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作品《钟鼓楼》是刘心武创作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以橘瓣式的结构，通过北京胡同里一

家普通市民的婚礼，延伸到十几个人物，从一天延伸到

几十年，写出了古老京华的历史积淀和 80年代的现实

变革，堪称一部现代“北京清明上河图”，包含着大量的

社会学、民俗学信息

一、时间性和空间性

《钟鼓楼》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历史的厚重感，以及展

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图景：城市、乡村、部长、

局长、售货员、家庭妇女、留学生、京剧演员、文学编辑、

厨师、喇嘛、修鞋匠、乞丐、神秘传说、正在进行的婚宴等

等。这来自于刘心武自觉的文化景观意识和强烈的历史

感[1]。而实现历史感及文化景观意识的关键就是时间性

和空间性。《钟鼓楼》当中以橘瓣式的结构组织故事，使

空间和时间有机交融，使丰富的生活图景得到统一。

如果将空间和时间当做《钟鼓楼》的经纬线。小说截

取北京钟鼓楼下一个四合院里九户居民，在 1982年 12

月 12日晨 5 时至下午 5时这一天当中的日常生活，在

一个时间线内，交织了不同场合发生的故事来展示丰富

的生活图景，揭示了在人生的舞台上的不同人生，体现

出空间感。而时间使小说具备了历史的纵深感，小说中

有两个关键的场景———钟鼓楼和四合院极具象征意义，

为小说提供了一种时间流逝的总体氛围。小说一共六章

分别使用卯、辰等地支名称命名，这些名称在古代是计

时概念，通过这些名称就能使读者唤醒遥远的记忆，意

识到时间的流逝。同时小说开篇便以神秘故事为先导，

看似同小说主体无甚关系，但其实是故事主线的开端，

也是一个参照物，形成一种历史感，同时薛师傅的喇嘛

历史等都体现出时间性。

二、思想艺术性

《钟鼓楼》在描述钟鼓楼下四合院当中九户人家的

生活现状的同时，穿插人物的过往经历，使小说呈现出

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同时，揭示出人物心理受到文革影响

的变化，进而解释了人物在当下的行为。这使得心理的

变化成为人物过去与现在的联系桥梁[2]。

小说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过去，在描绘人

物当下行为时，都会穿插一段人物的过往经历。小说中

的背景是一样的“文革”，但在同一代人的灵魂之中留下

的痕迹却天差地别，在同样学校中造就了荀磊、路喜纯

这样奋发向上，善良淳朴的人，也造就了姚向东、卢宝桑

这样尊严丧失，堕落消沉的人。这些人物的百态之所以

如此，就在于他们受到的教育、家庭、外部社会环境，以

及这些人物持有的信念、人生态度，同时在动荡时期留

下的历史痕迹。卢宝桑等人证明了“文革”可能造成的精

神扭曲，路喜纯等人证明了“文革”根本无法彻底泯灭文

化，薛纪徽揭示了如何在错误中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小说中并没有对这些人物做出任何的褒扬或批判，

以善解人意、宽宏的精神，在客观上描绘小说中人物的

生活百态。在历史厚重与时间的流逝中，对历史进行了

反思，着重揭示了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矛盾冲突与交

融，突出当时市民的生活与心理境况。小说在各种人物

的心理演化过程中揭示了作者对历史的反思。

结束语：

综上所述，长篇小说《钟鼓楼》，作为刘心武的第一

部长篇，以其独特的结构特点，以及带有浓浓京味的叙

事语言，将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有机结合，通过小说中

人物的生活百态揭示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时间的流逝感，

同时也将作者反思历史的内涵表露出来。通过时间性、

空间性以及历史纵深角度的人物描写，突出了当时市民

生活及心理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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