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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是作家中的劳动模
范。他笔耕勤奋，创作数量非常
大，从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迄今已出版报告文学作品50余
部。今年，年过六旬的他创作出
版了三部长篇报告文学：《山神》
《时代大决战》和《浦东史诗》，还
出版有《何建明文集》三十卷和
《我的国家史》。其中，《浦东史
诗》被认为是关于浦东的改革开
放史记，既有史志的壮阔，同时
又不失优美的诗意。

说何建明著作等身，一点儿
都不是虚话。经年累月报告文学
新作的创作和出版，构成了其文
学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台阶。他的
每一部作品都深切地呼应着时
代的伟大召唤，都具有很强的文
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产生了
较大的社会反响。
“文学是可以生命相许的终

身事业。”何建明说。

! ! ! !何建明 !"#$年出生于江苏常熟，%"&$ 年从
军。在军队里，他担任过宣传干事和报社记者，他
最初的文学创作是与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决定了他后来选择报告文学
这种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文体作为自己的看家
本领。

%"&'年 %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报告文学开始成
为一个时代新文体的标杆。这时，何建明也开始了
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他最早的作品是创作于
%"&'年前后的《腾飞吧，苍龙》和《湘西探险记》，
而《湘西探险记》的撰写正是与他在湘西部队担任
记者期间的经历密不可分。

在湘西、湘南等地采访，他看到乱采乱挖国
家矿产资源的各种恶象，也屡次深入到那些金把
头、山寨王等黑社会性质的虎穴之中去探究血腥
野蛮的采矿真相，了解到了各种各样令人揪心的
矿难。就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共和国
告急》这部报告文学，并且摘得了第一届鲁迅文
学奖。
这次获奖极大地激励了何建明，他坚定地找

到了自己创作的主攻方向，那就是倾力投身报告
文学，投身这种与时代紧密勾连的，能够对社会发
展前行产生积极影响的文体的创作。

部队退伍之后，他从记者、编辑做起，参与
筹划、采写、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
品。他编发的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使《中国作
家》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恰在此时，共青
团中央找到杂志社，希望能够组织作家去采写
贫困大学生生存状况的报告文学。何建明自告
奋勇承担了这项任务。他花了几个月时间，骑着
单车，深入多所高校，采访了 ()) 多名贫困大学
生，最终写出了《落泪是金》，推动促成了国家对
于贫困大学生扶助政策的出台，激发了全社会
关心、帮扶贫困大学生的热忱，推动社会捐赠资
助款超过 *)))万元。
但是，作品的成功同时也引来了许多不同的

声音，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侵权诉讼官司亦相伴
而至，有十几位被采访的贫困大学生站出来，声称
要告何建明侵权。
这已经不是何建明第一次因为创作而受到别

人的非议和“攻击”。之前，他在创作《科学大师的
名利场》时，就曾引起文中所写到的一些科学家后
代的尖锐批评，认为他的创作失实，甚至扬言要将
他送上法庭审判。
尽管官司以何建明的胜诉告终，但就在这个

官司的诉讼过程中，他的 ')多岁高龄的奶奶在新
闻中得知自己的孙子被人告上法庭，愤懑吐血离
世，给何建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伤痛。
随着何建明在创作道路上的不断攀升，逐渐

如日中天，从“教育问题三部曲”，到农村三部曲等
一系列作品的出版，何建明涉足了一个又一个题
材领域，也一次又一次地摘得了国家级文学荣誉。
+)!,年 $月，他被推举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三
届会长。何建明斩钉截铁说，报告文学就是他的生
命，创作就是他的生命。

! ! ! !许多作家在创作走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会开始一
次笔墨的转换。在早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何建明关注
社会热点和社会问题，自 ,)),年以后，他的创作有了一
个较大的转折，他开始更多地从应和国家社会发展的脉
搏、响应时代的号召入手来选择自己的创作题材，弘扬
正能量，弘扬社会正气。因此，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更多地
为国家叙事，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
《根本利益》这部作品响应了当时党中央提出的“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作者选取了山西运城市纪委书记梁
雨润作为自己的主人公，讲述这个党员干部是如何真正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为老百姓解困难，解实忧，
彰显了党的根本宗旨。《永远的红树林》响应科学发展观
的时代命题，以中央党校教授梁言顺提出的“低代价经
济增长”理论作为这篇短篇报告文学的主题。在《部长与
国家》《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山神》等作品中，一系列
感动中国人物、时代楷模、英雄模范都成为了他笔下的
主人公。在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创作道路上，他越走越深
入。他撰写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所不知道的
红岩故事》，以揭秘的方式讲述当年在红岩演绎的一幕
幕气壮山河的英雄传奇，提炼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主
题，那就是信仰的力量：一个人是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还
是背叛自己的初心，这是区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根本

标准。今年出版的《山神》讲述贵州大山深处的时代楷模
黄大发的故事，黄大发用 ,)多年的时间修筑了一道天
渠，为村民们带来了幸福的生活。在表彰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为这位老人让座，打动了亿万中国人。

近期受到关注的《浦东史诗》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
-)年艰难曲折的峥嵘历程。作家讲述了自己和浦东半
个世纪的缘分。在何建明读小学时，他的被打成“走资
派”的父亲曾带着他，驾驶着一艘小木船到上海来运输
肥料，不料半途小船因经受不住大轮船掀起的海浪而倾
覆了，他和父亲侥幸死里逃生，被冲到了浦东的岸边，捡
回了一条命。上世纪 ')年代初期，他成为一名年轻军
官，和女朋友在上海外滩谈恋爱，找不到立足之处，当他
提议到河对面的浦东去时，遭到女友的冷眼，因为那时
的浦东还是相当荒凉的一片土地。那场恋爱最终无果而
终，而何建明与浦东的缘分却延续至今。在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之际，由他担纲撰写浦东改革开放历史，他深切
地感受到了上海人的奋斗开创精神。何建明说，其实上
海从来就是一个动词，一个状态，一种精神。因为这个城
市就靠近大海，如果没有勇敢的行为，没有创新的锐气，
没有坚韧的意志，历史和自然的浪潮早已将我们淹没。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上海的精神美、品质美，他郑重地以
新上海的名义，以文学的形式，向那些平凡人和功臣们
致敬。
何建明说，一辈子都不会放弃手中这支笔。作家的优

势在于他比一般公民有更丰富的情感，他们的血更热。

! ! ! !在 -)年的创作历程中，何建明的收获
是丰硕的。但是他的收获是像农民一样，是
在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作之后的
收获，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之后的收
获。在他的笔下，有数以百计的典型人物，
而与之相应的，他所采访的人物早已超过
了 $)))多人，“阅人无数”使他具备了为人
民画像的本领。至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采
集素材，也不少见。

,))*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非典”事
件发生，何建明主动请缨，深入到北京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小汤山医院等“非典”前线，
每一天都要戴着厚厚的口罩、穿着防护服
全副武装到达病区去采访一线的医生和病
人。就在他的采访过程中，他的女儿在家里
发起了高烧，那时人人都是谈“非”色变畏
惧发热，他忧心忡忡，带女儿到医院去就
诊，好在很快女儿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被确
诊并非“非典”，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惊魂

甫定的他以更大的激情投入采访，很快便
发表了鼓舞士气人心的报告文学《北京保
卫战》。

,))'年汶川大地震，他在地震发生之
后的第一个七天，第七个七天和第 %))天，
三次深入地震现场，冒着余震的危险采访北
川、成都、都江堰等地，用心捕捉令人泪落的
一个个瞬间，如同战地记者一般发回了一篇
又一篇作品，后来推出了《生命第一》。
何建明长年累月在外奔波采访，而作为

中国作协和多家出版机构的领导，他同时承
担繁重的事务性工作。这使得他的时间总是
不够用，对于家人总是有还不尽的亏欠和愧
疚。即便已从作协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何建
明依旧奋战在采访创作的第一线，即便是回
趟常熟老家，也总是来去匆匆。

在创作中总是有许多让他泪流满面、
令他激动的人和事。在采访利比亚大撤侨
事件时，他听说有 *万多中国人在撤离的

过程中是唱着雄壮的国歌，离开利比亚的边
境线的，他感受到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受到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力量。在写南京大屠
杀事件时，他了解到，当年是汉奸在城里点
燃灯火引导日军进攻，使得南京这座古城很
快就被攻破，因此他发出了令人喟叹沉思不
已的“十问中国人”。在采访天津大爆炸时，
听闻了许多消防队员感人的故事，尤其是他
们在临终时手臂上扬，无法还原成人形，让
何建明潸然泪下并受到心灵的震撼，因此他
要用自己的作品塑造出一群让人过目难忘
的英雄。而为了采写黄大发，他跟随黄大发
爬上几百米高的天渠，冒着随时可能摔下悬
崖粉身碎骨的危险走了十几公里，以实地踏
访的方式感受修筑天渠之艰难。

何建明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作为一
位密切应和时代发展脉搏的报告文学作
家，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冲锋的战士，是
一个深邃的思想家，一个智慧的政治家，一
个有远见的社会学家，甚至还应该是一个
英勇的记者、一个公正的法官，应该同时具
备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厚度。

写报告文学不怕受委屈

以新上海的名义致敬建设者

总有些时刻让人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