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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报告文学研究所连续第10年与
《济宁日报·文化周末》合作，共同推出年度优秀报告文学作
品阅读推荐篇目。10年辛苦、10年坚守，终于取得了意想不
到的硕果。

首先是推荐篇目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大家认为，济
宁作为文化大市、文化强市、文化名市，就应在文化方面做点
实实在在的工作。其次，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对这一推荐书
目很感兴趣、很看重，认为“比较准确、公正、全面，有自己的
特色，应该坚持做下去，这是一件大好事。”第三，本年度的推

荐篇目得到了李炳银、李朝全、丁晓原、尹均生、蔚蓝、龚举善
等著名报告文学评论家的关心、支持与推荐，这不仅扩大了
我们的推荐视野，也相应提高了我们推荐书目的档次。在
此，特向诸位专家、评论家致以衷心的感谢，并期望得到报告
文学界更多更大的支持。

一

2023年的中国报告文学是“无主题变奏”，是百花争艳
的春天。失去了往昔纪念日的规范，无征文要求，作家们自
主创作，主体意识得到张扬。

一元化主题淡化，多元化主题便会兴起，多元化会引发
多向思维，而多向思维自然会对防止和化解“灰犀牛”“黑天
鹅”事件起到警醒和预警的作用。我们何乐而不为？

2023年，应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个“大年”，全年出
版发表报告文学作品应在400部篇以上。面对百年不遇之
大变局，报告文学作家慎终如始、求真务实，“诸葛一生唯谨
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取得了一年好风景。

为什么说是“无主题变奏”呢？回看2022年，那一年有
令世界瞩目的冬奥会，有脱贫攻坚胜利后的及时总结与展
望，更有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再看2021年，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追踪新闻热点是报告文学的应有之义。报
告文学作家们政治话题不断，争先恐后著书立说，这些都是
主题鲜明的主旋律叙事。

而进入2023年，纪念日的召唤没有了，主题征文、有奖
征文更是少见。没有了社会热点的召唤，也就失去了主题的
规范，没有了“规定动作”，只剩下了“自选动作”。于是报告
文学作家们回归了主体性，开始着力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题材单一化、同质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解，“无主题
变奏”成为主流。

二

综观2023年的报告文学，在“无主题变奏”的局面下，报
告文学作家们的个性得以充分张扬，写自己熟悉的，写自己
感兴趣的，为人民大众写作，为国家兴旺写作成为主流。

题材、体裁多样化成为一种自然状态，报告文学作家各
显神通，万紫千红斗芳菲。黄传会写了《仰望星空》《一飞、再
飞》《中国北斗传》《好一辆漂亮的火星车》，何建明写了《复兴
宣言》《大飞机从上海起飞》《走进“芯”里》《茅台》《我心飞扬》
《石榴花开》，李朝全写了《踏荆前行》《天平如磐》《中国“硅
谷”》《劳动者的光彩》《2020武汉保卫战》，李春雷写了《经天
纬地》《中国之影》，徐剑写了《爱心妈妈》《西藏妈妈》《记忆像
车轨一样长》，纪红建写了《大国制造》《无夜不相思》《彩瓷帆
影》，李燕燕写了《疾病之耻》《穿越焦虑》《“赢了官司”以后》
《师范生》《食味人间成百年》《创作之伞》，丁晓平写了《战胜》
《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而且徐刚、李青松、陈启文、李
舫、长江、康岩、叶梅、张雅文、杨黎光、梅洁、任林举、张培忠、
谭楷、裘山山、叶文玲、蒋巍、丰收、和谷、陈应松、阮梅、傅宁
军等报告文学名家均有佳作问世。

更令人兴奋的是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已开始崭露头角，
新一代作家尹红芳的《杜鹃红》、张一涵的《大沂蒙》、蓝茹的
《画出美丽人生》、余艳的《格桑花·芙蓉花》、柏祥伟的《归
来》、成岳的《JN—23航天模型火箭发射记》，均从不同角度
为报告文学奉献了自己的水仙花、牡丹花、红杜鹃、格桑花、
芙蓉花。他们都已走向成熟，令人瞩目。

还有一些非报告文学界的人士，或者说是非文学界的人
士，出自生活的深刻感悟欲罢不能，也参加到报告文学的创
作之中。如施一公的《自我突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
华》、崔吉俊的《天路飞舟》、杨苡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苡口述自传》，都是让人感同身受，击中人心之作。

三

回首2023年山东的报告文学，更是一如既往再创辉
煌。特别是继李延国、王秀丽的《张桂梅》在多个方向上进
行了创新后，赵德发的《黄海传》以宏大结构和丰富的知识
性取胜；张柯的《借来挂流三百丈》，重现了小说式报告文学
的辉煌。

杨义堂的《河道总督》，在当前大运河文化热中尤显重
要，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运河总督衙门；王鸿鹏的《医疗
建筑大师黄锡璆》讲述了一个神秘的幕后人物，小汤山、火神
山、雷神山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更是共和国的骄傲，
它们的设计团队，那位领头的设计专家正是黄锡璆。

这些作品均在不同方向上有所突破，有所成就，为报告
文学艺术审美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写出了有意味的报告
文学，且均能让人读出时代的温度和生活的烟火气。

在此不妨多说两句，一篇报告文学艺术品位的高低在其
意味上，意义的大小与重要不重要是讲其主题。主题可以是
隐性的，也可以是显性的；重要与不重要是社会需求的强度，
而大小是作者思辨能力的体现。

作品有没有意思，是审美趣味决定的，有趣、好玩、幽默、
讽喻、鞭笞，可读性强，吸引阅读才是有意思，否则就无趣，就
是新闻报道；而意味则是意义和意思的相加综合，好的有意
味的报告文学是出乎意料之外，在于情理之中，给读者留下
反复咀嚼的空间，让人过目不忘，这便是意味深长、意味隽
永、意味萦然。

不信，你读读徐锦庚《行走的脊梁》中的《“懒汉”治村》
《颁错奖》《老汤》《驯虫记》等篇什，你便会知其然，亦知其所
以然。这里面还牵扯到细节处理问题，当下的报告文学作家
都知道细节、语言、结构在报告文学写作中的重要性，但未必
注意到生活细节与细节故事的区别与选择。

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生活细节，不一定会产生细节故
事；只有细节故事才会发展成情节，才能深入到结构与主
题。在这方面，徐锦庚把握得非常到位，他是以采撷到始料
未及的故事和细节为写作前提的，他的功力在于升华。

更让人意外的是沉寂多年的郭宝林突然爆发，今年发表
了《江南江北水拍天》《大江本纪》等作品。许晨、王筱喻仍以

“劳动模范”的姿态，辛勤耕耘在报告文学这片天地里。
许晨发表了《生命至上》《人与海》（与王晓瑜合作）《将军

山下新传说》《幸福的路越走越宽》《天下“和为贵”》《会师广
场上的遐思》等。王筱喻在《天下大同》获第五届石膏山文学
奖首奖之后，又发表了《乡村儒学之光》《大唐颜真卿》等。

将军作家高建国发表的《钢枪与玫瑰》《英雄王杰还未说
完的故事》，以及之前的《大河初心》等作品，恐怕是近年来山
东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最多的作家。他的长篇报告文
学《渡江南进》也已杀青，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期待。

作为山东报告文学界的带头人，逄春阶发表了《在西藏
的“噶厦茶馆”里》、报告文学评论《报告文学能写短一点吗》
等。史怀宝的《谷文昌传》《悬壶山河》，亦是其多年在报告文

学这片天地里辛勤耕耘的结晶，不可小觑。厉彦林的《“淄博
烧烤”传奇》、徐锦庚的《荒野上的侧柏》、张一涵的《大爱沂
蒙》、唐明华的《情到深处》、赵德发的《黄海帆影》、赵静怡的
《泰山脊梁》、蓝茹的《画出美丽人生》，邢斌、土土绒的《2022
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齐欣的《一个肩扛泰山的人》等作
品，也都是颇有影响的佳作。

关于《2023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阅读推荐书目》，
尽管我们秉持着力求多元化、整体性、创新性的宗旨，力争涵
盖的题材领域更广阔一些，尽力达到全覆盖，但毕竟最后只
落在15部（篇）上，遗憾总是难免。另外，必须蛇足几句，以
免误解。凡是已经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2023年中国报
告文学排行榜》的作品，本“推荐书目”不再推荐，以免重复宣
传，影响读者的自主选择。

本推荐书目依照10年来的一贯宗旨，向教育倾斜、向山
东倾斜、向济宁倾斜，但倾斜并非放宽标准，更不是圈子推
荐，而是在严格标准衡量的前提下，为山东读者、济宁读者推
荐自己作家的作品，以增强阅读的亲近感、亲切感，更有利于
报告文学在山东的传播。

2023，百花争艳的中国报告文学
张宏图

《2020武汉保卫战》 李朝全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3年6月
《一飞，再飞》 黄传会 《人民文学》2023年第7期
《中国之影》 李春雷 《中国作家》纪实版2023年第4期
《为什么是徐锦生》 李英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3年7月
《平凡铸就伟大》 高鸿 《人民文学》2023年第2期
《行走的脊梁》 徐锦庚 济南出版社 2023年3月
《医疗建筑大师黄锡璆》 王鸿鹏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3年12月
《河道总督》 杨义堂 《中国作家》纪实版2023年第4期
《钱塘一家人》 朱晓军 傅炜如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3

年1月
《借来挂流三百丈》 张柯 济南出版社2023年2月
《疾病之耻》 李燕燕 《北京文学》2023年第3期
《黄海传》 赵德发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
《清廉典范白居易》 赵瑜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3年12月
《“淄博烧烤”传奇》 厉彦林 《中国作家》纪实版2023年

第8期
《漫长的家访》 黄灯 《当代》2023 年第 5 期 《十月》

2023年第6期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报告文学研究所

2023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作品阅读推荐书目

（以首字笔画为序，同笔画者以发表先后为序）

今年要比去年少一个月，下
个大年三十要等到2030年。

农历纪年与天文息息相关，
遵循月亮圆缺变化周期。年有闰
平之分，癸卯兔年是闰年，甲辰龙
年是平年，闰年要比平年多一
月。月有大小之别，大月是30
天，小月是29天，腊月逢大月才
有三十。

特别的大年三十，以文记
之。

贴春联

天刚蒙蒙亮。起床，洗漱，
早饭，一切按部就班。只是隆重
之下，又都显得小心翼翼，谨小
慎微。过年事事皆学问，处处有
寓意，就像贴春联。

春联要早早备好，腊八着手
张罗，小年开始忙活。印刷的春
联时髦过，新鲜过后，传统回归，
还是拉出桌子，铺上毛毡，折纸、
调墨、下笔，手写春联墨香扑鼻，
满屋皆红。

福字折作斗方，对联要叠为
单数。门心虽要裁成矩形，仍要
空下一字，写作单数。单数为
阳，寓意迎福气、纳瑞气。家畜
窝圈也要贴，但不能与人的房屋
对等，纸张也要小些短些。

春联源于桃符，寄托着辟邪
除灾、祝吉求祥、迎祥纳福的美
好愿景。内容宜吉利、喜庆、和
谐，不宜锋芒、嘲讽、消极。诸
如，喜居宝地千年旺、福照家门
万事兴，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
二字值千金……多少年的佳句，
至今仍在沿用。

贴春联，离不开糨糊，面粉
加水熬成的，寓意年年有余粮。
炊帚、扫帚必不可少，用炊帚抹
上浆糊，用扫帚铺平春联，扫去烦恼、带来好运。大门的福字
要正着贴，迎来福气；粮囤的福字要倒着贴，存下福气。

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或拿着春联，或端着浆糊，或提
着扫帚，互相打着招呼，道着祝福，用红色装点特别的除夕。

红春联、红灯笼、红爆竹，整个村庄像是红色的海洋。

年夜饭

特别在农村，回家吃上热乎的年夜饭，是一年的头等大
事。

临近春节的半个月，不管是乡镇大集，还是村庄集市，到
处都是人山人海。集市上，漂亮的春联、新鲜的年货、多彩的
气球，还有飘着浓浓乡情的烟火，把思绪带回童年，把心灵留
在故乡。约上三五好友，围坐在火烧摊、包子铺小酌，说说过
往，谈谈将来，离不开的还是乡愁。

做饭要有主厨，一家老小也不闲着。洗菜、择菜、擀皮
子、包饺子，有说有笑，不亦乐乎。孩子们的主业是玩，以前
是鞭炮，现在是手机。在农村，鸡、鱼、肉、丸子是必不可少的
大件。只是，年年重复，难免厌倦。家里大厨犯难，既要色
香，又要味美，怎样做出新的花样？炖的改炒的，炸的改煎
的，煮的改蒸的，各样食材大显神通，年夜饭见证时代变迁。

年夜饭的花样更多了，味道更美了，围坐在一起的人也
越来越多。不同的是，疯狂饮酒的大人少了，狼吞虎咽的孩
子也少了。难得清闲，难得相聚，说不尽的是团聚的喜悦。

常叹道，都忙，一年也就聚这几天。这似乎，成了大家共
同的心声。

祭祖先

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过年这个节点、这个场合，更让人
想起故去的亲人、远方的寄托。今人如此，古人亦是如此。
所以，祭祖先是过年这天最为隆重的仪式。

天地，乃万物之祖。除夕这天，每家每户都为天地立上
牌位，上写：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位。摆供、点香、敬
酒、磕头，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祭祖先，又叫请老的，也作请家堂。吃饭前，要把故去的
人请回家。八仙桌正中，摆着屏风样的折子，写的是五服内
故去的亲人。“本音门中三代宗亲”“外音门中三代姻亲”，分
列两侧的牌位是折子上没有体现，却需一并请回过年的亲与
戚。

贡菜要单数。鸡要别上，鱼要过油，肉要煮熟，还有水果
和面食，所有贡菜菠菜垫底，生菜盖帽。菜以财谐音，意为来
年财源不断。

还有发纸。时间在午夜，俗称午静。用黄纸折成元宝，
在火灶、门口、水井、石碾等地放两个，摆供的八仙桌、贡台桌
和保家客处要多放些。前者点燃即可，无需礼拜；后者，全家
老小都要磕头行礼。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如今，不少农村都建了楼房，客厅里没了八仙桌，天井里
没了贡台桌，传统习俗该何去何从？一成不变略显呆板，在
传承中创新方能适应新的变化。比如，请老的。一家老小拿
上酒菜，到故去老人的坟上，分享幸福，抱怨烦恼，畅叙喜怒
哀乐。有些话，只能对着至亲讲。

的确，祭祀祖先，是情感思念，也是精神寄托。

拜大年

一年到头，这是最为热闹、最为喜庆、最为幸福的几个小
时。黑夜如白昼，街上人来人往，如织如梭。再看脸庞，有的
红扑扑，有的油亮亮，有的笑盈盈，个个洋溢着最甜最美的幸
福。

走，去拜年。
当曾经的孩童长大成人，当曾经的祖辈越发年迈，五服

之内血浓情切，薪火相传，在孙辈中间烙印深深。
原来，红白喜事能相聚；后来，老人们年岁渐长，红白喜

事也不参加。相聚见面，只有过年这天。
这些年，忙是孩子的日常，也是老人的牵挂。看到孙男

娣女登门拜访，耄耋的爷爷奶奶热泪盈眶，心生感叹：上数多
少年，我们还住在一个院子，一个锅里摸勺子。

拜年习俗也有改变。除夕当晚，家内要给故去的人拜
年，在八仙桌前磕头行礼。初一早晨，要早早起床，走街串
户，给街坊邻居拜年。如今，请老的少了，除夕给健在的老人
拜年，初一老少爷们互相拜年。

现在都忙。拜年不再从早走到晚，更多的是点到为止的
象征意义。景区、庙会、商场早早开门，相比工作的繁忙，生
活的压力，沉浸于张灯结彩的喜庆世界，更像是一场心灵的
放逐。难得的长假，留下更多时间陪陪家里孩子，看看外面
世界，是情有可原，也是未尝不可的。

拜年，无非加深感情，倒不必拘泥于形式。
夜已深，人已静。偶起的鞭炮声渐行渐远，浓情的谈笑

意犹未尽。
此刻，万家灯火，喜庆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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