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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铁流一直关心教育，

特别是民办教育问题。今年，他还
与徐锦庚共同推出了新的报告文
学作品《中国民办教育调查》。 很
多人不理解他为何如此关注教
育，面对这个问题，他说：“公办教
育接纳能力越来越有限， 这就催
生了民办教育。 很多中国民办教
育工作者在国家投入资金不足的
情况下， 为教育撑起了另一片天
地。 但是，我们也发现，民办教育
还良莠不齐，很多东西值得探讨、

总结， 这就是吸引我创作这个题
材的原因。 ”

在铁流眼中， 教育是一项公
益事业，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
和发展。 政府应该像重视公办教
育一样重视民办教育， 因为民办
教育同样也是在为国家培养人
才，而且资金都是自筹的，为国家
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他对民办
教育现状也表示了担忧：“这样终
究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国家还是
应该给民办教育投入一定的扶持

资金， 而且也应该多给他们一些
自主权。 ”

“另外，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
校之内， 我觉得文学作品有时比
课本更能教育人心。 好的报告文
学作品应该真实性和文学性并
存，把道理揉在故事和情节里，这
样就能避免说教， 发挥更大的教
育作用。 ”铁流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新兴的
文学形式———网络文学迅速崛
起， 网络写手已经成为一股不容

小觑的力量。 然而网络文学作品
质量良莠不齐这个问题也不容忽
视。 铁流用一句话表达了对网络
文学未来的预测：“吹尽黄沙始见
金。 ”大量的网络写手出现应该是
好事，但这不意味着文学发展了。

“那些高素质的网络作家终将慢
慢转到传统作家队伍里来。 ”铁流
说，“网络写手也应多读经典著
作，提高自身素质，否则很容易被
淘汰。 ”

(

据新华悦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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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山东莒县人，中共党员，汉族。

1968

年出生，

1998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84

年应征入
伍，历任烟台某部战士，青岛北海舰队某部炊事员、无线
电员、汽车驾驶员、仓库保管员、分队长，北海舰队政治部
创作室专业作家。

1984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9

年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

著有《铁流中短篇小说选》、《铁流中短篇报告文学
选》，长篇报告文学《一个世纪之交的话题》

(

合作
)

、《一个
民办教师的故事》、《槌下硝烟》、《海魂铸造的岁月》、《中
国驱逐舰备忘录》、《中国本色》、《支书与他的村庄》、《蓝
色畅想》等，电影文学剧本《沂蒙小调》，另有作品散见于
多家刊物。 数篇作品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
年度选本。 共发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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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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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北京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山东主宾省”系列活动吸引了大批山东籍作家的参与。 山东自古就是文化繁荣、钟鸣鼎盛之
乡，责任感强和重视道德是山东籍作家的一贯优势。 近日，新华悦读采访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铁流，与其探讨山东文学、报告文学、乃
至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并寻找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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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作家是我国文坛的一
支重要力量，作品无论数量还是
质量均有优势。 责任感强和重视
道德是山东籍作家的一贯风格，

这可说是对山东文化传统的良
好继承。 但是也有人认为，一味
沉溺于传统却忽视了文学技法
的创新，是山东文学裹足不前的
症结所在，同时地域文化的制约

致使年轻作家成长落后于其他
省份。 铁流并不是很赞成这种说
法，“我认为山东年轻的作家从
整体上来说一点也不亚于其他
省份。 ”他坚定地说。

“沉稳、朴素、理性、内敛”是
山东文坛素来的特征，今天的年
轻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点。 当
然，山东新生代作家立足齐鲁大

地的同时，还要放眼四海。 只有
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才能更好
发挥自身优势。 铁流还告诉记
者，山东一直非常重视作家队伍
的培养， 特别是实施签约制以
来，作家队伍的创作水平得到明
显提高。 同时，山东作家协会还
常年坚持举办作家高研班，邀请
国内著名评论家和作家前来授

课， 这也大大开阔了作家的眼
界，提高了作家的创作水平。

莫言获诺奖之后，小说再次
成为文学的宠儿，报告文学的
势头大不如前。 记者问及莫言
获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铁流
并没有正面回答， 他告诉记者：

“我觉得下一位获奖者应该是张
炜。 ”

铁流：诺贝尔文学奖，下一个应该是张炜

我的文学中国梦：带着镣铐跳好报告文学这支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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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作家都是逐步成长
起来的。铁流的人生经历非常丰
富，他做过炊事员、无线电员、司
机，还当过仓库保管。在他看来，

人生体验对作家来说很重要。

“一个具有深厚人生体验的作
家，创作的作品往往深刻而又丰
富。 ”铁流说，“对报告文学作家
来说，人生体验更是必要的。 报
告文学作品直接反映真实生活
和真实社会矛盾，没有人生体验
是写不出有切肤之痛的好作
品。 ”谈到生活经验和写作技巧
孰轻孰重的问题，铁流说：“我觉
得经验和技巧应该是并重，技巧
来自于经验，如果没有经验谈不
上好的技巧。作家应该多积累经

验，在经验中推陈出新。 ”

曾经创作过散文、小说的铁
流最终投身报告文学，“可能我
觉得报告文学更能直接表达我
的真实感觉和悲悯情怀吧。 ”正
如铁流所说，报告文学的魅力来
自于真实性和文学性。 对丑恶，

可以直接鞭打，不掩饰，不造作。

报告文学能热情地关注生活，能
直接地参与社会的变革。 “当年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唤起了
人们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为科学
的春天吹响了号角，这正是这个
文体的优势和价值所在。 ”

铁流坦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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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80

年代
和

90

年代， 是中国报告文学的
鼎盛时期，其关注度一点不亚于

小说等其他文体。 “现在报告文
学的势头确实不如从前了，小说
等其他文体也是这样，这是文学
逐渐被边缘化的结果。 ”至于报
告文学衰退的其他原因， 他感
慨：“做报告文学， 吃苦受累不
说，还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你写
一些社会矛盾，常常就要面临着
吃官司，受威胁。何建明《落泪是
金》和赵瑜《马家军调查》的创作
过程就是个例子。 我写《支书与
他的村庄》的时候，也有一些人
威胁我，也吃过不少拳头。 有时
为了采访真实的东西，我还要装
成小商小贩， 吃尽了白眼和挖
苦。 ”

如今，社会在多元化，也产

生了更多的阶层，为报告文学提
供了越来越多的素材。 可是，报
告文学也面临很多制约，铁流用
“戴着镣铐跳舞的文体” 来形容
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虽然困难
重重，但是铁流对报告文学的前
景依然乐观。他说：“最近几年报
告文学已经开始回潮，读者还是
很欢迎这个文体的。要想繁荣报
告文学创作，不仅需要各级作家
协会的重视，还需要引导更多的
作家写报告文学，特别应该注重
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培养。作
家， 就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
品，用优秀的作品给社会提供一
种向上的能量。这就是我的文学
中国梦。 ”

报告文学应避免说教，网络写手素质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