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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4年铁流、徐锦庚的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国家记忆》分别荣获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全国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后，2015年，山东又迎来
了一个报告文学创作的丰收之年。在省作协的
支持引导下，全省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潜心创作，
推出了《根据地》《第四极》《“雪龙”纪
实》《台儿庄涅槃》《草民的抗战》《北方之
鹰》《抗战救护队》等一大批优秀报告文学作
品，引起全国文坛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一、长篇报告文学《根据地》

取得开门红

新年伊始，《中国报告文学》2015年第1期
以整本的篇幅全文发表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
延国与作家李庆华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根据
地》。《根据地》是山东省作协重点策划和打
造的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重点作品。作品以大
量珍贵的情节和细节真实再现了冀鲁豫根据地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
阔的历史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突出了“人民是党永远的根据地”的
主题，是第一部集中反映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
文学作品。该作品发表后，立即产生了强烈反
响。中宣部《党建》杂志第2期以较大篇幅选载
其中的章节，接着又以《党建》增刊的形式全
文予以转载，泰山出版社作为重点作品于4月正
式出版发行。4月20日，中宣部《党建》杂志
社、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中国
报告文学》杂志社、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
作协、山东省菏泽市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了
长篇报告文学《根据地》座谈会。与会领导、
专家一致认为，《根据地》这部作品史料丰富
翔实，故事感人至深，生动表现了冀鲁豫根据
地军民在艰苦的战争中同呼吸、共命运的情
形，是一部珍贵的党史读物和群众路线教育的
好教材。该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纪录片、广播
剧。

二、抗战题材报告文学创作

实现新突破

今年山东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抗战题材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一批力作。

在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举办的“纪念抗战
胜利70周年”文学征文活动中，共收到抗战题
材的报告文学作品93部(篇)。经专家认真评选，
有13部作品获一、二、三等奖。其中获一等奖
的《草民的抗战》《北方之鹰》和获二等奖的
《坚不可摧》《抗战救护队》《发现柴世荣》
《我的爷爷是英雄》等6部作品，全都是长篇报

告文学。
谢维衡的长篇报告文学《草民的抗战》描

写了抗战时期活跃在胶东敌后战场上国共两党
分别领导的由“草民”组成的抗战队伍，首次
全景式再现了山东胶东地区国共两党地方武装
敌后抗战的历史真相。作品出版后，被誉为
“201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最值得观看的一部
书”。《中华读书报》《大众日报》《齐鲁晚
报》等20余家媒体对该书作了宣传报道，齐鲁
大讲堂还专门邀请作家就这部作品作了专题报
告。高金业的长篇报告文学《北方之鹰》第一
次全景式介绍了抗战时期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支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
史。题材独特，内容生动翔实。秦忻怡的长篇
报告文学《坚不可摧》还原了抗战时期日本侵
略者在沈阳和辽源关押二战盟军战俘的历史，
批判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描写了中国工友和
美国老兵在残酷环境下的友谊。杨义堂的长篇
报告文学《抗战救护队》讲述了抗战时期中国
红十字会救护队奔赴抗战前线救护伤员的故
事，是第一部完整地反映中国抗战医疗救护队
事迹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称赞
该书是一部十分优秀的抗战文学作品，具有很
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张璋的长篇报告文学
《发现柴世荣》记叙了出生于山东胶州的著名
抗日英雄柴世荣历经苦难童年，于“九一八”
事变后揭竿而起，走上抗日道路，最后成长为
东北抗日联军高级将领的故事，这是第一次全
面反映这位抗日烈士一生的作品。杨牧原的长
篇报告文学《我的爷爷是英雄》以一个少年的
抗战经历为主线，原生态地还原了战争状态下
中国乡村的现状和农民的命运沉浮，真实表达
了底层抗战的历史真相。该作品获全国首届沂
蒙精神兰田文学奖一等奖。

在今年山东省作协组织的“寻访抗战故
地”大型采风活动中，许多作家创作推出了一
批抗战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铁流创作的
中篇报告文学《一个村庄的抗战》，讲述了抗
战时期莒南县一个名叫渊子崖的小村庄全体村
民面对日伪军的围剿，顽强抗战、保卫家园的
真实故事。作品在《人民文学》2015年第十期
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反响。

这期间，还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徐锦庚
的长篇报告文学《台儿庄涅槃》以台儿庄古城
重建为线索，回顾了1938年台儿庄大捷那段悲
壮辉煌的历史，讲述了台儿庄古城浴火重生、
凤凰涅槃的艰苦历程。8月25日，《中国作家》
杂志社、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北京举办研讨会暨
新书发布会，与会专家对作品给予充分肯定。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称赞《台儿庄涅槃》是
一部“厚重之书”。高艳国、赵方新创作的长
篇报告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讲述了3位抗战
老兵的亲身经历，以人性化的关照书写了一段
穿越70年时光、跨越海峡两岸的家国往事。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对该作品给

予高度评价。姜成娟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发现滨海》，是第一部全面描写抗战时期山
东五大根据地之一的“滨海军区”的长篇报告
文学。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评价说，作品写
得很好，格调较高，也很诗意。该作品即将在
《中国作家》2016年第2期发表，并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

三、现实题材报告文学创作

出现新开掘

全省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关注当下时代生
活，注重在发掘各类独特题材上下功夫，推出
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高艳国、赵方新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梁”传奇》塑造了梁希森这一当代中
国新农民的形象，讲述了他从一无所有通过艰苦
创业而打造商业帝国的传奇经历和回归田野开
发新农业的胸怀和业绩。作品在《中国作家》纪实
版2015年第4期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将由山东
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王月鹏创作的长篇报告文
学《渔灯》描写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渔灯
节”和胶东渔民的生活故事。作品入选了中国作
协2015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受到业内专家好
评。徐锦庚创作的讲述尼山书院重建故事的报
告文学《尼山远望》，2月14日在《人民日报》
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反响。杨文学创作的长篇
报告文学《乡风中国》通过描写武城县乡村文
明建设，真实反映了山东的“四德工程”和当
下农村的道德体系建设。他创作的反映齐鲁时
代楷模人物——— 一位农民企业家的长篇报告文
学《为了谁》即将完稿，并将于《中国作家》
纪实版2016年第1期发表。

四、两部海洋科考题材

报告文学作品隆重推出

11月，两部关于中国重大海洋科考题材的
长篇报告文学《第四极》和《“雪龙”纪实》
相继发表和出版，为2015年山东报告文学创作
增添了新的亮点。

许晨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第四极》是中
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在省作协的支持帮
助下，作家登上“蛟龙号”工作母船“向阳红
09”船，通过对我国载人深潜项目进行长达两
个月、航程9200多海里的零距离体验生活和深
入采访，历时一年创作了这部长篇作品。作品
描述了中国深海科考队员驾驶“蛟龙号”进行
深海科学考察的探索与实践，讴歌了科考队员
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我国载人深潜项目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作品在《中国作家》纪实版2015年
第11期发表，并将由作家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
联合出版。著名报告文学专家李炳银读到后立

即撰写了评论文章《在深度里发现表达高
度》，对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殷允岭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雪龙”纪
实》是山东省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在省作协的
积极联络协调下，作家登上“雪龙”号，到达
南极长城站，对中国30年的极地科考进行了一
次全面详实的现场采访，从而创作了这部长篇
报告文学作品。作品记录了我国在南极进行科
学考察的壮举，讲述了发生在南极长城站的故
事，讴歌了我国南极科考队员的顽强拼搏精
神。作品在《时代文学》连载后，11月份由中
国青年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
行，引起强烈反响。“雪龙”号科考船今年11
月7日从上海启程，执行我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
察任务时，专门携带50部精装本，作为重要礼
品沿途赠送。

2015年，山东大量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呈
集群式涌现，这在山东报告文学历史上是前所
未有的，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山东的报告文
学创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文学界的
广泛关注，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评价说：“山东省
的报告文学队伍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主力方阵，
一批重点作家可以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国家队的
队员。”今年10月下旬，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和山东省作协在济南
联合召开了2015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何建
明再次对山东的报告文学创作给予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

山东的报告文学事业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
的成果，是全省报告文学作家潜心创作的结
果，是省委、中国作协、省委宣传部高度重视
的结果，也是与省作协积极努力、加强引导扶
持分不开的。

山东素有“报告文学大省”之美誉。上世
纪八十年代，山东作家群以其鲜明的创作风
格、雄厚的文学实力，在文坛上树立了“文学
鲁军”的形象，报告文学作家功不可没，创作
了许多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
如李延国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在这
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连续三届获全
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
九章》，牟崇光、桑恒昌的《爱的暖流》，贾
鲁生、王光明的《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彭
雁华、彭雁平的《蒙山沂水》，郭慎娟的《知
识的罪与罚》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奖；郭保林的《高原雪魂——— 孔繁森》、高胜
历的《东部热土》等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尽管山东的报告文学创作曾一度出现了一
个低谷期，但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山东省作协高度重视报告文学创作，逐步
加大对这一传统优势体裁的扶持力度，努力为
报告文学创作和报告文学作家成长创造有利条
件、营造良好环境，从而使山东的报告文学创
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

一是领导重视关心。一直以来，山东省委
及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协的领导十分重视和关
心山东文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山东的报告
文学创作给予大力支持。今年以来，山东省委
常委、宣传部长孙守刚多次对山东省作协工作
作出重要批示，对一些重要报告文学作品的创
作给予很大关注和支持。中国作协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和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的许多领导和专家，也都对山
东报告文学给予很大关注和直接指导，从而为
山东报告文学创作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大环
境，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

二是加强重点选题策划。发挥省作协的组
织优势和工作优势，立足齐鲁文化资源，按照
文学创作规律，围绕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重大
战略部署、重要节点和重大活动，策划一批重
点报告文学选题。

三是努力打造精品。省作协始终把文学精
品创作作为文学工作的中心环节，对重点作家
创作的重点作品，提前介入，在作家创作过程
中给予全方位的指导、服务和扶持。

四是加强报告文学人才培养。省作协高度
重视对报告文学人才的培养。注意选拔报告文
学作家参加省作协组织的青年作家高研班，并
专门举办了以报告文学为专题的青年作家高研
班，加强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培训力度。

五是加强重点选题扶持。省作协自2009年
开始建立了重点作品扶持机制，到目前为止，
共与53位作家签约了51部重点扶持作品，其中
报告文学作品9部。在今年的10部重点扶持项目
中，报告文学作品就有4部入选。

六是建立完善创作激励机制。近几年，省
作协建立完善了以文学评奖为主的一系列文学
精品激励机制。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到去年
已评选了三届，都专门设立报告文学奖项，先
后有11部(篇)报告文学作品获奖。

七是积极引导作家深入生活。省作协通过
组织“山东作家行业行”等采风活动，引导报
告文学作家创作出一批反映行业改革发展成
就、展示行业员工精神风貌的报告文学作品。
特别是去年组织的“山东作家科技行”大型采
风活动，要求作家全部创作报告文学作品，结
集为《e时代表情》出版，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反
响，并于近期被评为全省科普作品二等奖。

八是加强报告文学作品研讨。省作协积极
联合有关单位为山东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作品
举办高层次研讨会，加强对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的研讨，不断扩大报告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
提升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水平。去年年底，与
省委宣传部联合举办了铁流、徐锦庚作品研讨
会，对他们以《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和《国家
记忆》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品进行了研讨。今
年8月，与中国作协《文艺报》社联合举办了山
东省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研讨会，其中对我省的
重点抗战题材报告文学作品进行了研讨。

2015，山东报告文学创作的丰收年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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