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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题材 0、/第一手 0、/高层次 0
) ) ) 从 5邓小平改变中国 6看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写作

王  慧
(湖南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  叶永烈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他的纪实文学写作坚持 /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0的原则, 但对其内涵并未解

释; 评论界论述叶永烈的著作时也多次引用这一说法, 对其具体含义也未界定。笔者认为这三个词精准的概括了叶永烈纪实

性史传文学创作的特点, 笔者还结合叶永烈的创作实际, 对 /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 0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调序, 即 /大题

材0 ) ) ) 政治题材的独创性、/第一手0) ) ) 史学的科学理性、/高层次0 ) ) ) 文史结合的兼容性,并尝试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

年而精心创作的5邓小平改变中国6为切入点, 分析叶永烈史传报告文学的这三个特点以及叶永烈这三点的创作经验对史传

报告文学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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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实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叶永烈, 自 20世纪

80年代从事纪实文学创作以来, 写下了一千多万铅字、130

余部作品。而在他的这些纪实文学创作中,史传报告文学占

了相当大的比重。如红色系列: 5红色的起点6、5历史选择

了毛泽东6、5毛泽东和蒋介石6及5邓小平改变中国6和黑色

系列: 5/四人帮0兴衰6、5陈伯达传6等。对史传报告文学的

创作, 叶永烈在接受采访时和回忆性文字中多次提到其写作

坚持 /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0的原则, 但对其内涵并未解

释。评论界论述叶永烈的著作也多次引用这一说法,对其具

体含义也未界定。笔者结合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的创作

特点, 认为 /大题材0说的是政治题材的独创性, /第一手0体

现了史学的科学理性, /高层次0则指的是文史结合的兼容

性。而文与史的完美兼容 ) ) ) /高层次0, 则是以 /大题材 0

与 /第一手0为基础的, 所以在本文中, 笔者对 /大题材、高层

次、第一手0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调序, 即 /大题材0) ) ) 政治

题材的独创性、/第一手 0) ) ) 史学的科学理性、/高层

次0 ) ) ) 文史结合的兼容性, 并尝试以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

周年而精心创作的5邓小平改变中国 6为切入点, 分析叶永

烈史传报告文学的这三个特点及其对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

意义。

/大题材0) ) ) 政治题材的独创性

在题材的选择上 ,叶永烈说自己有三个原则, 即 /第一,

是当代重要的政治人物, 通过传主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历史的

重要一页; 第二, 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第三, 没有人写

过。0 ¹ 719第一点原则,体现了叶永烈史传报告文学重大的政

治题材内容。叶永烈认为,中国的现代史, 风云变幻, 波澜起

伏,是作家驰骋的广阔天地。而现当代史的重大事件, 又和

中国共产党休戚相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休戚相关。于

是,叶永烈以政治人物为线索, 挖掘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用一部部作品打通现当代史漫长的历史隧道, 并以当代意识

进行审视、关照或重新评价。120万字的红色系列: 5红色的

起点6, 写的是 /中国有了共产党0; 5历史选择了毛泽东6,是

/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0; 5毛泽东和蒋介石6, 则是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0, 串联起

了 1921年至 1949的红色历程。 1949年以后的历史, 又由

5/反右派0始末6、5/四人帮0兴衰6, 加上 5陈伯达传6串联

起来。紧随而来的5邓小平改变中国6则第一次多角度、全

方位、全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从 1976年 10月 /文化大革命0结

束,到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

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 记述了中国当代历

史性的这一大转折,使读者了解到那句人人耳熟能详的 /自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0的深刻内涵。

写政治题材并非叶永烈的独创, 史传报告文学中, 记述

政治题材的纪实作家大有人在。叶永烈能够在同类题材中

脱颖而出,在于他的题材的首次涉及而具有的独创性, 即作

家所说的写无人问津的 /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0的题材。

/知名度高0表明是众所关注的, /透明度差0则表明读者欲

知而未知, 而 /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0的人物, 大都有些棘

手,有些甚至是写作的禁区,属于 /敏感人物 0。对这些人物



的解读和揭示, 则打开了历史的真相, 揭开了历史的谜团。

为纪念改革开放的5邓小平改变中国6是 1998年第一

版的51978: 中国命运大转折6增补版。在第一版的 5 1978:

中国命运大转折6出版之时, 市面还没有一个反映十一届三

中全会这一历史转折的长篇。叶永烈的5 1978: 中国命运大

转折6在当时得到了党史专家的肯定。十多年后, 市面上关

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层出不穷时, 5邓小平改变中

国6依然是最吸引读者的作品。在于作品补充了 10年来新

进展的许多新材料, 披露和纠正了大量细节和史实, 如拘捕

/四人帮0这个消息是如何泄露出去的, 关于5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6这篇文章产生的全过程,究竟是谁写的,是怎

么写出来的, 这些是同类作品所没有的。

/第一手 0) ) ) 史学的科学理性

纪实文学的创作 ,真实是第一位的。叶永烈的纪实性史

传文学作品, 大都写历史,又尤为重视这一点。叶永烈曾非

常明确地表示过 / 我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是 100% 的真

实0 ¹ 12, 认为纪实文学的真实表现在 /两确0, 即 /观点正确,

史实准确0 ¹ 6。史传报告文学中, 对历史人物、事件和史的

描述, 无论是观点还是史实, 其真实性都必须依托于 /文

献0。对 /文献 0一词叶永烈有更为精确的定义: /所谓 -文

献 . ,是由-文 . 与-献 .所组成。-文 . 是指档案、图书等文字

材料,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死材料 . ; -献 .指口碑, 亦即-活材

料 . 。0 ¹ 719叶永烈形容自己的纪实文学创作是 /七分跑, 三分

写0 ¹ 13, 这个 /跑0包括 /活材料0) ) ) 采访有关的当事人和

/死材料0) ) ) 到档案馆查有关档案, 到图书馆查有关资料。

谈及5邓小平改变中国6时, 叶永烈说: /我的5邓小平改变中

国6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采访的当事人。0º 为了写作这本书,

叶永烈在北京频频出入几处 /部长楼0, 去了中南海、人民日

报社、光明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大院以及5求是6杂志大院,

在中共中央党校也采访过很多次。为了弄清真理标准问题

讨论的有关情况, 作家采访了胡福明、孙长江、王强华、马沛

文、邢贲思、胡绩伟、姚远方、张德成、季宝仰、杨西光之妻等

多位重要当事人, 收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被采访者的回忆,

以及他们提供给作家的一些有关当时的、事件的过程的书面

资料。如当时5光明日报6主管理论部的党委委员马沛文,

提供给作家的5光明日报6评论部5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经过6其他附件, 以及当事人当时

的一些笔记。这些 /七分跑 0的工作, 使叶永烈获得许多第

一手资料, 使5邓小平改变中国6有了扎实的基础。

然而, 要再现史实, 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 叶永烈的 /第

一手0材料还包括对 /活材料0和 /死材料0的去伪存真。当

事人由于年代久远产生记忆上的错误,采访者的故意回避和

护短等都会使第一手材料存在不当之处,这些资料只有同档

案文献、报刊资料等相互对照、结合使用,才能使史传报告文

学较好地避免差错。有时对于还有一些一时难以辨清的历

史细节, 叶永烈倾向于摆出几种不同的说法, 提供给后人研

究评说。例如在关于粉碎 /四人帮0之前, 邓小平被软禁在

北京宽街邓宅, 秘密会晤了叶剑英, 解决关于 /四人帮0的这

一历史问题,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联络邓叶见面的王震存在

着不同的回忆,作者则把两个版本都详细地列在书中。叶永

烈采取对当事人采访为主,查询档案馆和图书馆资料为两翼

的严谨的史著考证方法, 不仅使自身的文学创作更接近历

史,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也对史传报告文学赋予了不同

于政治理性的科学理性。

/高层次0 ) ) ) 文史结合的兼容性

记述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有两类, 一是中共党史专家写

的专著,这类书论述清晰, 史实准确, 但可读性差, 近乎教科

书。还有一类是 /历史小说0,可读性强,文学色彩浓厚, 但

虚构成分过多,有的为了迎合大众 /解神秘 0的强烈欲望,甚

至成了对名人和伟人私生活的 /探秘0式的表述, 把历史人

物及事件 /野史化0。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作品在坚持严

肃认真写作的同时,也成为文坛的畅销书。其中 /秘密0,叶

永烈说是因为他的书走的是 /中间道路 0, /取史学的科学

性,取文学的形象性, 熔于一炉, ,我在着手写作时, 在注重

史料的准确性的同时, 注重作品的可读性生动性和形象

性。0 ¹ 11正是这种文与史的结合, 文学性和科学理性的统一,

使得叶永烈的史传文学作品达到 /既纪实, 又审美0的高层

次。

同时,叶永烈纪实性的史传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 /高

层次0又和作家独创性的题材选择、对史实还原之外还追求

对历史细节的了解等密切相关。对独创性的选题, 叶永烈曾

说: /纪实文学的特点就是贴近时代, 贴近社会, 因此也就贴

近了读者。也正因为这样,我很注意纪实文学的选题。我反

复斟酌选题。在我看来, 只有首先使我激动的选题, 我才能

写出使读者激动的作品。0 ¹ 17作家所注重的使自己激动的

/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0的选题, 同时也是读者欲知而未知

的历史事件, 这使得叶永烈的史传文学作品具有了 /可读

性0。这种 /可读性0还表现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

多角度、多方面的细节的描写,比如, 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历史人物的身世、性格等等, 从而使历史变得立体、生动。然

而,这些人和事不能是道听途说的, 不能是想象、虚构的, 而

是历史中原本就有的 /真实 0, 它往往存在于当事人的亲身

经历和回忆中。于是,这就要求作家对当事人的采访还要抓

住细节。叶永烈在采访历史当事人时, 总是不厌其烦地请他

们回忆细节。 /细节不仅对于小说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对于纪实文学作家来说也是如此, 只有充满细节, 才能

使读者如入其境,如闻其声。0» 在写 5红色的起点6时, 为逼

真的写出陈独秀的性格,在采访曾经担任陈独秀秘书多年的

百岁老人郑超麟先生时, 叶永烈请他回忆陈独秀的习惯动

作、嗜好、衣着、饮食以至写作习惯、讲话习惯等等。5邓小平

改变中国6中, 对一些能反映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而鲜为人

知的细节,作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如胡耀邦复出后, 在偏僻

的北京饭店理发,为方便见来人就坐在门口办公等。叶永烈

抓住了这些细节,最后加以提炼, 让人们从这些细小环节上

了解了一个更真实的胡耀邦。

叶永烈 /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0的史传文学作品的创

作原则,不仅使他的作品在同类题材上总是处在第一位, 还

对史传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大题材0对史传文学题

107第 5期             王  慧: /大题材 0、/第一手 0、/高层次 0    



材的突破; /第一手0对材料收集分辨、裁剪上, 在史学传记

与文学传记创作观念的交融上, 以及对 /文革0史料的系统

整理与披露上, 都具有重要作用; /高层次0将史学的科学理

性与文学的形象性有机融合的美学追求等等,为史传报告文

学的创作和理论积累了丰富经验。

注释: ¹ 叶永烈. 黑红内幕 ) ) ) 叶永烈采访手记. 作家出版

社, 1999.

º 钟  华.叶永烈与他记录的时代 [ N ]. 科学时报, 2008

- 06- 26( 1).

» 秦维宪. 口述历史: 史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 ) ) ) 纪

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教授访谈录 [ J]. 探索与争鸣, 2006( 10):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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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ificant - them e0, / H igh- level0, / First- hand0 : Ye Yonglie. s D istinctive Features

ofH istoricalReportage from Deng X iaoping Changed China

WANG Hu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

Abstrac t:  / Sign ificant - them e0, / H igh- leve l0, / F irst- hand0 are Ye Yong lie. s princip les o f w riting, he m entioned them

for severa l tim es but didn t' exp lain the imp lications; cr itics quo ted the statem ent w ithout defin ing them eanings e ither. I think the three

w ords accurate ly summ ed up Y eYong lie. s d istinctive fea tures. Acco rd ing to YeYong lie. s L itera ry creation, I. d like tom od ify the se-

quence mo re reasonab ly : / Sign ificant- them e0) ) ) Or ig inality of po litical them e ; / F irst- hand0) ) ) sc ientific rationality, recon-

structed by the histo rical facts; / H igh- leve l0) ) ) compatib ility, com bined the histo ry and the litera ture perfectly; and try to take

Deng X iaop ing Changed China as the po int of penetration, g lim pse at the three features o fYe Yong lie. s h istor ica l repo rtag ew rit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 lopm ent of h istor ica l reportage.

K ey words:  / S ign ifican t - them e0;  / H igh- leve l0;  / F irst- han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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