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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起于何时，报告文学写得越来越
长，出的书也越来越厚，越来越漂亮。就我
目力所及，特别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还真
不多，能让我个人掏钱买的，更不多。我记
得过去的好多优秀报告文学，都不长，比如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
出鞘》、黄宗英的《大雁情》、乔迈的《三
门李轶闻》等，都是万字左右。而赵瑜的
《寻找巴金的黛莉》，满打满算，字数不超
过10万，却那么耐人寻味。
  报告文学被誉为文艺轻骑兵，就是以短平
快在文学题材中显露自己的优势。长篇报告文
学如果有读者高度关注的内容，让人读完觉得
不长，那当然是最好。如果内容陈旧，硬要拉
长，那是自讨没趣。
  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徐锦庚热衷写短篇报
告文学。最近，他精选了20篇短篇报告文学以
《行走的脊梁》为名，由济南出版社结集出版
了。里面的大部分，在报纸发表时，我都读

过，这次翻看，依然觉得有滋有味。
  “短”对应着“小”，徐锦庚以万把字的
报告文学，把小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如《驯
虫记》中的主人公是个科技迷，六年如一日埋
头钻研蟑螂养殖，破解餐厨垃圾处理难题；
《老汤》中的厨师，为守护一锅老汤，22年没
出过济南城，被誉为“百姓神厨”；《芝麻开
门》中穷乡僻壤的农村电工，开网店发家后，
又带动一方乡亲，发展起“淘宝村”“淘宝
镇”；《行走的脊梁》更是热情讴歌一群普通
劳动者。还有《颁错奖》《从头再来》《一个
村庄的抗战》《尼山远望》等短篇佳构。
  徐锦庚眼盯“小人物”，却不局限于
“小”，他发现了小人物之“大”之“丰”之
“内美”与“外美”。把灯挑亮，让血肉鲜活
灵动。
  徐锦庚的短篇报告文学在语言上有个特
点，就是通篇短句，字不愈十（每句不超过十
个字），比如《懒汉治村》开头：“懒汉非懒
汉，为小名，大名徐樟顺。懒汉与我同村。村
在浙西开化，一听村名，便知是深山冷岙：东
坑口。”比如《尼山远望》的开头：“王殿卿
此生拜过两次孔。头一回屈辱，第二次蒙

羞。”如乒乓落台，简洁明快，干脆利落，不
拖泥带水。
  长篇报告文学也好，短篇报告文学也罢，
都得强调文学性。也就是要有可读性，趣味
性，给人以审美愉悦。你看，《颁错奖》的开
头：“世上事，本无常。坏事有时变好，好事
也可能变坏。这不，尼山圣源书院出了糗事：
颁错奖了。”为啥颁错奖了呢？悬念一点点解
开。原来泗水县北东野村颁发践行优秀传统文
化的奖，一个有“劣迹”的不孝顺的妇女孔某
某上台领了奖，其实是另一位同名者获奖了。
颁奖者将错就错，没有收回奖品。孔某某没有
资格拿这个奖，自觉羞愧，回家后改过自新。
徐锦庚闻听此事，去采访孔某某，孔也答应采
访，等徐锦庚到她家时，她打扫了院子，自己
却躲起来了。文章写到这里，徐锦庚笔锋一
转：“她羞见咱们，说明她知道错了，孔夫子
不是说‘知耻近乎勇’嘛。”结尾是这样写
的：“访罢北东野。与路边护林员聊天，老人
侃起植树经，树和人一样，要服水土，瘦地结
不出甜果子，沙滩长不出参天树。有些地方，
为啥年年植树，不见树，不挑树种，忽视土
质，只种不养，乔木萎成灌木。我茅塞顿开。

哦，植生态之林。须讲究天时地利，植灵魂之
林，莫不如斯。”娓娓道来，见微知著，我喜
欢这样的文笔。
  徐锦庚曾说：“有的报告文学名家在介绍
经验时，说如何虚构细节。我不赞成‘虚构’
的提法，我认为应该用‘渲染’”。“渲染”
理念，与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提到的理念相
合：“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
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
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
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
其一端。”“渲染”就是强调文学性，但不能
过了，要恰到好处，不过分的标准是：精短。
  短篇报告文学因为其短，反而不好写，谋
篇布局要精心，角度要精选，细节要安排得
当，《行走的脊梁》收录的每一篇都是精心构
思写出来的。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是在每一篇后面都有个
“手记”，记录了自己采写和编发的过程，这
对初学写作者来说，是很珍贵的经验分享。
  我曾经说过，浪费文字也是犯罪。好的长
篇报告文学当然需要，但我更愿意看到耐人寻
味的精短报告文学。

演唱会热浪滚滚

但头部IP在哪里
  据文汇报，中国演出行业公布的《2023上半年
全国演出市场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大型
演唱会、音乐节演出506场，票房收入24.97亿元，
观众人数550.10万人次。头部歌手举办演唱会不仅
能激活餐饮、拉动旅游，对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
市活力也多有益处。
  在文娱产业成熟的国家，头部歌手举办演唱
会带来的经济收益更为明显。例如流行音乐歌手
泰勒·斯威夫特正在进行“时代之旅”全球巡
演，据国外咨询公司QuestionPro 平台数据预计，
她的2023 全球巡演将创造总计50 亿美元的收入：
“如果斯威夫特是个经济体，将超过 5 0 个国
家。”甚至美联储也在其褐皮书中关注到泰勒·
斯威夫特：她5月份在费城举办的演唱会，为当地
酒店带来了三年来收入最好的一个月。当地媒体
报道称，她的歌迷“愿意为演唱会门票支付任何
费用”。
  业内人士指出：内地演唱会市场新生代头部歌
手尚未出现，但打造头部 IP 的巨星效应，不仅需
要深入研究年轻人的文化消费理念，还需规范售票
体系杜绝黄牛票，联动演唱会周边的酒店、交通等
相关服务产业，而这些更需要多方携手作出更长远
而周密的规划。

好莱坞大规模抵制AI

他们在担忧什么
  据扬子晚报，好莱坞出现63 年来的首次全行
业罢工，“AI 可能取代演员和编剧的威胁”是主
要原因之一。面对AI ，好莱坞罢工的演员和编剧
们在担忧什么？
  有外媒报道，已有人工智能技术公司采用数据
采集技术批量捕捉演员信息，而“数字演员”可以
实现“长生不老”，那演员们的饭碗将不保。但
是，该公司是否有权采集和使用演员的这些数据，
其知识产权属于谁，演艺人员能否从这些人工智能
生成的“数字人”中获得收益，这些关键问题还没
有答案。同时，在好莱坞，越来越多的AI 技术被
用来进行自动化剧本创作和角色创造等工作，导致
剧本创作领域的许多岗位面临消失的风险。更讽刺
的是，AI 训练的资料库，正是编剧们辛辛苦苦所
写的剧本。
  而制片方和人工智能公司则认为，AI技术在
剧本和电影制作中具有很大价值，可以作为编剧行
业的辅助工具，提高创作效率和节省成本。

老年题材

也能成年轻人爆款
  据北京日报，电影《我爱你！》票房突破了老
年题材的票房天花板。随着国产电影市场的扩张和
观众观影需求的日益多元化，近年来以老年人为主
角的电影作品，不仅数量在增多，质量也在逐步
提升。
  “老年题材影片能不能达到类型化标准，拍出
多部成功作品，从而培养出这一类型的观众，这才
是关键。”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左
衡认为，题材不是问题，但前提是能否成功实现类
型化的工业标准和文化传播的效应。在创作上，他
建议创作者不要从自己的立场替老年人表达，而是
应该让观众真正感受到老年人的生命状态，“感受
他们的智慧、烦恼、哀伤……”
  《平原上的夏洛克》导演徐磊则建议，老年题
材影片如果想要取得一定市场回馈，在演员选择上
还是可尽量选择实力强、有一定票房号召力的演
员。另外，他也提出，这类作品在创意设定上应该
更丰富多元一些，不要只拘泥于某一种老年人形象
或故事，比如，他已经看到过好几部讲老年人患阿
尔茨海默症的作品了。

价值追求

不以长短论“英雄”
  据光明日报，网络文艺常被视为“消遣之
用”。但是，一部网络小说、一条短视频不可能没
有意义指向，要通过故事和讲述方式传达某个主
题。因此，受众看似消闲的过程，情感和思想无时
不受到作品的影响。这就决定了网络文艺虽然主观
上被用来消遣，但客观上必然蕴含着对价值的
传播。
  虽然网络文学与短视频的用户人群并不完全相
同，但2022年网络文学用户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趋
势。另外，与受众生活和情感紧密关联的作品更容
易产生共情效果，包括反映普通人生活和社会普遍
情感的现实题材作品，传播知识、满足受众猎奇心
理和提供虚拟生存体验等的想象类作品。它们都采
用小体量、短时长的上线方式，等同于创设了无需
专门时间、场所、情境就能阅读和欣赏的“随身”
文艺环境，满足了大众“所想即所得”的文艺消费
需求。
  由此可见，网络文艺的内在价值并不因“消
遣之用”而减弱，反倒因为沉浸式的消费体验而
得到全方位增强。这提醒网络文艺从业者要高度
重视内容生产，从根源上提升网络文艺的整体质
量。一方面，合理看待消费功能与价值追求之间
的关系。另一方面，长度变短固然有利于传播和
接受，但一味强调“短”，甚至为了“短”而牺
牲作品的价值追求和美感就得不偿失，甚至会走
向歧途。
          （□记者 朱子钰 整理）

报告文学能写短一点吗
□ 逄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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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不到票，旅行该怎么玩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当门票预约制碰上旅行高峰，一票难求、预约难便成了常态。一边是游客约不到票，一边是代

抢业务与黄牛“粉墨登场”。好不容易盼来了旺季，旅行社的生意依旧不好做———

  暑 假 来
临，积攒了三
年 的 旅 游 需
求，迅速呈现
井 喷 之 势 。
“研学团中午

排队半小时等待进故宫，却被告知没票，小朋友
们伤心集体抹泪”，这段视频画面在各大短视频
平台广泛传播，引起网友的同情，大家纷纷指责

研学团没有提前预约故宫门票，“全国人民都知
道故宫需要预约，领队怎么能忘记？”的确，如
今说去就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方式已经行不通
了，想去热门景点，得做好充分规划。因为，大
多数景区、文博单位的门票一定要提前预约。
  当门票预约制碰上旅行高峰，一票难求、预
约难便成了常态。北京、山东、上海等热门景区，
直接开启了“人从众”模式，有网友表示，约了7天，
都没约上故宫的票。不少旅行团以没票为由劝退旅

客的戏码频频上演，一些黄牛趁机又倒腾起新的囤
票生意。多重压力夹击，预约不上票的群体心态彻
底失衡，直接将矛头指向门票预约制，开始呼吁取
消这一做法，并形成了巨大的声浪。
  冷静思考就能发现，这种想法过于不切实
际，预约旅游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存在的困难
无法忽视，如何面对当下的新需求，解决新矛
盾，又该怎样“安抚”舆论场滋生的质疑，是横
亘在文旅行业的一道现实考题。

不缺游客就缺票

预约制不背所有锅

非去景点不可？

  总结今年夏天各大热门景区和文博
单位的现状，基本可以用一句话概
括——— 不缺游客，就缺票。泰山景区已
经连续多日发布夜间门票预约已满的消
息。敦煌莫高窟严格执行6000张/日，应
急票12000 张/日的总量控制原则。根据
数据统计，目前莫高窟游客的预约量已
趋近上限。官方提示，游客和旅行社要
提早预约门票，以免因为门票限额而影
响参观行程。 7 月 18 日，记者在故宫线
上预约渠道看到，未来七天，故宫门票
均已约满。

  约不到门票，对游客来说旅行变得
非常糟心：好不容易抢到了高铁票，预
定了酒店，但是景点的门票却约不到，
行程只能无奈告吹。不少景区和文博单
位的放票时间，定在了晚上，不仅要拼
手速，还要熬夜盯着手机，出游本来是
放松身心，现在压力山大，苦不堪言。
同样，旅行社的生意也被门票绊住了
脚，一位旅行社的负责人向媒体透露，
由于热门景点的门票不好抢，6 月已经
退了一半的订单。
  看来，好不容易盼来了旺季，旅行

社的生意依旧不好做。一边是游客约不
到票，一边是代抢业务与黄牛“粉墨登
场”。在某线上平台，代抢门票的商家
告诉记者，故宫门票可以保证100%预约
成功，抢票结果会在提前7 天晚上十点
前告知，而一张门票溢价到了180 元，
是官网价格的三倍。
  如影随形的黄牛更是猖獗，直接在
朋友圈表示，国家博物馆、科技馆等
地，系统6 天内无票的，百分之百可以
出票。“即便是免费预约的票都被这帮
黄牛垄断了，可见，想约到票是难上加

难。到底还有没有人管了？”游客黄先
生十分不满。
  不少网友认为，“一刀切”预约
给游客带来了不便，很多地方已经不
接受线下现场买票，这让一些不熟悉
网络的老年人，中小学生群体非常被
动。同时，预约到门票的游客体验也
没好到哪里去，“人山人海，外面排
队一公里左右”，一位刚去过国博的
游客可橙展示了展厅内的照片，目之
所及密密麻麻全是人，想看展品基本
靠挤。

  将所有负面情绪砸向门票预约制，
显然有失偏颇且幼稚。预约旅游，已呈
纵深推进之势，覆盖面会越来越大。宏
观政策层面，预约一直就是文旅行业的
关键词。在一些资源脆弱型的景区，容
量有限，通过门票预约可以很大程度保
证游客的游玩体验，还能保护景区，避
免人满为患。以往节假日，各大景区门
口总是挤满了购票的人群，分时段预约
大大改善了这一情况，既疏导高峰客
流、维护了游玩秩序，又节省排队时

间，保障了人们的旅游品质。
  那么，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破解预
约难上来，其实本质还是供需之间的不
平衡。
  旺季，游客出行愿望愈加强烈，但
景区能够提供的门票是有限的，供需矛
盾一直存在。只不过，今年在自媒体平
台的加持下，这种声音呈现倍数放大。
为了解决难题，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回应
大众诉求，完善、调整预约制度。比
如，北京天坛、国博、恭王府等都将预

约时间从零点往前调整了几个小时。故
宫等地适当延长了开放时间，最大限度
满 足 游 客 需 求 ， 同 时 ， 制 定 6 周 岁
（含）以下或身高1 . 2 米（含）以下未
成年人无需预约，但须在已预约门票的
成年人陪同下进入等优化措施。
  快速、灵活调整完善预约制度是应
有之义，但肯定没法解决所有问题。当
下，所有景区也会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哪怕是放出最高容量的门票，也无法满
足所有游客的需求，乘兴而去、失望而

归的现象依旧大范围存在。这就对景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要合理引导公
众“无处安放”的游玩意愿，引导错峰
出行。文旅行业未来趋势，必定要从观
光旅游转向文化体验深度游，景区完全
可以通过一些营销活动，设置相关游览
主题，吸引游客淡季出行，缓解旺季压
力。借助数字科技的力量，开辟云游览
等新业态，丰富供给形式，打造类型丰
富的优质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第二
选择”。

  跳出常规，约不到票的背后，折射
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核心区域的头部旅
游资源只会越来越紧张。知名的旅游景
点有限，“人从众”的模式常常开启，
而人们对旅游又有了更舒适、更随意化
的体验要求，于是，年轻人给出了一种
新的选择——— 没必要去景点扎堆。
  Citywalk 又叫城市漫步，是近几年
在年轻群体中悄然流行的旅行方式。与
传统走马观花式的旅游相比，它强调慢
节奏，跟随内心走，主打一个沉浸式体
验。参与者在专业领队的带领下，用双
脚探索城市街区，深度了解城市历史文
化与地理风貌，感知变迁与创新。根据
DT财经和DT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3

旅游调研报告》，在新的旅行方式中，
82% 的人想尝试 Citywa lk 。在小红书
上，与 Citywalk 有关的笔记超过了 48
万条。
  由此可见，旅游消费偏好正在发
生改变，大众更加注重深度体验感与
舒适度，决定了下一步旅游该怎么
玩。与其去知名景点打卡，人挤人，
还不如选择一种更轻松的旅游方式，
花钱少，不拥挤，性价比高，还能探
索未知惊喜。
  过度集中在热门景点，就门票预约
制来谈，本身就没有十分完美的解决办
法，它只是一种调控手段，目的还是为
大众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体验，肯定存

在部分人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核心景
点一票难求，但其实还有更丰富的旅游
资源有待探索，与Citywalk 类似的小众
宝藏的旅游景
点 也 很 有 看
头。与其忧心
忡忡，煞费苦
心，与抢票大
军一争高下，
不 如 主 动 降
温，转变旅游
思路，解放自
己，找到旅行
更 好 的 体 验
方式。

  在旅行这件事上，真没必要承载过
大压力，谁出去玩，不是图个放松和乐
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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