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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与时代壮歌
——2021 年河北报告文学扫描

解
析
小
说
创
作
的
﹃
武
林
秘
籍
﹄

—
—

评
李
浩
《
匠
人
坊—

—

中
国
短
篇
小
说
十
堂
课
》

□黄军峰

苕溪蕴诗情 西塞展画意 ——张志和的湖州渔隐逸趣

□付 聪

抛光、打磨、校正角度……一个叼着
烟卷的匠人正埋头苦干，身边散落着各
种“零件”……这个匠人就是河北师大教
创意写作的李浩教授，他手中的物件叫
作“小说”。李浩的《匠人坊——中国短篇
小说十堂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7 月出版）告诉我们小说创作其
实是一种手艺活儿，小说家其实是一类
匠人。

作家将经验、思考、想象凝练成故事
讲述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
的高妙在于不露痕迹地奔泻，并不显现
大费周折。其实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
功。在每一个光彩夺目的小说作品背后，
都有一个写作匠人的辛苦打磨。

李浩一再强调自己的匠人身份，谦
虚中不乏骄傲。他说，在《匠人坊》中，“我
会保持一个写作者的匠人身份，用专门
的篇幅讨论写作技术，讨论那个短篇在
故事上的得失，讨论它的语言、结构、风
格，深入文学的内部查验它们的搭建过
程，专注于他们在细节、高潮、叙事推进
等方面的设计并试图以匠人的方式拆
解：它做得好吗，好在哪里，有没有更好
的可能？我们将它移动一下顺序，调整一
下结构，是否可以？它为何不能移动，我
们从不能移动中得到的技术经验是什
么？如果它可以移动并且移动后会效果
更佳，那，我们得到的启示又是什么？”

技术拆解需要对文本的细读。李浩
拿出十篇经典的短篇小说，引导我们将
其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捧在手心
里闻文学的芳香，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
头细细地品尝。这些文本都是大家之作，
鲁迅、余华、莫言、张爱玲……他说，这些
作品呈现的整体面目已经不再是文本本
身，覆盖着影响力、已经基本被定义了的
属性、共有经验的补充等一系列附着物。
为了不受其干扰，能够以一种“初见”的
眼光来打量，他假装自己是一个没有中
国经验的欧洲人、拉丁美洲人或者非洲
人，像从来没有阅读过关于它们的评论
文章，或者已经忘记那些文章一样。他想
要自说自话，毫不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好
恶，只有这样才能新鲜、纯粹，更接近
本真。

李浩承认其实每一个人的见解都
是一家之言，所以不避讳自己的解读包
含个人偏见。因此，十堂课所选的十个
不同类型文本虽然都是人们耳熟能详
的经典，但是李浩的解读却足够新鲜。
十个文本各有其美、美美不同。共通的
是，李浩的解读暗含两条线索，一是独
到的文学评论，一是揭示小说创作真
相，二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比如《概
念先行并不像想象的那般可怕——鲁
迅〈狂人日记〉》一文中，李浩告诉我们，
有一种写作叫“概念先行”。李浩举例说
明“概念先行”的可行性：“为了帮助我
们认知存在于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可怜、
可笑又可悲的‘精神胜利法’，鲁迅无中
生有地创造了阿Q这个人，他当然不是
一个人，而是集中了民族性格的一类
人，甚至是全体性的，它还以遗传的方
式渗透进我们的血液……”李浩还三言
两语讲出了小说创作的过程：作家在头
脑中先确定一个想法，思考、追问和审
视这个想法，确定这个想法，然后就是
作家的魔法时刻，对那些构成小说因素
的材质——幻觉、回忆和行动，日常谈
话、读书所获取的情况和材料，还有自
身生活的片段施展魔法。于是有了跌宕
起伏的故事，有了开始和结束。

教科书式的书籍，难免枯燥呆板。
而《匠人坊》的见解犀利、精辟，语言别
致、风趣、文艺，再加上开放式、探讨式、
演讲式的风格，带给人难以言传的审美
感受和阅读快感。字里行间瓷实的信息
量、知识量令人大快朵颐，有实实在在
的收获。

跳出技术的解读，匠人本身的个人
魅力和风范无疑给读者带来更多重的
享受和体验。李浩是这样的专业匠人，
并且因为技术的娴熟而显得潇洒。其
实，作家的写作之路有坎坷也有坦途，
有时洋洋洒洒数万言，有时几天也写不
出几个字。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李浩沉
浸其中乐此不疲。他愿意像爱迪生发明
电灯那样，无数次地试验、试错，总结规
律，并把这规律尽可能透彻地讲给世
人，因而《匠人坊》深刻但不花哨，我们
可以和李浩一起跟随它探访那些暗中
闪光的写作技巧。

□唐金龙

“八月九月芦花飞，南谿老人重钓归。秋
山入帘翠滴滴，野艇倚槛云依依。却把渔竿寻
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翻嫌四皓曾多事，出
为储皇定是非。”唐代隐逸诗人张志和的这首

《渔父》，将自己在太湖之滨渔隐生活的闲适
惬意展现得淋漓尽致：芦花、秋山、白云、斜
晖，与诗人彼时远离官场的淡泊恬静相映成
趣，流淌着诗人对高蹈超逸的隐居生活的热
爱之情。

张志和早年仕途可谓平步青云，安史之
乱后有感于宦海风波和人生无常，弃官弃家，
浪迹江湖，后隐居在湖州西塞山一带，扁舟垂
纶，浮三江，泛五湖，渔樵为乐，自称烟波钓
徒，这首《渔父》即为此时所作。他与茶圣陆
羽、诗僧皎然等近邻为友，唱和中形成了一个
对盛唐、中唐两大诗坛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诗
派——吴中诗派。

湖州以滨太湖而得名，至今已有两千多
年历史，山水如画，钟灵毓秀。历史上唐代诗

人孟郊、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明代小说家凌濛
初、近现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等皆出于此，也吸
引了王羲之、颜真卿、陆羽、苏轼等名流大家
纷至沓来。而彼时张志和的到来，也成为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不可磨灭的一道绚烂风景。

徜徉于江南旖旎的山光水色，迤逦于归
隐生活的诗画渔樵，兼以中唐的落寞赋予了
性好道学的张志和更多出世的生命情怀，促
使他吟唱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渔夫”组歌

《渔歌子》五首。其一：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
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
归。其二：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
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其三：霅溪
湾里钓渔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
风，笑著荷衣不叹穷。其四：松江蟹舍主人欢，
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乾，醉宿渔舟
不觉寒。其五：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
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

五首词分别写了西塞山、钓台、霅溪湾、
松江和青草湖等张志和隐居湖州时曾至之
地，详尽表露了他的真实心境。词中主人公都

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渔父。前四首，分别描
绘了作者春、夏、冬、秋四季身处湖州的退隐
之趣。春光里，西塞白鹭、流水鳜鱼，何其清幽
美幻的垂钓氛围，与静处其间戴青箬笠、披绿
蓑衣的渔翁相映成趣，斜风细雨何妨忘情渔
乐；夏意中，衣着简朴的渔父，邀约“两两三
三”朋伴，踏波弄潮，游刃其间的闲淡之情，纵
然“长江白浪”，亦游刃有余，即使物质生活贫
寒，但精神生活却是丰盈；秋色下，枫叶飘飞，
松江蟹肥，荻花落尽的微冷夜色中，主客渔灯
薄酒，菰饭莼羹，素心相投，流连忘归；冬日
间，泊舟霅溪，往来苕、霅之间，笑对清风，吟
赏江雪，固然寒意侵袭，但志趣高洁，不忧不
叹。月圆夜静，草色葱郁，渔歌盈湖，绵延如
缕，人未出，声先至，渔父之乐，神仙何及！张
志和的此次人生抉择，同自然相谐的意境，与
陶潜“善万物之得时”、苏轼“何妨吟啸且徐
行”的情致意趣何其相似。

张志和还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
《渔歌子》所描写的江南山水和渔隐雅趣形诸
色彩，真正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秀丽的

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寄托了作者
对自由、自然的向往之情。江水弥漫，青山带
雨，渔舟泛夜，月色朦胧，每一帧图画都色泽
鲜明而又柔和旖旎，气氛宁静但又富含诗意，
作者寥寥数笔便将恬淡闲适的渔隐趣味活灵
活现地点染纸上。诗作千古流传、脍炙人口，
画面意境优美、格调清新。

晚唐释德成的《渔父拨棹子》，以及欧阳
炯、李珣、李煜所作《渔父》，在内容上均受张志
和《渔歌子》的影响。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有言“志和性高迈，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
逸思”。明人董其昌《画旨》有“昔人以逸品置神
品之上，历代唯张志和可无愧色”之说。作为张
志和生前好友，颜真卿更在《浪迹先生玄真子
张志和碑铭》中写道：“邈元真，超隐沦。齐得
丧，甘贱贫。泛湖海，同光尘。宅渔舟，垂钓纶。
辅明主，斯若人。岂烟波，终此身？”

景以诗传，西塞山、霅溪湾等湖州胜境因
张志和而名扬天下；人依地名，张志和的诗画
人生和高洁品质也成了湖州标志性的文化
印记。

挖掘历史深层的波澜壮阔与倾情书写
新时代的壮丽豪迈，成为近几年报告文学创
作的一个趋势。2021年河北报告文学同样如
此。这一年，河北报告文学作家深入历史海
洋、钩沉记忆碎片，深入生活现场、描摹现实
群景，多层面、多维度为我们讲述了生动多
彩的河北故事。可以说，这一年的河北报告
文学创作，涉及领域更加宽泛，触及行业更
为宽广，为河北文学事业发展再添一批可圈
可点的优秀作品。

与历史合拍，讴歌伟大征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
年征程，波澜壮阔，河北报告文学作家乘借
这一难得机遇，投笔历史，倾情书写。

李春雷的《真有后来人》（《新民晚报》
2021年9月12日）探索姓氏本源，讲述了革命
烈士夏明翰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作者在旧
有历史素材中捕捉新亮点的独特发现，是作
为报告文学作家值得学习和引起注意的；其
另一篇作品《小村的秘密——寻访刘邓司令
部旧址》（《燕赵都市报》2021年9月22日），生
动记录了一个太行小山村的红色印痕。高宏
然、李建抓的《特别支部》（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出版）采取时空穿插、多维并行的
叙事视角，全景式讲述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建立和发展的历程。程雪莉的《霞云岭
上，歌声响起来……》（《人民日报》2021年12
月18日）讲述了革命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创作者曹火星的革命故事。高玉昆的

《“红都”谒陵》（《长城》2021年增刊），记录了
冀南抗战中以宋任穷、陈再道为首的开国将
领和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肖煜、王峻峰、张
晓华的《西柏坡的老房东》（《河北日报》2021
年6月30日）以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的
老房东及其后人为书写对象，内容扎实、叙事
宽阔，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内
容。魏东侠的《守护》（《光明日报》2021年9月
3日），细节充实，语言生动，还原了燕赵儿女
英勇抗击外敌侵略，并在新时代赓续红色接
力的故事。邢建军的《心底飞出的歌》（《中国
艺术报》2021年2月8日），描写了革命时期文
艺大家扎根平山热土，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
口的红色歌谣，富裕起来的老区人至今依然
传唱的故事。

此外，《当代人》“红色‘冀’忆”增刊汇集
了刘敬君的《袭击孤树据点》，周光辉的《牺
牲的战友，在他心中挺起一座山》，王金平的

《张庆与抗大供给处往事》等反映燕赵红色
血脉的作品，是向建党百年献礼的一部厚重
作品集。花山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寻找
英雄的足迹”丛书，讲述了燕赵大地上八位
革命英雄的故事，让那些为新中国成立作出
突出贡献的英雄重回人们视野。同时，李春
雷的《赤光》《“共产花开”》，贾兴安的《“抗大
精神”耀太行》，程雪莉的《横山岭上瞻丰碑》
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聚焦英雄，书写
历史，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可歌可泣的燕赵红
色图景。

与现实呼应，歌赞壮美新时代

聚焦大事要事、服务发展大局是河北报
告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与新时代
同频共振、不缺席、不掉位的重要体现。这一

年，河北作家聚焦北京冬奥会、关注雄安新
区建设、深入乡村振兴一线，走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多个领域，创作出一批歌赞壮美新时
代的佳作。

李春雷的报告文学集《铭记——我的小
康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7 月出版），
甄选14篇作品，生动描摹了一批为扶贫事业
呕心沥血、牺牲奉献的典型人物。其另外两

篇作品《太行梦》（《今晚报》2021 年 3 月 12
日）从一个山村女孩的故事讲述脱贫攻坚，
读来别有新意；《心缘》（《光明日报》2021年3
月19日）讲述了一个义务救治小儿先心病的
感人河北故事。王立新的《钢铁之城：中塞企
业合作协奏曲》（外语教研出版社2021年5月
出版）以河钢集团成功收购并经营塞尔维亚
斯梅代雷沃钢厂的故事为主体，真实展现了
河钢集团非钢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布局、河钢
塞钢突破性发展等一系列事件的全貌。黄军
峰的《诚信崇礼》（《人民日报》2021年12月6
日）从诚信的角度写出了北京冬奥会崇礼赛
区的风土人情。朱阅平的《冬奥序曲——崇
礼筹办冬奥会纪实》（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1
年12月出版）讲述了北京冬奥会崇礼赛区场
馆建设过程中，施工、绿化、电力、水源、交
通、环保等领域的建设者们默默奉献的感人
事迹。其另一篇作品《金花鼠铸魂记》（《光明
日报》2021年12月31日），细节突出，叙述手
法颇有新意。冯小军的《白色的海，绿色的
海》（21世纪出版集团2021年12月出版），以
儿童视角叙事，全面系统编织出一个甲子里
三代塞罕坝人牢记使命、艰苦奋斗、绿色发
展的整体风貌。其另一部作品《八步沙的故
事》（江西高校出版社 2021 年 9 月出版），以
治沙故事为经，以时间线索为纬，通过矛盾
推进故事和人物刻画，是一部比较成熟的优
秀作品。杨辉素的《给流浪儿童一个家》（河
北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1 月出版），追溯了流
浪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流浪原因和经历，还
原了他们接受救助和教育的经过，谱写了一
曲党和政府关怀救助流浪儿童的赞歌，该书
荣获第八届“河北十佳图书”奖。陈晔的《咳
嗨，咳嗨！》（《石家庄日报》2021 年 10 月 15
日）以非遗项目“咳嗨”为题，借鉴小说白描
手法，将民间文化融入其中，作品充满浓浓
的烟火气息，读来别有韵味。安春华、魏如翔
的《运河风情 醉在香河》（《河北旅游》2021
年 7月）真实记录和描摹出古老北运河在新
时代的美丽蝶变，展现了浓郁的民俗风情。

此外，李春雷的《中国塞罕坝》《德胜村
纪事》，宋峻梁的《周窝交响》，刘世芬的《冰
雪飞虹》，桫椤的《广府新韵》，翟立华的《春
风又绿太行山：在离开“时代楷模”李保国的
日子里》等作品，叙事角度多样，各具特色。
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冠林数字出版有限公
司出版，尧山壁主编的《了不起的河北人》一
书，收录26位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河北籍
杰出人物和先进集体，弘扬他们的高尚品德
和精神，作品质量可圈可点。

与人民同行，描摹英模群像

英模书写是近年来诸多报告文学作家
青睐的领域之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深
情的笔墨反映人民的酸甜苦辣，用浓厚的情
感描摹英模群像，报告文学表现出特有的文
本价值。

李春雷的《群山不会忘记》（《人民日报》
2021 年 9 月 29 日）从多个角度切入，为读者
呈现出一个鲜活、生动、感人的“时代楷模”
黄文秀的形象。康志刚的《贾大山：奉献正定
的文化使者》（《传记文学》2021 年第 10 期）
选材独特，视角新颖，为我们呈现出另一个
角度上的贾大山。杨辉素的《一诺七十载》

（《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6 日）书写了一位
年过九旬的老人 70 年义务守护左权将军
墓，并坚持义务为人们讲述英雄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的感人义举。张梅英的《雄安质
量守护人——记雄安集团有限公司安全总
监盛智平》（《当代人》2021 年第 10 期）聚焦
雄安新区建设者，讲述了建设者背后的故
事。高玉昆的《神东好汉呼绿雄》（《中国报
告文学》2021年第 12期）记录了一位优秀共
产党员从一名普通“煤黑子”成长为“金蓝
领”的奋斗之路。尚未的《向雪而行》（《河北
日报》2021 年 12 月 3 日）讲述了一位年近六
旬的冬奥会志愿者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展现
河北良好形象的故事。张立国的《矿山铁人
马万水》（《当代人》2021年第6期）讲述了矿
山“铁人”、全国劳动模范马万水的英雄故
事。孙长林的《爱在路上，路在心上》（《人民
公安报》2021年11月8日），展现大量生活细
节，讲述了一位高速交警寓爱于心，尽职尽
责的故事。刘剑新的《忠诚于世 品质立业
——访北京中建华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康文杰》（《中国报告文学》2021 年第 1
期）讲述了涿州来京创业者康文杰的奋斗故
事。刘守学、马进的《邵洪宇：峥嵘岁月常入
梦 为国无悔上战场》（《河北画报》2021 年
7月23日）讲述了一位抗美援朝革命战士忠
于国家、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光荣本色的故
事。丁力辛、武瑞春、王菲雷的《一枝木兰香
幽燕——记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北营房
人民法庭庭长赵一》（《人民法院报》2021 年
2 月 1 日）讲述了一位基层法官尽职尽责守
护公平正义，默默奉献维护民生和谐的故
事。高振龙的《奉献没有休止符》（《中国人
物传记》2021年 11、12期），讲述了一名村支
书勤政廉政，开拓进取，带领村民勤劳致富
的新时代故事。

此外，杨辉素的《抟泥寄情》《故乡的呼
唤》，刘云芳的《诚信耀亮生命底色》，戴振福
的《风吹麦浪》，牛鹏飞的《相思树，军嫂情》，
魏宝、李慧斌的《实干为本 带富乡邻——
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智勇》，孙建科的《脱
贫攻坚路，为民践初心——记集东村驻村第
一书记张微微》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写出了
新时代的优秀个体群像。

纵观 2021 年河北报告文学发展，一方
面，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诗人纷纷参与
报告文学创作，充分说明这一体裁在当下
日渐突出的文学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基层
作者对报告文学文本的理解还显浅薄，但
已开始了思考、尝试和实践，这种现象值得
关注。总体看，成熟作家作品日臻精致，多
数基层作者作品尚显稚嫩，尤其对细节挖
掘、结构驾驭、素材个性化处理等还需注
意，表面化叙事、文学元素缺失等问题还或
多或少存在，这些都需要下大气力去解决。
当然，与其他省份相比，河北报告文学作家
队伍参差不齐、专业水平提升缓慢的问题，
也应该引起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
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
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
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希望河北报告
文学作家能够把握契机，与新时代发展脉
搏同频共振，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
新，用情用力讲好河北故事，创作出更多优
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