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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春雷的报告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宏大叙事的特点。纵观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经 

济改革就像一条核心线索，贯穿其创作的始终，最终聚合为鲜明的叙事主题 “改革”。在真实地再 

现事实的基础上，李春雷的叙述不拘泥于个别事件的即时报告，而是以事件为酵母，展开对社会、 

历史和文化全方位的思考。在写作过程中，李春雷致力于报告文学文体新品格锻造的努力，使其 

创作呈现出跨文体写作的特征。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具有很高的 

审美价值和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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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河北邯郸作家李春雷的文学创作 

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李春雷从 2O世纪 80年代 

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如今己发表作品 700余篇。其 

中，报告文学的艺术成就最高，多次获得 “鲁迅文 

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 “正泰杯” 

等奖项，代表作品有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 

《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等。 

李春雷曾坦言，在报告文学写作的过程中，他 

关注的始终是时代与民族的大课题，并认为这是一 

个作家的责任。正是这样的写作立场使得李春雷的 

报告文学创作呈现出宏大叙事的特点。 

一

、 宏大叙事的内涵 

那么就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而言，何为宏大叙 

事?学者王晖曾明确指出，就报告文学而言，宏大 

叙事是指 “以反思与批判的视角艺术化地直击现实 

中具有热点与焦点意义的重大事件、人物和问题， 

关注大众生存与命运，审视文明的进程与缺失。”IJ J 

、 在这一定义中，包含了几个方面的要点：第一， 

叙事的主题。报告文学叙事的对象应该是 “现实中 

具有热点与焦点意义的重大事件、人物和问题”，由 

此形成了报告文学宏大叙事的主题，它应是关乎国 

计民生的。第二，叙事的目的。报告文学的叙事， 

应该是 “关注大众生存与命运，审视文明的进程与 

缺失”，也就是说，报告文学的叙事不应止于对事件 

等的真实呈现，还应以此为契机，展开对社会、历 

史乃至文化的思考。第三，叙事的方式。报告文学 

的宏大叙事还应呈现出 “艺术化”的特征。王晖认 

为，跨文体性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基本特质或规 

范L2J。就此而言，可以说，跨文体的写作是报告文学 

宏大叙事艺术化的主要方式。第四，叙事的角度。 

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应以 “反思与批判的视角”切 

入事件的再现。这几个方面的要点就成为分析报告 

文学创作宏大叙事特征的关键点。 

本文着重从叙事主题、叙事 目的、叙事方式等 

方面入手，探讨李春雷报告文学创作的宏大叙事。 

二、叙事主题：改革 

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鲜明地体现在其 

作品的主题之上。纵观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经 

济改革就像一条核心线索，贯穿其创作的始终，最 

终聚合为鲜明的 “改革”主题。 

报告文学是一种社会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文 

体，“体现出一种政治同构的特点”，新世纪的报告 

文学，“在建设现代化的政治氛围下”，主要彰显的 

是 “一种号角和鼓点的功能。”L3J在这样的政治同构 

中，报告文学家要 “为今天的读者和未来的文学史 

提供我们这一特定时代人典型的精神样本。”【4J在改 

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报告文学创作理应能够为我 

们提供经济改革中人与事的时代典型。李春雷以“改 

革”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就为我们提供了经济改革浪 

潮中典型的人与事。 

(一)再现中国国企艰辛改革之路 

再现中国国企艰辛的改革之路是李春雷报告文 

学创作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其创作主题 “改革” 

的精彩展示。这方面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李春雷的前 

期作品中。相金科在论文 《奏响时代的音符一一李 

春雷报告文学创作回眸》中指出，截至目前为止， 

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可以以2008年为界，分为前 

后两个创作时期。前期是李春雷工业题材创作的高 

峰期，代表作品有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 

等；后期代表作品有 《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 

等。李春雷的前期创作，以长篇的架构、史诗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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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现了改革浪潮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艰辛 

历程。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将视角对准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透视邯钢这样一个 

普通的地方中型企业，是如何通过企业运行方式的 

改革，迅速成长为资产超过 200亿元的特大型钢铁 

联合企业的。李春雷的这篇报告文学真实地再现了 

邯钢以 “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为核心的 

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过程。 

《宝山》的时间跨度则从 20世纪的 7O年代末 
一

直到今天，涵盖了整个宝钢工程建设和运营生产 

的全过程。李春雷通过宝钢建设中的一系列典型事 

件，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民众以及企业由传统的工业 

心理向现代化意识转变的艰难历程，揭示了国企改 

革的契机和发展壮大之路。 

简言之，李春雷前期的创作，紧密围绕着国企 

改革的足迹，绘就了中国工业发展绚烂的篇章。 

(二)展示改革人的精神风采 

如果说前期创作李春雷关注的是国有大中型企 

业这样的集体群像，那么在后期，所关注的对象则 

由群体过渡到了 “个人”，重点展示的是改革人身上 

的改革精神。 

对改革人精神的展现，其实在李春雷早期的创 

作中已露端倪。在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中，李春 

雷写出了～个优秀的企业家形象：刘汉章。作者没 

有去渲染所谓大企业家的风度与胆识，而是写出这 

个要钢不要命的汉子的真精神。 

最能体现改革人精神风采的作品则要数 《木棉 

花开》。《木棉花开》以任仲夷到广东就职开启广东 

改革开放的历史为切入点，展现的是以任伸夷为代 

表的改革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解放思想、勇于攻坚 

克难、敢于担当的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在任仲夷为 

代表的时代的开拓者和先行者身上，作者彰显了他 

们 “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智慧”。 

在着力于改革主题叙事的同时，李春雷还对日 

常生活中的生命力量进行检视和弘扬。《摇着轮椅上 

北大》通过对郭晖身残志坚、勇敢面对生活的讲述， 

展现的是生命1j勺坚忍与执著；《夜宿棚花村》同样将 

焦点放在了普通人的勇气和担当之上，在诗意化的 

讲述中，彰显的是灾区人民压不灭的生命之火。 

三、叙事目的：国运民生的思考 

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在真实地再现事实的基 

础上，“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个别性的即 

时报告，而是将事件作为酵母，由此展开对社会、 

历史和文化的全方位的思考。”【5J这样的写作使李春 

雷报告文学创作宏大叙事的特征更加鲜明。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等以改革为主 

题的作品，作者并不局限于对邯钢、宝钢等国有企 

业改革历程的讲述，而是以此为契机，生发出对国 

家、民族时代命运的思考。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卷首的 “凝眸邯钢”中， 

作者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经济体制的 

变革、以及国有企业亟需脱困写起，将邯钢放在了 

世界经济发展迅速、中华民族需要奋起直追的大时 

代背景之中，把邯钢与中国的崛起、经济体制改革 

的步伐以及中国钢铁文化的嬗变紧密地结合在了一 

起，展现了邯钢迅速发展背后隐含的深层时代价值。 

《宝山》，作者更是将宝钢的成长置于中华民族 

振兴的时代背景中，全景式地再现了宝钢从最初的 

孕育、诞生、建设到大辉煌的曲折历程。作者以宝 

钢轰轰烈烈的上马、凄凄切切的停建、人民大会堂 

咄咄逼人的质询、惊天动天的地基位移⋯⋯等众多 

典型事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钢铁与工业、工业与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作者 

以此为切入点，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个视角深 

入地总结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经验与教训，透视了 

中国从传统的工业心理到现代化意识的艰难嬗变， 

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展开了深刻的反思。 

从这个角度而言，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以 

邯钢、宝钢等国有企业的发展为切入点，围绕着它 

们的兴建、崛起和强盛，从历史、文化、政治、经 

济等多个角度审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反思中国 

现代化工业化之路的曲折与艰辛，以国企及地方的 

发展经验与教训探寻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发展走向。 

四、叙事方式：跨文体写作 

李春雷在报告文学的写作过程中，致力于报告 

文学文体新品格的锻造。这种清醒的文体创造意识， 

使得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呈现出鲜明的跨文体写作特 

点。李春雷跨文体写作的自觉努力，使其报告文学 

的宏大叙事得以 “艺术化”地展现。 

跨文体写作，是指打破文体学意义上的严格规 

定，实现文学写作时文体的跨越，有时，这种跨越 

甚至表现为对非文学因素的吸纳并以此来结构作 

品。就报告文学而言，跨文体写作主要表现为两个 

方面，一是在写作过程中，广泛吸收诗歌、散文、 

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的叙述方式，使报告文学呈 

现出多样化的叙述；二是广泛借用其他学科如历史 

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研究视角，将田野调查、 

口述实录等研究方法应用到报告文学的写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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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雷的跨文体写作表现为前者，其众多作品 

中，《木棉花开》表现的最为集中和鲜明。 

(一)意象塑造：诗歌表现手法的使用 

李春雷的写作过程中，运用了诗歌创作中常用 

的表现方法：意象法，在 《木棉花开》中，成功塑 

造出 “木棉树”这一英雄意象。任仲夷在广州的改 

革历程，木棉树与之如影随形。从开篇，任仲夷对 

木棉树的喜爱，“他似乎更喜欢木棉树，高大挺拔， 

苍劲有力。”到任仲夷对改革过程、观念的思考，“窗 

外的木棉树在静静地谛听着，思考着。”再到任仲夷 

身体的衰颓与思想的创新，“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地衰 

老下去，像一株粗皴枯朽的木棉树，但他思维的枝 

叶依然滴青流翠，激情的火焰仍旧时时喷薄进溅。” 

及至，任仲夷最后的逝去，“岭南的疆土上肃立着数 

不清的木棉树 ，像一枚枚火炬 ，在默默地燃烧 

着⋯⋯”。木棉树与任仲夷之问已经化二为一了，木 

棉树成为改革英雄的化身。 

(二)散文笔法与诗化语言 

李春雷的跨文体写作还体现在其散文笔法和行 

文的诗化语言之上。在 《木棉花开》中，李春雷对 

任仲夷形象的塑造是通过 “鱼骨天线”、“私营经济” 

的命名、“白天鹅”宾馆建设等事件展开的。这些事 

件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却在 “形散神不 

散”的散文式写作中，共同谱写了任仲夷改革英雄 

的高大形象。与 “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笔法相呼应 

的是创作的诗化语言。诗化语言使得李春雷的创作 

流畅而有质感，极富文学表现力。如：“生为岭南人， 

死亦岭南土。⋯⋯而且愈到晚年，其情愈殷，其心 

愈烈，烈烈如火，殷殷似血。他用颤抖的双手高捧 

着 自己滴血的心脏，向他的后人向这个民族奉献着 

最后的真诚⋯⋯”在诗一样的氛围中展现了任仲夷 

令人钦佩的品质。 

(三)细节呈现：小说手法的加入 

李春雷还通过小说中常用的细节描写，使任仲 

夷的形象更加饱满。任仲夷在任期间，工作量极大， 

有个细节描写可窥一斑：“他在任期问极少乘坐轿 

车，他的专车就是一部 12座的丰田面包。⋯⋯为什 

么?就是为了利用路途时间便于听取汇报和讨论开 

会。面包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办公室，而他就是一台 

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每时每刻都在高速地高效地 

运转着⋯⋯”。在这些细节中，不仅展现了任仲夷对 

梦想的义无反顾，对改革的执着与无畏，还使得任 

仲夷的形象变得可触可感，更加生动。不仅如此， 

这些细节描写还使得李春雷的创作文本呈现出含蓄 

蕴藉而又灵动的艺术效果。 

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以关乎国计民生的重 

大事件 “经济改革”作为叙事主题，以具体的历史 

事件或人物为叙事的中心，展开对历史、社会、民 

族甚至文化的思考，以别样的跨文体写作，编织出 

绚丽多彩的画面⋯⋯所有这些，最终汇聚为李春雷 

报告文学创作独特的宏大叙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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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grand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i Chun·lei’S rep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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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1 Chunle1’S reportage works show a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of grand narrative．Throughout Li Chunlei’S 

Reportage，economic reform，as a key clue，goes through Li Chun—lei’S literary creation，and finally focuses on a 

distinct narrative theme-"reform ”．In a true representation of facts，Li Chun—lei’S narration had been not limited to 

individual event，but took the events as yeast to CalTy on the social，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flection．In the writing 

process，Li Chun—lei was committed to the efforts in forging new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portage style，to make his 

creation present cross—style writing features．The grand narrative of Li Chunlei’S reportage achieved artistic success， 

and had a very high aesthetic valu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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