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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包括了文化生态与20世纪报告文学、文化生态与新世纪报告
文学上下两个部分。
上篇主要阐述文化生态演化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流变。
作者是“基于文化生态演化的视镜，看取报告文学推衍流变的风景”，采取了文化生态的研究策略。
下篇是主要是作者对新世纪报告文学所作的观察与分析，其中收录有丁晓原教授与我国另外一名报告
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王晖教授为《文艺报》所写的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状态分析的年度对话，逐篇
梳理当年度报告文学的发展轨迹。
丁晓原教授认为报告文学定义的关键词应该是新闻与文学，报告文学甚至可以称为“新闻文学”，它
兼具新闻文体与文学文体的诸多体性。
　　一种新创独特的文体——报告文学，差不多与剧变而多质的20世纪同行。
真正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写作形态，它描画出主体变动不居的心路历程，从一定
意义上说，它存活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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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晓原，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现为江苏常熟理工学院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出
版《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阐释》等专著，主编春风文艺出版
社《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纪实文学》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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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文化生态与20世纪报告文学导论一、报告文学发生期研究诸说辨析二、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流
变三、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第一章 近代文化转型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一、报告文学
：作为近代新闻文化的产物二、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政治文化的载体三、报告文学：作为近代写实文
学观的实践第二章 发生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形态一、取事与传播：制作的新闻性二、觉世与新民：
主旨的启蒙性三、杂体与文学：表达的互文性第三章 左联的文化策略与报告文学的崛起一、契合：左
联属性与报告文学体性二、实践：价值定位与多维运作三、崛起：报告文学年的存量与意义第四章 政
治文化制导与报告文学的演化一、政治化的时代与政治化的报告二、主体的单向归属与作品的两极模
式三、非知识分子时代的大众写作第五章 现代文化建构与报告文学的自觉一、主体自觉：时代承诺与
本我确认二、功能强化：批判性主旨与启蒙价值三、文体转型：走向开放的报告文学第六章 边缘化时
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一、生态变异：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语境”比较二、精神坚守：另类现
实的关注与批判三、文体退化：前沿躲避与思想短缺下篇：文化生态与新世纪报告文学第七章 新世纪
报告文学景态分析一、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复调性”的存在二、报告文学：虚拟的问题与现实的问
题三、可能与现实：走向强势的报告文学第八章 纪实（报告）文学的年度观察一、纪实：为明天存活
历史二、纪实：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说三、纪实：“欲望时代”的人的报告四、纪实：记忆的价值与报
告的尺度五、纪实：人生命运与人性况味的书写第九章 新世纪报告文学对话二、2004年报告文学关键
词三、2005年报告文学观察录四、2006年报告文学印象记五、2007年报告文学的年景写意六、作家、
文本与理论：晚近报告文学脉象透视附、报告文学30年：时代的文体和文体的时代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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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文化生态与20世纪报告文学　　第一章　近代文化转型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　　一种新
生的文体，决非是空穴来风，它必然基于某种特定的背景或多维的历史赠予。
这正如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从未听说过，在文化系统或在其他任何一种系
统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
一种事物总是导源于另一种事物。
”在这里，怀特实际上给出了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就是文化研究应从整体的系统的关联中，
测绘出某一具体对象的独特的图景。
这一方法完全适用于文体发生动因的研究。
“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系统。
”“文体的背后永远存在着深隐的原因。
”构成文体发生背景坐标系的，是共时性的必备的社会现实条件，与历时性的文化传统显性或内隐的
影响。
而其中共时性的要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夫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故事际一变，则文成一体。
”　　茅盾在论及报告文学发生原因时，曾指出：“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
‘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
”特性的文学孕育于特性的时代。
近代就是一个沧海横流、风雷激荡的特殊时代。
在从古代向现代的突进中，近代新旧文化的冲撞，衍化出不胜枚举的文化新景观。
在诸多文化新景观中，就有新创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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