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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中国创造的科技奇观以超凡的速度和气魄呈现在世

人面前。如CRH380A动车组跑出486.1公里的时速；“蛟龙”号成功载人深潜7020米，“神九”飞船
与天宫一号实现手控交会对接……这些科学知识、科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中通常以奇观
的方式被呈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阅读融入读者的科学认知。科学奇观，意味着挑战人类既有

的感知尺度和感知方式，为日渐平庸化、琐碎化、常态化的感知注入新的美学元素。报告文学

无疑是建构高科技时代奇观美学的重要媒介。总体而言，这种奇观美学既具有严密的科学理

性，又极富想象力与艺术气息。

围绕科技创新主题，近年来的中国报告文学还创造出颇具范式意义的叙述模式，主要表现

为：面对科技难题，科技工作者克服重重障碍，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攻坚克难。显然，创新是驱

动情节的动力，而攻克一个个科技难关则组成叙述结构。此外，以创新驱动的叙述结构，还包

含一条条情感或心灵副线，它们共同展现出中国科技工作者为追求科学、探索真理、实现中国

科技跨越式发展而顽强拼搏的心路历程。应该说，能否走进科技工作者的心灵世界，是衡量此

类报告文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中国天眼——南仁东传》之所以让人动容，是因为王宏甲
深入细致地追踪、复原南仁东不为人知的心灵世界。每一项高新科技、每一个伟大工程的背后

都隐伏着难以计数的心灵秘史，而当每个个体的心灵史汇聚成河，便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创新、

赢得尊重的心灵史诗。因此，科技创新类报告文学要提炼出科学家的精神品质和家国情怀，这

是报告文学责无旁贷的使命与担当。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8日林强《创新报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时代主题》

材料二：

全媒体时代新闻多形态传播的强势，改变着既有的传播和接受的格局。这样对原先相对依

赖于新闻性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必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早先新闻媒体无法报道的一些材料，

可以借道报告文学的形式推出，现在这种报告题材的初始性基本不再具有。原先报告文学写作

比较多地倚重于题材的重大，现在由于多媒体对其多维度多形态的挖掘，使读者减弱了接受兴

趣和期待。这些情况促使报告文学在题材摄取方面出现相应的变化。作者注意对写作题材从现

实和历史两个端面作总体性的双向拓展，同时，在现实题材和历史书写两端又各自进行开疆拓

土。

在现实题材报告方面，既重视重大题材、时代杰出人物等的写作，又不唯重大是取，也关

注有价值的日常生活题材的叙写。前者如徐剑的《东方哈达》、何建明的《浦东史诗》、李鸣

生的《震中在人心》、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等作

品，分别记写青藏铁路建设、浦东开发开放、汶川大地震和袁隆平、南仁东等重大事件及典型

人物，有的作品以史诗之笔书写史诗性的伟大创造，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讲述展示中华力量、

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故事，其时代新“史记”的价值不言而喻。后者如陈庆港的《十四家——中
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以小见大地反映现实中国另外的真实存在，展现了更具广泛

更
多
资
料
到
官
网
：
ht
tp
:/
/w
ww
.w
ul
ia
oj
z.
co
m

官
方
公
众
号
：
物
料
家
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