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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 报 告 文 学 的政 论特 征

佘

近几年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促使关于

它的理论研究空前地活跃起来,它作为耖闻

文学不同于艺术文学的特征以及诸多写作问

题,引 起人们广泛探讨的兴趣。其中真实性

是讨论最为热烈的课题,其它如文学性,甚
至典型化问题,也 日渐为人们所关注,并正

在进行逐步深入的探讨和给予科学的理论说

明。这些研究,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无疑地

将起着推动的作用。然而体现报告文学独特

战斗风格的政论性特征,至今却鲜为人专门

论及。可是几年来我国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

作品大都有 着 鲜 明 的政论色彩。一位著名

的评论家在评及我国第三属报告文学获奖作

品时甚至说,抒情和议论近些年来在报告文

学中运用得越来越多, “
我怀疑它几乎造成

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代文风
”

C。 毫

无疑问,创作实践又一次向理论研究提出了

新的课题。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报告文学的政

论性特征 ♀政论 对 于 报 告文学有什么特殊

功用 ?报告文学政论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

笔法究竟怎样 ?政论文笔与报告文学家的素

质、修养的关系如何?本文打算就这些问题

发表一些浅见。

诚如茅盾先生所说: “
每一时代产生丁

它的特性的文学。
‘
报告

’
是我们这匆忙而多

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
”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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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具有政论性,首先是时代使然,是一定

历史时代产生的特殊文学样式所具有的独特

个性。因为
“
刻刻在变化的现实要求着斗争

意识强烈的作家们采取最快和最直接的方式

来加以反映和批判 (着重号引者加 )。
”

②̈

作为脱胎于报章新闻的报告文学,先天的和r

现实生活、社会政治、民众斗争 有 着 密 切
′∶

的联系,它是诞生在民众血与火 的 激 烈 政

治搏斗之中,它一问世,便和被压迫者的解
:

放事业有着血肉的关联。我国早期的优秀报

告文学几乎都是诞生在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 :

的硝烟里,生活的激流中。阅 读朱 自清 的

《执政府大屠杀记 》(1926)、 郭 沫 若 的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19″ )、 刘 志 清

(柔石 )的 《一个伟大的印象 》(1930)等

作品,感受到的绝不是作者个人 的 小 小 悲

欢,而是一股股阶级大较量的火药味,是报

告者充满正义感为革命太胆呐喊、勇敢抗争

的无畏气概,是一种催人奋起:投身斗争璇

涡的强大力量。处于急剧变化而又尖锐复杂

的社会斗争年代,一般地抒情写物吟咏风月

的作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时

代感强烈、政治倾向鲜明的报告文学便从散

文中脱颖而出,应运而生。事实 有 力 地 说

明,报告文学是战斗的文学,报告文学作者

是战斗者,他不仅用笔报告斗争生活,并且

亲身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正如苏联著名的

报告文学家波列伏依所说,他亻门
“
几平总是



以被描写事件的积极参与著的身份出现。0氵

一个战斗者在斗争中总是要鲜明地 表 明 自

已的立场和态度的,而一旦形诸文字,也便

必然会流露出他对事物的臧否和评价。我们

从约翰 ·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中可以

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俄国社会各阶级动态的精

辟评论,从夏衍的《包身工 》中也可以看到

作者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力、残醋压榨包

身女工野蛮罪行的无情揭露与批判。报告文

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同现实生活结成的天然联

系,报告文学家对民众斗争强烈 的 社 会感

情,铸成了它的政论性的特征。

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必须严格遵

守真实性的创作原则,因为这是它和一切艺

术文学的根本分野。然而严格的真实性从某

个角度又恰恰限制了报告文学作者户使他难

以描述出如小说那样曲折完整的故事、丰满

典型的形象,难以将其创作意图表达得如小

说那样完满。可是在素材先天不足的时候,

“
作者无权去杜撰填充

”,于是他
“
只能求

助于抒情、议论去推动
”

④。他不得不站出

来,发表议论,抒写主观感情,表明其政治

倾向。试想想,如果 《包身工 》的结尾没有
“
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

”

那段预示未来光明前景的议论文字,作 品总

的政治倾向将会怎样?恐怕将会因为没有能

够展示出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而存在明显的

思想局限吧。然而夏衍毕竟是一位革命的作

家,一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

级革命作家,他又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揭

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向的。因

而他用象征寓意,表达自已的政治信念和渴

望的社会理想。著名的报告文学评论家T· 巴

克锐敏地发现了报告文学这一特点,并作出

了如下论断: “
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

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

报告者的意识上。
”
③科学地总结丁报告文

学不同于小说的这一个性特征,完全符合报

告文学的创作实践。

中外著名的报告文学家不仅其作品多有

鲜明的政论特色,而且他们还对报告文学这

一创作特征作过一系列的理论概括和说明。

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创始入和奠基者之一的

高尔基就曾总结说 :“ 大多数特写(注 :此处即

指报告文学,下 同 )充满了政论色彩。
”

⑥他

肯定那些有成就的特写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对

生活只作机械复制的
“
摄影师

”
,而是

“
把

许多
‘
属于自己的东西

’
写进了所描写的事

物中。
”0他还指出: “

特写是介乎研究性

论文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作品
”C,揭示

丁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与作为艺术文学

的小说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区别。波列伏依也

曾说: “
特写作家时常对自己所描绘的事件

作出直接的评价,⋯ ⋯他们政论式地揭示了

特写的思想并强调了它的意义。
”c这不仅

指出了报告文学的政论特征,并且更进一步

地点出了政论对于报告文学的作用。无独有

偶'我国著名的报告文学家刘白羽也有类似

的论述9他说:特写
“
作者在描写生活现象

时,还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印象、意见,加

以评论,它没有小说的严格限制,作者可以
‘
见景生情

’
地、直接地帮助读者更确切地

认识事物,得出结论。
”:著名报告文学家

黄钢也说,他的报告文学中经常揉合文艺性

政论的因素,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偏好,而是
“
由于表达实际生活和进行实际 斗 争 的 需

要。
”

④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家郭小川在谈

及报告文学的议论时,不仅明确肯定它的必

要,而且还从追溯历史渊源的角度论证了它

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他说:不管是
“
作品中

的人物讲道理
”,还是

“
作者在作品中直接

讲道理
”,那都是

“
古已有之的

”
C。 由此

看来,毋庸置疑,政论性是随报告文学这种

文学样式与生俱来的,为中外报告文学家一

致确认的一个重要特征。



政论在报告文学中的作用大致有如下几

方个面 :

一,为事实作情理铺垫。向读者报告事

实,是报告文学的根本任务。然雨事实的报告

要能获得感人的艺术效果,高明的阼者通常

不执着于事实本身,雨善于施以各种侧面的

表现。通过玻论式的抒写,先从情感和理智

上澉发读者的某种审美情趣和欲望,然盾再

进入事实,这便是对事实所作的∵种情理铺

垫。这种由虚到实的政论式的抒写不仅吐露

作者对生活的特有感受和认识,也唤起读者

对审美对象的关注和思索,使作品的艺术魅

力远远超出孤立地叙写事实本身。它一般放

在事实的报告之先 (有时是主体事实、有时

则是某-具体材料 )。 铺垫的具体形式是多

种多样的。如获奖作晶《三门李轶闻 》在向

人们报告那个
“
不该发生的故事

”——三门

李生产队的群众在自愿组合作业组时竟将本

队的五个共产党员全部摒弃不纳——之前 ,

先写了这么一段精彩的文字:这是
“
一件很

小的又是很太的,平平常常的又是非阄凡响

的,乍听之下似乎出人逆料、细细想来却又

尽在意中的事
”

。作者以凝重而又略带苦涩

和幽默的笔调写了他对所报告的事实的感受

和评价。一连串表面看似互相矛盾,实则对

立而又统一的词语排列在一起,扑朔迷离 ,

意味深长,一种朦胧之感立即唤起读者阅读

欣赏的兴趣。这样的铺垫,无论对于启导读

者还是揭示事实的思想内涵,显然都是有益

的。

二,突出事实新闻意义,升 华 作 品 主

题。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所报告的事

实不仅应该是真实、典型的,雨且还须具有

新闻价值,要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性 ,

能迅i苤 反映生活的新动向和新信息,提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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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人们关注的问题,帮助人们认识生活进
·
而推动生活前进。这也是报告文学逸择题材

的一顼重要原则。报告文学的新闻意义,苜
先应该通过对事实所作的生动报告来表现。

恩格斯所说
“
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

雨然地流露出来,雨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

来
”

③,对掇告文学同样适用。但报告文学

毕竟不是小说,它并不排斥作者抒写自己的

主观感受,甚至直接站出来对生 活 作 某 些
“
指点

”
。作为报章体裁的新闻文 学 的 作

者,站出来对生活作必要的
“
指点

”
,一般

地说读者不会反感,如果 :指点
”

确 有 见

地,读者往往还会对那些精言妙 语 饶 有 兴

味,甚至产生感情共鸣,获得一种
“
茅塞顿

开
”

或
“
正合孤意

”
的快感。这不管从读者

的审美感受还是得到的理智启迪来说,都有

积极的意义。这种政论,一般出现在事实报

告之后。阅读 《还是那双眼睛 》,谁不为申

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王震同志对知

识分子挚诚的爱所感动?但作品绝不是在表

现一位将军和普通
“
文化人

”
的个人私交。

作者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对性格粗犷的王

震将军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与感情 的 时 代 意

义,作 了透彻的揭示和个人评价,指出这是

一种大将的
“
战略眼光

”
。请看 这 样 的 文

宇 :

纵观历史,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 ,

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

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知识分子的民族 是 愚 昧

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王震在自

己的长期实践中认识到这个真理。共产主义是

以消灭三大差别为目标的。无论士农工商,无

一例外,都要进化为知识分子,这是几千年文

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王

簌将军虽然是工人出身,少时没念多少书,却

从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领悟到这一点。

这段议论,既有作者对事理的认识,也
找准了支配王震一系列行动的思想支点。应

该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知识分子 的 历 史 作



用;以这种
“
战略眼光

”
来正确对待知识分

子:耐这也正是这篇报告文学的认识价值和

新闯意义之所在。不仅止此,它叉何尝不是

革命的现实和未来的历史向人们提出的一个

值得严肃思考的童大课题呢?作者精辟的政

论,点明了笔下典型的现实意义1升华了作

品妁主题:突出了作晶的时代性,也帮助读

者去深刻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1

三,触类感发,干预生活。俄国著名文

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 “
如果艺术作品只

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

时代的主导思想和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

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女口果它不

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那 么这样的艺术品就

是僵化的东西。
”

作为新闻文学的报告文学

尤其是如此。报告文学是勇敢者的事业,报
告文学作者本身是为美好事物而 抗 争 的 斗

士,他常常比一般人更为灵敏地感受着时代

的脉息。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使他的笔既讴歌

生活中的真善美,也讨伐邪恶,针砭时弊。他

以生活主人的身份介入火热的斗争,用清醒

的头脑和火热的爱憎探究和思索 现 实 与 人

生。他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会由对事实的报告

触类感发 ,产生强有1力 的主观冲动,大胆提出

生活中的问题并公开表明自己对是非的评判

和对人生的态度。新闻文学的现实针对性、

战斗性和倾向性,常由于这种政论而得以突

出和变锝鲜明。尤其当报告文学家生活于民

主的政治空气之中;面对转机纷呈的时代,沐

浴着思想解放的阳光,干预生活进而改造生

活的激情更促成这种政论的发展。近几年我

国优秀报告文学中不少脍炙人田,振聋泼聩

的政论文字丿常使作品添色生辉。它们开启

读者的心智,激发人们变革现实的勇气和热

情,发挥着艺术文学难 以企及的社会作用:

阅读:刘宾雁、陈祖芬、黄宗英、柯岩等作家

的作品,便会突出地感受到这种思想力量。

四,断续过渡,前 后挽接。这是政论在

报告文学结构上的作用。但它不是弧立的,

常与上述诸种情形结合而兼起过渡挽接的作

用。严格的真实性使报告文学难以做到故事

情节的完整和曲折,但新闻文学的文学性又

要求它具有一定的情节吸引力卜于是作者的

艺术构思便显得十分重要。他犹如面对一块

原始材料的根雕艺人 ,必须反复·琢磨∴,随 圆就

方,最后雕刻出具有美感魅力的艺术品。施

用政论断续过渡,前后挽接,便常常是实现

作者总体艺术构思的一个有机环节。 《扬眉

剑出鞘 》写栾菊杰于决赛前小憩醒来悄悄地

把自已的美好心愿 (“ 我想把五星红旗升上

法 !” )告诉翻译后,接着有一段带感情的

议论 :

激战前运动员的丿心里,卜 佛奏起-艾奇妙

的乐曲。□荡在她心中的既 有 轻 松 舒展的基

调,又有激越高亢的旋律,摆脱丁个人胜负的

羁绊,喷薄看为国增光的热忱。运动员的心里

响起这样的和弦,就处于最佳竞技状态。

这节文字,既表达作者的感受和对人∴

事的评论,结构上也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叙

述由
“
断

”
到

“
续

”
,接上

“
决赛?的情节

主线。作品接下去立即写
“
竞技

”—— “
晚

上七关,决赛开始。
”

这里用政 论 过 渡 搭

桥,便显得十分自然熨贴。

五,曲 折达意,避其不得不避。这有时

既是斗争的需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婉曲

之笔。我国当代报告文学家在谈其创作甘苦

时对这一点多有涉及。理由就曾说过: “
在

文有所忌的时候,回避了生活中 的 具 体 所

指,用抒情、议论来代替。
”C阅读柯岩的

《癌症艹死亡 》、陈祖芬的 《共产党人 》,

这种通过议论
“
曲折达意

”
的创作意图是再

明显不过的了。不过
“
曲折

”
是 为 了 “

达

意
”
,讲究斗争策略有时是必要的,但须警

惕不要磨掉了报告文学干预生活 的 战 斗 锋

芒。



报告文学的政论抒写,不 同于以说道理

为宗旨的一般政治论文。它只是作者对客观

事物的主观感受和褒贬爱憎的一种表露。其

具体形式及文笔常因报告内容的不 同和报告

者创作个性与气质的差异而各呈 不 同 的 情

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

一,事理交融式。报告者既报告事实 ,

在描述事实的过程中又夹杂着对是非的审美

评价和主观爱憎的抒发。这种形式贵在融理

于事,事理交织,事实的报告应是基础与前

提。只有事实本身能够激起读者感情和理性

的波澜,对事实的评价与感情抒发才会有动

人的力量。世界著名报告文学大师埃贡·埃尔

温·基希的 《秘密的中国·南京和红军 》一文

便通篇具有事理交织的特点。作品报告的基

本事实是:一九三二年七月一 日的南京城中

山路,连续过了好几个小时全副 武 装 的 部

队。这支队伍是半年以前在上海迎战过 日本

侵略者并让 日本人止步不前的十九路军。如

今经过整编,按照蒋介石聘雇的德国军官的

指示,被训练得服服贴贴,正要开去攻打中

国的苏区和红军。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

¨⋯而那里正在进行和平建设,没有帝国

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封建统治,没有外

国人,没有鸦片,没有私八银行,没有童工,

没有儿童贩卖,没有传教士,没有内地关税,

没有土匪将军,没有暴徒,没有贿赂。

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客观叙写,细细品

味,却渗透着作者倾向鲜明的社会感情,他

让人看清以蒋介石为总头目的国民党反动派

剿共媚 冂的卖国本质,看清这支不义之师的

首脑们彻底背叛孙逸仙三民主义 的 叛 徒 嘴

脸。

工,蕴理于情式。这通常是一种抒情式

政论。报仃者对所描述的事实情有所动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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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禁地写下自己的内心感受与情怀j采用

这种政论重要的是理真情挚,诗 情 哲 理 相

生,作者
“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
,言则动情

感人,耐人回味。 《癌症艹死亡 》的笔者柯

岩作为癌症嫌疑犯在住院就医期间深入到北

京紫竹院癌症气功班,深深地为那里的
“
老

癌们
”

的乐观精神所感动,写 了他们同死神

顽强角力的动人事迹。作者接着动情地抒写

了这么几段议论 :

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我不禁一连退后

了几步,以便能更好地打量这一群,这一群被

癌的王国元情地判处了
“
死刑

”
的囚徒 ;一 群 被

死神紧紧扯住衣襟的俘虏 ;一群在凡入眼 里 的

活死人 :

但他↑laˉ「又是癌的工国的不停 抗 争 的 叛

逆 ;一群千方百计打破囚笼的勇者 ;一群用殊死

的角力,一分一秒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的角斗

士 ;一群确是比凡人更多勇敢,更多信念,更

多生气的不凡的人 :

在这殊死的决斗中,他们有的已遍体鳞伤 j

有的即将牺牲。但他们只要有一口气,还能走

一步路,他们就将继续这一场力量悬殊,几乎

是无望的角力,用 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给未来

者点燃希望的灯⋯⋯

这里用诗的语言和感情高度评价、赞扬

同命运抗争的角斗士,字里行间蕴含着启人

深味的人生哲理。

三,象征寓意式。这通常表现为描写式

议论。作者运用相似联想,选取生活中具有

某种特征的物象进行具象化的描写,借以表

达一定的寓意,寄托一定的情怀 。 这 种 政

论,应该写得情景并茂,蕴含深厚而又具有共

鸣性,能启人联想,发人深思。 《大雁情 》描

绘在漫山岩缝中生长着的不起眼的f细草
”

、
“
小草

” (野生药物
“
远志

”
的俗名 ),写

它有着长长的棒槌般的根,能在 乱 石 缝 扎

根。作者由
“
小草

”
触景生情,联想到中国

广大的知识分子,又融情于景,抒发了如下

的议论 :



⋯⋯大多数知识分子——祖国浩浩荡荡的

脑力劳动大军啊!他们象漫山遍野的小草,分

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L。 无论在什

么情况下,无论是狂风暴雨,冰雹严霜,刀砍

火伤,哪里有土地,哪里有人民,他们就在哪

里深深扎根。

通过
“
远志

”
草这一象征之物,寄托了

作者对主人公,对中国成千上万如
“
远志

”

般的知识分子的深厚感情。

四,论辩直陈式。这种政论常有浓厚的

政治色彩,抒写的大多是对生活中一些现实

问题的政治见解,针对性强。作者常由报告

事实而动情兴感,不避锋芒地批 判 社 会 弊

端,对人、事鲜明表态。这种政论要成功 ,

关键是对生活要有真切感受,独到见解,所
发要有的放矢,深 中肯綮而又不与作品内容

游离,语言还应精练明快。请看下面文字 :

一个进来了,一个出去了。田凤山倒下,

杨政委崛起;张 志新出党,工守信入党, 这对

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能够是无足轻重的

偶然辜件吗?

—— 《人妖之间》

还是有人才的?仅仅
“
还是

”
?不 ,我们有的

是人才 !但是在我们这块充 满 着 人 才 的 土地

上,还延续着一种扼杀人才的习惯:有些掌握

科学而不掌权的,得服从本单位掌权而不掌握

科学的;有些想干且知道怎么干的,得服从不

想干且不知道怎么干的。在两种对立的精神品

质的阴锘阳差,东拉西扯中,人才还在给消耗

着⋯⋯

——《祖国高于一切 》

四

政论,是报告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
包孕着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和内在感情。

要成功而有效地使用政论武器,作为审美主

体的报告文学家必须加强自身素质、修养的

完善和锻炼。

首先报告文学家应该戍为思想家P他需

要思想政治的修养,以获得敏锐而深刻的洞

察力——正确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立场、

观点及科学的思想方法。T· 巴克曾经 十 分

中肯地指出,在一定的限度内
“
决没有杰出

的资产阶级报告文学家,因为在他的报告里

会歪曲事实的,他的资产阶级的倾向甚至表

现在题材的选取,在事物的表面停留,以及

在结论的躲闪上。
”O资产阶级报告文学家

的阶级偏见牢笼了他的思想和目光,使他不

能客观地正视现实,更不能对现实作出正确

而科学的结论。无产阶级的报告文学家要能

正确地认识现实并对之作出合乎客观规律的

评价,自 然首先必须具奋革命的立场、观点

和把握世界的科学方法。这需要长期而艰巨

的修养与锻炼。大量政论成功的报告文学说

明,作家睿智的目光、深邃的思想与他对世

事高人一筹的识见,总是和他认识事物的正

确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

的思想政治水平分不开的。老作家徐迟敢于

冲破禁区,介入是非之地,去报告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的数学家陈景润,并使作品获得强

烈的社会反响,首先就在于他对所涉及的问

题有自已透彻的见解和正确的评价。而这种

见解与评价又来源于他所具备的马列主义理

论修养以及相当的思想政治水平,来源于建

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革命胆略。

其次,报告文学家对变革的时代应该有

饱满的诗情,这就要求他与人民同哀乐,和
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共命运。报 告 文 学 家
“
不能够是以

‘
冷淡地对待善与恶

’
的心情

从事写作的编年史家
”, 

“
只有当记者本人

对我们的一切缺点愤恨填胸1只有当他本人

对我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共产主义的新事物

感到亲切、珍贵、衷心欢欣时,他才能竭尽

其创造力,写出好的东西来。
”

⊙波列伏依在

这里对报告文学家提出了一个至为重要的要

求。报告文学家必须和那种对生活的美丑视

而不见,听 而不闻的冷漠态度作 无 情 的 斗



争:要以自:己 的胸膛紧贴着人民的胸∴膛,感
同身受,才能发出人民的心声。正 如黄宗英

所说: “
和人民一起,切身感受到社会的暧

与冷、欢乐与痛苦、幸福与苦难、光明与黑

暗、美与丑···⋯才可能换来:色浓墨饱的一支

笔。
”
0不少政论成功的报告文学佳篇的创

作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说

作家创作了作品,作 品也创作了作家是一·条

客观规律的话,那么报告文学的政论 ,则是作

家世界观的一种亮相,它常常可以窥知作家

对世界和入生的态度,窥知作家同时代脉搏、

同民众心声的感应程度。报告文学家陈祖芬

曾说: 
°
要作家干什么?就是要从生活的山

岩上去开掘美的泉水,给辛劳的、疲惫的人

们送上一捧沁人的清泉,使人感奋起来。
”

于是当她看到那一个个历经磨难雨依然昂奋

地工作的人,她每每勃发起一种使她不能自

已的热情。这种热情把她席卷起来,然后抛

掷到使她激动起来的那个人物的 精 神 世 界

里,她便站在那个人物的位置上,经受主人公

所经受的磨难,关心主入公所关心的事物 ,

思考主人公所思考的问题。而一旦当她进人
“
角色

”
,她说: 

“
我要说的就不是我个人

想说的话了,而是我所采访的人们所想的、

所说的,是人们在思考、在议论的。于是我

变得没有顾忌了。
”(l这是报告文学和人民

命运与共、心心相通的密切关系 的真 实 披

露,这里涌流着作家一种极可珍贵而又崇高

的感情,这种感情流注笔端,往往便形成报

告文学那些极富鼓动性和震撼力 的 精 彩 政

论。自然报告文学家对生活的饱满诗情还得

取决于他对时代与社会的了解和掌握,j取决

于他对生活体察的深度与广度。=这更需要辛

劳的社会实践及踏实而长期的修养和磨炼。

同时,报告文学出色的政论,同作者的

浯言、技巧修荞也是分不开的。报告文学毕

竟是文学,不是政治论文,它的政论应该具

有文学的色彩,要力求用形象化“j语肓'既

zQ

富诗情又含哲理,含蓄蕴藉,文采光华,

美感魅力。发议论要注意把握
“
火候

”
p

可漫无节制,遍地开花。最忌好为人师、

施说教的空论。

文无定法。恪守陈套和定于一尊向来是

创作的大忌,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应该提倡报

告文学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报告文学施以必要的政论有其特殊的 作用 ,

然而不施政论并非不能产生成功的佳作 。但

政论既然是报告文学一个与生俱来的艺术特

征 ,如果作者在使用艺术画笔描绘时 代的壮

美画卷时,涂上一抹政论的色料 ,那画图也

许会显得更光亮夺 目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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