面评点,发表感慨。同时,使 用 日记 体,立 足 于
“
足球 教 练

”
现在的

“
婚

姻
”,套进对他过去婚姻故事的回叙,两次婚姻互相映衬,省却了叙述一般过程的笔墨,打

乱了故事发展的线性顺序,避免了平铺直叙,作品的重点更为突出,作品的基本恩想也因之

得到鲜明的表现,不仅增强了内容的浓度,叙述也显得十分生动有致。

内外两种祝点交替使用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这里仅仅列举一例罢了。仅从这一例看,

它确有特殊的艺术效果,对于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强化作品的艺术性,有着不可 低 估 的 作

用。

内外视点交织钗述角

在一篇作品中,内 外视点融合交织。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视点。获奖作品《癌症艹死亡 》

正是运用的这种视点。

作者柯岩在作品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作品的视点也是特殊的。柯岩既以一位 报 告 文 学

家,又以一个住院就医的癌症
“
嫌疑犯

”
的身份出现,同 时,她还是北京紫竹院癌症气功班

那些被癌的王国判处死刑的生命角斗士同命运勇敢角力的见证人。这种内外视点交织的叙述

角,发挥了两种视点各白的长处,叉避免了二者的局限。若单从一位报告文学家的视点来进

行窑观叙述,虽然
“
全知全能

”,却难以获得作品这种真实亲切的艺术效果;若仅从故事中

某一个人物的祝点作叙述,作品又会暴露出内视点反映生活在时空方面的局限。现在将内外

视点交织,报告内容既有现场真实感,亲切可信,读者的视野也随作家
“
我

”
的行踪被带到

医院之外的天地,丰富了作品的生活容量。而且仵为
“
几拉一体

”
的

“
我

”
写出切身见闻和

认识变化的历程,发表对气功治癌问题的思考和论辩,宣泄感情,对生活勇敢介入,作品的

艺术感染力碰比单纯由作者出面议论指点为佳,因 为抒写的是
“
我

”
发自肺腑的真切之言。

由于本篇作品题材的特殊性以及作者基于独特的生活感受所产生的独特的创作意图,选用这

种视点无疑是非常合宜的。

近距离对称叙述角

这种视点表现为以第二人称的口吻进行
“
对称

”
叙述, “

我
”

叙述
“
你

”
。 “

我
”

如果

是作品中人物,则为内视点, “
我

”
如果是作者,则实质上是第一人称外视点。前一种情况

如获奖作品 《一封终于发出的佶》,后一种情况如获奖作晶 《勇士:厉史的新时期需要你 :》

这种视点的特点和长处是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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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我

”
叙述

“
你

”,不管
“
我

”
是作品中人物或是作者,同 亻你

”
的感情距离都

很近,特别便于抒发感情。这类作品通常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以情动人的特殊艺术效果。

第二,这种视点通常宜用于表现作者为之动情的美好事物,作者的爱憎发 自肺腑,感情

饱满,形诸笔端 自然情挚意切。所以运用这种视点的作品主观感情色彩浓厚,表现出叙述者
“
我

”
鲜明的主体意识。                        '

第三,这种视点在运用语言上也很有特色,饱满的激情常带来一种音韵的节奏美感。

获奖作品 《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 ! 》正具有上述特点。作品报告敢于同党内的不

正之风作坚决斗争,写信揭发国务院一位部长的北京丰泽园青年职工陈爱武同志的事迹。君

下面的文字 :

嗯,你那圆圆的娃娃脸儿,真的还带着几分稚气;可一提起那些离开了党的准则,被特权迷住了

心窍的
“
特殊公仆

”,你又气愤得象个即将拍案而起的义士。当我们谈到畅快处ρ你孩子似地笑得那

么纯真;一谈到党内的不正之风如不大力遏止,就会使我们党的信誉扫地,你,就忧心忡忡,默然无

言,成熟得象个远虑深思的谋士。

有时候,一股子调皮劲儿还挂在你的嘴角,那是你说到同志们怎样在暗地里巧妙地支持你,才流

露出的六分兴奋,三分感谢,一分得意;可你,一说起某些特殊顾客们大吃社会主义的好得不得了的

胃口,却叉紧抿着嘴唇,微昂着头颅,俨然是个严阵以待的勇士!

作品报告的是
“
我

”
面前的

“
你

”,不管是
“
你

”
的外貌或情状态度,都是映入

“
我

”

主观中的客观的反映,带着非常鲜明的
“
我

”
的主观色彩 ,流露出

“
我

”
分明的爱憎和强烈

的感情,语言也有一种和谐的音韵美与节奏感,充满抒情性。

小说家刘心武曾说: “
用

‘
你

’
的称谓写成的小说,倘若作者所选取的那个

‘
你

’
是与江

者在时、空上相隔甚远的人物,恐怕就很难引起共鸣。⋯⋯倘若读者不能从
‘
你

’
中发现 Ⅱ

己,发现自己所关心的人和事,就很容易从作品的规定情境中滑脱出来。
” (《 同文学青年

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他虽然说的是小说创作,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同样是有借鉴∴

义的。它揭示了这样的经验:报告文学使用近距离对称叙述角,对于题材有严格的要求。丿:

有注意选择那种和广大读者有着切身的联系,能引起他们积极关注的事象作为报告题材,'
能收到打动读者,引起共鸣的艺术效果。上举作品的题材正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能沟通读者

心灵,收到理想的表达效果。

上面仅为我国十年中报告文学视点运用举隅。如果全面考察?这十年里我国报告文学视

点运用的表现形态还多。只要研究一下李延国的 《南海的呼吸 》(见 《报告文学》1986年 12期 )

便会得到证明。一定视点的本身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考虑是否选用某种视点,其出发点应

该是题材本身特点、作者具体的创作意图以及对作品真实内容的艺术表现。成功 的 视 点 运

用,对于充分揭示题材的思想内涵,鲜明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巧妙叙述故事,组织篇章都

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它能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架起一道沟通感情的桥梁,使作品

产生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正因为如此,报告文学的视点问题应该受到更多的注意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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