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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钟鼓楼》看刘心武艺术世界的存在主义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徐辉

摘要：刘心武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

家，《钟鼓楼》是他非常成功的一部代表

作，在这部作品里面有各色各样的人物，

丰富多彩的情节，有趣的人生之事，更

重要的是它的创作特点和创作方式中主

要以“发散型的结构”对 20 世纪 80 年

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历史文化景观进行

了详细而深刻的描绘。通过对《钟鼓楼》

这部作品中文本叙事含义的细致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其作品中蕴含着大量与西

方存在主义相契合的思想内容。本文主

要通过对《钟鼓楼》这部作品的分析和

研究来探讨其中所体现出的自由选择、

世界的荒谬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刘

心武艺术世界中的存在主义体现进行深

入的分析和总结，以期为《钟鼓楼》的

研读乃至刘心武创作的研究提供更为广

阔的思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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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期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中，刘

心武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

一个时代的形象，他所创作的《班主

任》《如意》《立体交叉桥》《5.19 长镜

头》，还有《钟鼓楼》等作品都成为一个

时代的标志，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都产

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对于后世人来说

更是一种弥足珍贵的遗产，能够为其提

供更为广阔的探索、阐述和怀旧的空间。

其中不少文学研究者非常欣赏刘心武的

《钟鼓楼》，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

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多以叙事学

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当然我们

更要关注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作者选择在短暂的时间跨度内通过群落

生态的形式来进行这篇小说的创作，这

是一种非常大的突破，这部作品的艺术

形式非常优秀，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其艺术世界中存在

主义审美哲学内蕴的重要研究价值，这

在刘心武的作品《心灵体操》中也有体

现。

一、作品中人物命运和自由选择

的存在主义分析

（一）故事梗概

作者选择北京作为故事发生的地

点，北京文化的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无论是古老的长街胡同还是热闹和谐的

四合院，丰富深邃的京剧，都是吸引

无数外地人眼光的元素。《钟鼓楼》这

部作品就是抓住了北京四合院这个最具

典型性的环境特征，加以强化、扩大和

生发。阅读《钟鼓楼》，读者仿佛置身

于老北京这个巨大的社会背景之中。每

一部作品中都有典型的人物和环境，在

作品的本身又有它的特征性，它的外在

形象极其具体、生动、独特，而通过外

在形态所表现的内在本质又是极其深刻

和丰富的。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 80 年

代一天中在钟鼓楼一带发生的故事，故

事情节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北京钟鼓楼下

的一个四合院中不同家庭背景的九家人

为中心，以薛家的婚宴为其主线隐伏展

开，对一天从早晨五点薛大娘起床收拾

东西等待同合居的何师傅来操办酒席开

始说起，到下午五点，12 个小时之间

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描述，在描写的过程

中，作者非常善于抓住典型并对其进行

合理的利用，使得作品中显示出富于魅

力的性格，让读者感受到整个北京市民

的生活情况，为我们展现了一百多年的

社会历史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命运。另

外，作者在故事的发展中还对在同一社

会背景下同一社会阶层中不同人物的命

运进行了叙述，充分融合了存在主义理

论观念和思想，使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吸

引力。

（二）命运和选择

一方面，人的命运是由很多因素构

成的，一些很微小的不同就会对命运造

成很大的差异。在《钟鼓楼》这部小说

中，就通过一些人物之间的比较对这一

理论进行了论证。路喜纯和卢宝桑一样

都是从社会底层出来的人，还曾经是同

学，他们的生存环境、社会经历还有教

育背景都非常相似，但是他们却有着截

然不同的命运。路喜纯虽然出身于一个

“窑姐儿”的贫贱家庭，但是他却因为具

备“永远尊重别人的人格，更尊重自己

的人格”这一良好的品质受到人们的尊

重和爱戴，并且还始终坚信“越是从这

种屈辱中诞生，越是要自尊自重”，生活

中，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屈服

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在这种信念的

支撑下，他为自己的理想不断奋斗，生

活得很充实。而卢宝桑却由于受到家族

“丐帮”文化的影响太大，选择了继承父

亲母亲的“丐帮”习性，因此成为了一

个不折不扣的小混混。另外，小说中的

医生慕樱，还有编辑韩一潭，他们都是

知识分子阶层的人物，但是却因为性格

方面的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慕

樱因为大胆地追求自身的幸福而实现了

自我，活得很满足，然而韩一潭却因为

性格太过于保守、懦弱，不能大胆地追

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最终失去自我，

被动地接受着来自于家庭和事业的挫折

和折磨，痛苦地生活着。

另一方面，人的命运是由很多选择

组成的，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命运也

会因为一个很微小的选择而产生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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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比如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一个

失足青年姚向东，作者对他的选择进行

了假设，如果他选择去认错或者自首，

那么他就不用再日夜承受着作为坏人的

孤独和恐惧的煎熬，但是他却从来没有

过认错和自首的想法，因此最终导致了

别人和自己都深陷痛苦的泥潭的现状。

这部小说中的选择还不仅仅是这些，

另外还有苟磊选择富于竞争性的生活方

式，而海西宾却选择自得其乐的生活方

式。所有的这些选择都是自由的，是不

受任何人干预的，而正是由于这些选择，

决定了他们拥有了不同的命运，这与萨

特存在主义中的自由选择概念存在某种

契合。当然，在小说中，作者认为人物

的自由选择并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受

到一定社会历史环境影响的具有一定价

值导向的自由选择。

二、作品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

在主义分析

（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在《钟鼓楼》这部小说中，由于时

间比较紧凑，因此有很多矛盾冲突场面

的描写都集中在一起，这就使人们产生

更加深刻的感受，在这一天 12 个小时中

所描写的矛盾主要有：薛大娘与儿媳妇

之间的矛盾、郭杏儿与冯婉姝的城乡矛

盾、“水管风波”中的邻里矛盾、澹台智

珠的事业中存在的矛盾、姚向东的理想

和现实矛盾、庞其彬的性格中存在的矛

盾，还有张奇林所在单位的人事处长的

工作矛盾等。作者在描写中将这些矛盾

都集中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

以从每一个人物的矛盾冲突中感受到来

自于现实生活的压力，这与萨特所说的

世界的荒谬是相吻合的。小说所描写的

时期，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变革的速

度非常快，因此人的命运也像浮萍一样

摇摇荡荡。在小说中，作者从多个层次

来展示各种矛盾，如对过去与现在的矛

盾、传统和发展的矛盾等进行了集中描

写，通过这些矛盾的深入阐释，我们可

以看出，每个人都有烦恼，每个人都有

痛苦，这与海德格尔的“烦”理论是吻

合的。很多时候，人们都会将存在主义的

观点理解成悲观主义，然而其实我们换个

角度来看，这种世界的荒谬或者是“烦”

是能够促进人思考和进步的因素，因为

“烦”，我们会去追求更加有意义的生活和

方式，因为“烦”，我们会去创造更加有

价值的东西，由此可见，“烦”是人们意

识行为的情绪起点和动力，也正是这种

“烦”，人才会为了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而努力，进而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二）知识与美德化解矛盾

《钟鼓楼》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各

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让我们

感到生活琐碎得让人绝望，但是在小说

的结尾，一切矛盾和冲突都在作者的笔

下趋于调和，每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每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人也得到了解救。

比如：当薛大娘因为新娘子失落的金表

而焦急的时候，郭杏儿还有苟兴旺帮助

他们解决了矛盾；当薛大娘与大媳妇孟

昭英两人之间产生很大的矛盾的时候，

孟昭英选择妥协，首先向婆婆赔礼道歉，

两人最终也握手言和；另外，对于那个

单相思的女大学生，作者还使她通过谈

心的方式升华了其思想境界，不再沉溺

于单相思的痛苦，获得了好的结局。在

这个故事中所描写到的几乎所有人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思想都得到了升华和改变，

使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更加深刻地感

受到那种充满人情味的感人境界所带给

我们的感动和力量。

通过仔细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

小说中的这些人物无论是矛盾的化解、

调和还是思想境界的升华，都是通过读

好书（比如路喜纯）、互相谅解（比如薛

大娘和孟昭英）、或者是乐于助人（比如

苟兴旺），这些人能够解决矛盾的最根本

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

而这种思想境界是在知识与美德的力量

下形成的。作者在小说的写作中煞费苦

心地为每一个人物解决矛盾，实际上是

体现了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中国化

存在主义，其最终想要实现的是追寻人

自身的价值。

结语

小说《钟鼓楼》讲述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生在北京钟鼓楼一带的故事，

展示了极其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在风

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

城，陈说市井的悲观，几代人的命运，

穿越岁月烟尘，让读者们一起走进刘心

武笔下的动人世相，仿佛翻开了一幅古

老真实的画面。通过对这部小说中蕴含

的存在主义思想的解读，我们可以从现

实表象的描述更加深刻地认识生活的内在

规律，在了解西方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的

同时，还能够看到作者思想中所存在的社

会、生活与人的哲学观，以及中国化的异

质性特点。总的来说，《钟鼓楼》通过表

现历史发展中的人物命运来反映现实社会

问题，以具有历史意义和哲学意蕴的小

说，值得更加深入地阅读和分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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