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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好像是一面镜子，新时

期文学的一面镜子。”有论者

曾这样评价刘心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

关系。

刘心武自1977年在《人民文学》上发

表《班主任》一鸣惊人后，声名鹊起的他并

没有停止对艺术的追求。多年后，当我们

回首“伤痕文学”代表作家时，发现卢新华

（1978年发表《伤痕》）和王亚平（1978年

发表《神圣的使命》）自“伤痕文学”浪潮消

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只有刘心武一直

笔耕不辍，陪伴着新时期文学从诞生到发

展至成熟，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

段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记。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善于思辨的

刘心武对艺术总是处在不断的追求与探

索中，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已完成

了文学创作上的“三步走”。刘心武在《我

走了三步——〈大眼猫〉后记》中清晰地向

读者交代，《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

吧，弟弟》等作品以揭示重大社会问题为

己任，满足当时读者对真实性的需求，是

其创作的第一步。从《我爱每一片绿叶》

《如意》等开始，其作品中涉及的问题已由

政治性、政策性向社会伦理道德领域转

移，是为其创作的第二步。从《蜜供》《银

河》《电梯中》《大眼猫》等开始，其作品从

内容到形式已大不同于前两步的创作，是

为其创作的第三步。

艺术创作的每一步转换并不像人走

路那样容易做到，而需经过作家的深思熟

虑才敢试错。作为文学探路先锋的刘心武

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有哪些思考？珍藏在中

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中的一封书信，《刘心

武致秦兆阳》，让我们见字如面。

兆阳同志：
您好！

12月8日的来信收到了，您在百忙中

第二次极恳挚地对《立体交叉桥》一稿

进行指点，使我非常感动！您并对

《如意》进行了发自内心的鼓励，

也使我增加了写作上的信心。

《如意》的确是我迄今为

止最好的作品。我的创作是不大稳定的，

主要是因为美学观念不稳定。当然，这种

不稳定，还不是单杠运动员那种“大车轮”

似的三百六十度的反复，也还不是一百八

十度或九十度的摆荡，而仿佛钟摆的摆

动。《如意》是“钟摆”摆至正中时的产物，

所以差强人意。《立体交叉桥》，现在看来

是否系摆至一侧最大角度的产物呢？值得

自己冷静下来，思考思考。对比于《如意》，

《立体交叉桥》的确缺少人性美的东西（且

不谈人物的政治素质方面的状况），下笔

太冷了（下笔前我也曾想到这一点，但还

是用了不同于《如意》的冷色来描绘了小

市民的猥琐生活），当时曾想，这样写，有

可能反激出读者改变现状的热来。现在看

来，还是《如意》那样的笔调好些。

每写一篇新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探

险。我想，我必得再这么东摸西闯一段，

“钟摆”才能终于静止下来，形成一种稳定

的美学观念，一种成熟的路数。

《立体交叉桥》只是个初稿，还很粗

糙。您对这样的一块毛坯，不厌其烦地进

行指点，比之于对已经成型的产品进行评

话，对我来说更为可贵。我该怎样努力，才

不辜负您的一片热诚的扶持之情呢？

《立体交叉桥》决定且放一放，以后再

改。我的写作冲动，已被另一素材所牵引，

现在我已预感到，写出来将与《立体交叉

桥》迥异，而且，也不同于《如意》；写作对

我来说，犹如运动员的一次次上阵竞技，

既已上阵，成败可置诸脑后，只待下阵来

后，再总结经验教训吧！由于我的不成熟，

当然，教训总是多于经验的。我争取在四

十岁以后（1982 年后），变得稍许成熟些。

还望大家，特别是您这样的前辈，不懈地

对我进行指引。

寄上我的小说集一册，供留念，供作

对我进一步指点之用。

我因住得离城太远，所以难得进城拜

望诸前辈们。待天气晴好而有工夫时，将

登门正式拜师，还望届时笑纳则个！

敬礼！

刘心武
12.11

这封书信落款处没有具体的年份，但

我们从内容上不难推断出时间。如信上所

言，《如意》（1980年2月写毕）已经完稿并

发表，而《立体交叉桥》（1980年 10月写

毕）是初稿未发表，结合两部作品的创作

时间和发表年份来推断，这封信应该写于

1980年12月11日。至于信中提到的“另

一素材”应该是紧接着于1981年1月创作

完成的《大眼猫》。

从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摆动”
《立体交叉桥》和《大眼猫》同被视作

刘心武创作“第三步”中的代表作，他在信

中鲜明地表露出对后者的期待，认为其艺

术风格会与前两部中篇小说迥异，似乎将

会是其艺术风格转变后的成熟之作。那么

从这个角度来说，《立体交叉桥》或许是他

从第二步到第三步过渡的产物。

相比于《如意》，信中说，《立体交叉

桥》“系摆至一侧最大角度的产物”。原本

刘心武对于《立体交叉桥》的预判要好过

《如意》，即他相信这是一步成功的跨越，

但经过秦兆阳对初稿的指点后，他迟疑

了，究竟这样的转变能否获得读者的理

解？从信中看，他肯定了秦兆阳所批评的

“冷色”“缺少人性美的东西”。随后在《大

眼猫》的创作中，我们确实也没有找到如

《立体交叉桥》中一样具有立体交叉性格、

暗自散发着幽冷的人物。很难说，当初这

份不被理解的“冷”是否影响了刘心武对

复杂人性尤其是对人性恶的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眼猫》中的钢

华是《班主任》中谢慧敏的姐妹，但小说并

没有像《班主任》那样，将矛头直指“文革”

的瘤毒或抢先一步为读者做出价值判断。

在《大眼猫》中，作者试图从钢华所处的社

会环境中顺势去理解这样的人物，并通过

描写钢华所遭受的一切，同人物自身一起

去反观“文革”闹剧，这比隔岸观火式的单

纯质疑要更加引人深思。“好人/坏人”“先

进人物/落后分子”之类的简单二分法已

不再适用于评价他笔下的钢华。再者，小

说通篇采用第二人称来写，用与“你”交流

感情的叙述方式来营造一种平等往来的

氛围，自然多了一些将心比心的温暖。“在

心武的观念中，爱是不盲目的，而是充分

‘理解’的。只有理解人，才能热爱人。互相

理解，应当是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人道

主义。”学者刘再复在《他把爱推向每一片

绿叶》中如是评价。

刘心武在自传性散文《我与“新时期

文学”》中谈到：“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

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的文

学步伐。……因为我内心有一种驱动力，

迫使我不断调整我的美学意识以跟上迅

速发展的文学形势。”可见，他是有意识地

去做探路先锋。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形势瞬

息万变，既承载着“英雄归来”的崇高使

命，要重新接续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

统；又面临着当下文学落后的境地，要争

分夺秒地追上世界文学的列车，新时期的

文坛是焦虑不安的。对于刘心武个人来

说，要把写作当作终身职业，就要有属于

自己的鲜明标记，而这种标记或说风格在

长期看来应该是稳定的。他在信中说：“每

写一篇新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探险。我

想，我必得再这么东摸西闯一段，‘钟摆’

才能终于静止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美学

观念，一种成熟的路数。”而且，他在信中

还给自己设定了成熟的时间——1982

年，那正是他四十而不惑的年纪。留意一

下其 1982年以后的作品，如《木变石戒

指》《巴黎长生不老药》等，能感受到的是

他那份始终不变的“理解人”，他把理解和

尊重照射到了那些容易被遗忘的人身上，

这是种更为深沉的爱。1985年他获得第

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钟鼓楼》，则更见其风

格的沉稳，冷峻中饱含着炽热的爱。

关于“冷色”
信中，刘心武说要放一放《立体交叉

桥》，容后再改，最终他是否修改了所谓的

“冷色”，我们不得而知。就1981年在《十

月》杂志第2期发表出来的《立体交叉桥》

而言，色调依然冷峻严肃。“这样写，有可

能反激出读者改变现状的热来”，这部小

说原来承载着作者沉重的精神负荷。《班

主任》曾经成功地激起社会对“救救孩子”

的关注，那么《立体交叉桥》是否也可以激

起人们对“救救心灵”的关注？原以为读

者（包括当时的秦兆阳）会理解，但事实上

读者的反应并没有达到作者的期望值，大

家对这部作品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读者曾写信给作者说：“这篇东西

真实到了残酷的地步, 调子低沉, 令人

感到压抑。”一位颇有名气的批评家对作

者说：“这篇东西是你艺术上的进步, 思

想上的倒退, 你为什么不向读者提供哪

怕是一两个能鼓舞人的形象呢？”（转引自

周天忠：《一个心灵建设者的艺术足

迹——试探刘心武的艺术追求》）作者心

结难解，就写信向美学家蒋孔阳讨教笔调

问题，幸而蒋孔阳给了他极大肯定，认为

这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较大突破。

笔者认为，这样的作品正如一把泛着

冷光的解剖刀，一层一层将那埋在人性深

处卑污的灵魂剥开放在阳光下晾晒。人

非圣贤，如果说《如意》中的石义海能激起

你内心的崇高正义，那么《立体交叉桥》中

的侯勇则足以照出你灵魂上暗沉的黑物

质。但是，刘心武并不是要把读者扔进冰

窖，我们看到侯勇的善恶是流动的，他内

心潜藏的正负能量总在不断地撞击与转

化。人的性格是那么立体复杂，如果能打

破这些隔膜，人们的心灵世界是否会更加

开阔？五四先驱叶圣陶先生早年曾写过

问题小说《隔膜》，描述的正是一种孤立无

援的荒诞处境，群居却与他人绝缘，不被

人理解也无法理解他人。从某种意义上

说，《立体交叉桥》正是对《隔膜》的回应，

而且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

人在逼仄的生存环境下所怀有的损人利

己之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启蒙

语境中，刘心武所提出的这类社会道德伦

理问题已是相当犀利。

在此后的艺术探索中，尽管还有一些

实验性小说的创作，但刘心武始终都在剖

析人的路径上寻找。“理解人”大概就是刘

心武所要找的“稳定的钟摆”，至于艺术风

格上的冷热，那不过是度的问题。他越来

越趋于冷静客观，把前期的热烈呼号包容

到“冷色”中，还原一个能够进行自我判断

的价值空间，以至于刘再复都惊讶于作者

在《钟鼓楼》中所呈现出来的冷峻风格。

与激进派相比，刘心武的创作心态呈

现出稳健与持重的特征。他似乎对自己

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清晰的时代定位，

比如在第一步中，他知道在新时期初期，

人们迫切需要文学的“真”；在第二步中，

随着真相的拨云见日，他开始探讨文学的

“美”，考虑审美风格问题；在第三步，他进

一步理解了人道主义问题，要把爱与善推

到相当深广的领域。为了更进一步地“理

解人”，他深深地藏起满怀的爱，宁愿背负

冷峻的外壳，也要把众世相纵深剖析，尽

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给广大读者看，以

期更好地理解别人，也理解自己，理解这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

《钟鼓楼》是新时期文学
中最早的民族志叙事作品之
一，接续《骆驼祥子》《四世同
堂》垦殖北京文化的京味小
说传统，历史化地塑形城市
及城市空间，追溯现代城市
的初始印记和混合空间的变
迁，又是都市志化的城市文
学的奠基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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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刘心武致秦兆阳的一封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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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金属等纪念碑的材质相异，但都“不仅

仅是为了纪念过去的某一事件，同时也

是对这一事件后果的巩固和合法化──即国家形

态意义上的中央权力的实现和实施”（巫鸿《中国古

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纪念碑是权力与

秩序的昭示宣谕，成为国家、种族、文明、政权、政党

等总体性的象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不同历史阶段虽有不同提法，但为革命事业、

为人民、为英雄、为时代等树碑立传的要求一直

是其题中之义，规训着现实主义建造文字的纪念

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红一

创”、“青山保林”等就是为农民运动、土改、解放

战争、合作化运动等树立的纪念碑。“纪念碑性”

本指纪念碑的纪念状态和内涵，本文中指现实主

义不断演变的历史内涵和功能。由于文学必须

经由作家主体创造，文学的独立性和意识形态化

的现实主义形成复杂的缠绕，这就使得现实主义

的纪念碑模式虽然不变，但其“纪念碑性”一直在

发展变化。

1958年在《读书》发表《谈〈第四十一〉》，是

刘心武创作的起点。但真正“人尽皆知、朝野轰

动”，还是因为1977年其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班

主任》，这一已载入史册的标志性文本被称作“新

时期小说的第一声呐喊”，是“伤痕文学”的开山

之作，已成为当代文学的坐标点。当时的中国作

协领导冯牧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给我

们当前的创作提供了范例，这样的范例可以起到

开辟道路、引导和促进其他作者在一个新的创作

道路上探索前进的作用”（冯牧《打破精神枷锁，

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

的发言》）。

冲破禁区，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开路者、奠基

者、领跑者，这是刘心武刻进历史的身影。在新时

期政治、社会、文学“否定文革”的共识高度一致的

背景下，真理标准讨论的政治文本与伤痕文学的

文学文本等协同呼应甚至文体互相渗透一并汇成

了“新时期话语”，与正在建构的新的政治体制与

文学体制互为表里、协同共进，夯筑了新时期的合

法性与总体性。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

弟》《爱情的位置》《我爱每一片绿叶》等作品大都

以新旧政治观念与思想观念的矛盾结构情节，解

决问题依靠政治方法和政治权力，充满强烈的政

治抒情与政治呼告，由是被推为现实主义的标杆

与范例。这些作品与现实政治合拍的强烈政治

性，使之成为政治表征。刘心武后来称之为自以

为真理在握说教式的“真理叙述”（傅小平《刘心

武：我写的东西，都和自己的生命历程有关》），这

正是那时现实主义的“纪念碑性”。

此后，刘心武又相继创作了《如意》《木变石戒

指》《立体交叉桥》等作品，这些作品不是简单的政

治诉求与政策图解，而试图将现实主义的“纪念碑

性”转向人性人情、转向底层大众，这一阶段积淀

的最高成就是长篇小说《钟鼓楼》。《钟鼓楼》以一

天为经，以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为纬，以一场婚礼为

主轴，万花筒般转开四合院中9户人家的家世浮

沉，编织出相关几十个人物的遭遇，这些人物的活

动连接起历史现实、城市乡村、首都外省和机关工

厂街区，立体编织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空

间。他们上辈是满清贵族、喇嘛、农民、乞丐、民间

艺人、妓女等，他们的职业是售货员、司机、厨师、

绿化工人、修鞋匠等，虽然也有高干、翻译、编辑、

演员、医生等中高层人士，那也不过是为了映衬出

底层社会的深广复杂。《钟鼓楼》是新时期文学中

最早的民族志叙事作品之一，接续《骆驼祥子》《四

世同堂》垦殖北京文化的京味小说传统，历史化地

塑形城市及城市空间，追溯现代城市的初始印记

和混合空间的变迁，又是都市志化的城市文学的

奠基作品之一。

《立体交叉桥》发表后，有批评家劝导刘心武，

“作家可以刻画小人物，但作品里不能全是小人

物，更不能一味地同情小人物，作家应当塑造出先

进人物把读者往光明的方向引导”（《神会立交

桥》）。很明显刘心武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教令。《钟

鼓楼》中他只在一个有改革精神的局级干部张奇

林身上体现了当时的政治主题改革，整部小说基

本还是小人物的小日子，写他们想把自己日子过

好的努力，写他们微弱的善念与小小的恶，薛大娘

偏心小儿子在大媳妇面前摆婆婆架子、澹台明珠

与师姐争戏、海老太太总是瞎编自己家的传奇、新

媳妇潘秀娅打算盘一样算计出自己的婚姻、詹丽

颖热心却无礼、慕英嫁给残疾英雄才从僻远小镇

跳到京城又抛弃了英雄、大混子卢宝桑总犯浑、小

厨师路喜纯善软弱因父母出身低贱而自卑、梁福

民两口子省到牙缝里又不能吃一点亏……芸芸众

生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日常生活，让现实主义也

丰沛起来。《钟鼓楼》是一部北京市民生活世态与

底层社会的纪念碑，很明显，这部作品中的“纪念

碑性”已从政治表征转为社会表征与文化表征。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授予《钟鼓楼》也体现了意识形

态对现实主义的开放。

《钟鼓楼》前后的刘心武一直在文学体制的中

心，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心。茅盾、冰心、巴金、蒋孔

阳、冯牧等前辈作家理论家都对他充满期许和信

任，王蒙、刘再复等崛起的文学力量也对他极其

友好。他曾调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后又任

主编。他的创作也是顺风顺水拓展精进，《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私人照相簿》等纪实

小说与个体历史随笔相继引起轰动，引领风气。

刘心武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创造力依然旺盛，相

继创作了《风过耳》《四牌楼》《栖凤楼》《树与林

同在》等四部长篇和《小墩子》等众多中短篇小说

和大量随笔，其中最优秀的当属《四牌楼》。

《四牌楼》是刘心武创作中艺术最为纯熟、人

性探揭最为深幽、历史感最为厚重的作品，它动

用了作家最为隐秘真切刻骨铭心的家族生活资

源。小说以作家蒋盈海及其四位哥哥姐姐的人

生起落情感流变为主线，穿插进蒋氏家族及其亲

好在20世纪百年中国的离散荣衰生死悲欢，在

时代与生命个体的相互搏击中叩问人性之实、探

求存在之真。蒋家四代人，蒋盈海的爷爷是清末

举人，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北伐，他的

七舅也是早期共产党人，姑父是毕业于西点军校

的国民党亲美派将军，后起义投诚；姑母早年随

父参加大革命担任何香凝的秘书；父亲一直在海

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到海关总署，其后历次

运动中蒋家倾覆离散枝叶飘零，为了生活奔走在

东西南北，从弄潮时代到飘萍时代，蒋家代有英

才却蹭蹬磨灭。《四牌楼》承继了家族小说的传

统，既有《红楼梦》的繁华散尽悲雾萦梦，又有

《家》《财主的儿女们》等现代小说的国族书写，更

有时代惊涛中潮头翻船、瓜果飘零的离散叙事

（台湾文学中的离散叙事已是文学史常识概念，

大陆文学中叙述时代恶浪、家庭覆巢、亲族分离、

背井离乡的作品也可用离散叙事的框架分析）。

《四牌楼》的题词之一是《红楼梦》中的“忽念及当

日所有之女子”，点明的不但是小说的师承，还有

其为女性立传的动机。小说从蒋盈海初三时就

有的一个愿望开篇，那愿望就是写一本小说《阿

姐》。小说结尾，蒋盈海追溯这部书的缘起，越过

写《阿姐》的初愿，他突然想到少年时四牌楼下照

相馆橱窗里陈列的一帧女子照片，他曾多日痴痴

凝视。这首尾的呼应，确立了《四牌楼》的叙事更

偏重于女性人物。小说的主体内容是蒋盈海的

姐姐蒋盈波和她的三位高中同学崩龙珍、鞠琴、

田月明命运波折的青春、婚恋、工作、家庭生活，

以及关联的众多女性的经历，在蒋盈波四位同学

之外还刻画了姑妈、八孃、四孃、童二孃、欧妈、香

姑、曹叔原配、爷爷最后的恋人女赤卫队长等上

辈女性，以及涧表妹、邢静、邢玉、甘福云等平辈，

还有蒋唱、飒飒、常嫦等晚辈，揭示大时代碾压下

女性的苦难和政权、男权下女性的压抑、牺牲与

扭曲，而最小一辈的飒飒、常嫦也显示了新时代

女性独立的意志和力量，预示了女性的希望与未

来。《四牌楼》是少有的20世纪中国女性画廊和

女性生存的心史，这部小说是唱给生命、家族，唱

给女性，唱给20世纪的一曲长恨歌。这部小说

的成功不单在于众多人物的生动塑造和故事的

跌宕起伏，还有像照相一样精微逼真的描写、谙

熟的人物群雕、各种叙事人称的自由转换和强烈

的抒情风格。刘心武自己也认为《四牌楼》是他最

好的作品，“我最满意的是《四牌楼》”（《〈刘心武文

粹〉总序》）。

“除非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灾变，北京的钟鼓

楼将成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鼓

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青瓦。钟鼓

楼高高地屹立着，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

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这是《钟鼓楼》的结

尾。在《钟鼓楼》中，现实主义的总体性还在，钟

鼓楼就是一个总体性的象征，象征着神圣的时

间，确立一种永恒的秩序。作者把小说中所有人

物的活动、他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全部统领进钟鼓

楼的象征。而《四牌楼》中，四牌楼早已拆毁，成

为曾经实有的虚无。

进入21世纪，刘心武赶上了文化传媒变革

和大众文学兴起的机遇，在百家讲坛开讲《红楼

梦》再次走红，他的创作力不减，长篇小说《飘窗》

《无尽的长廊》等相继出版，他依然在现实主义的

路上跋涉。

《班主任》《钟鼓楼》《四牌楼》

刘心武小说的现实主义内在转换刘心武小说的现实主义内在转换

刘心武，1942 年生于四川成都，1979 年加入中
国作协。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届
全委会委员。作品《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班主任》获 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
名，《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

汪静茹 …

孙曙

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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