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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北京钟鼓楼下一家人1982年12月12日一天生活的叙述，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变迁和
人们心灵世界的变化，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和历史内涵。作者以敏锐思辨的思想触觉、丰沛深沉的历史
意识、犀利畅达的文字，描绘了一幅“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本书曾获第
二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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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

精彩短评

1、初中时期读过的。。。还是不错的。。。很喜欢这种老北京文化。。。
2、每提一次马凯我的心都痛一次。我算是幸运，即使青黄不接，也算是在小时候体验过北京的生活
。我的孩子呢？等他出生的时候什么都不剩了。
3、市井，北京
4、很早以前看的，很多情节都不记得了，京味尚可，比较真实。老年人写文章可能就会比较老实，
少夸张。
我就记得里面有一段讲道理的话，特别诚恳。大抵是说，那那个蛮荒的年代里，一个老爹对他儿子说
，现在别人都在说粗话，但是你不许说，现在别人都在打砸抢，但是你得认真念书。你得知道什么是
对的，什么是错的。
我觉得这个道理特别好。价值观特坚定。很传统，很大道理，很管用。
5、很难想象，一本书只写24小时的时间。
6、看题目还以为写的是西安呢~原来写的是北京。京味浓厚，让我开始喜欢上帝都了~
喜欢最后“鼓楼在前，红墙黄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钟鼓楼高高地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
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

7、粗略读过。老北京的样子。一天都可以写一本书，强。
8、讲这个故事就想起来我的村庄，我决定仿照这个，写一个我们村庄的一天
9、这个时代读来，已经感觉过时了！
10、小说结构很有趣，内容侃侃而谈
11、原来小说是这样的安排，有意思，钟鼓楼附近一个四合院一日的生活，展现了芸芸众生相，有人
情味。上课的时候还偷偷拿张纸画那个四合院的格局来着><
12、一本书 描写了我出生那个年代北京一个平凡的大杂院的某一天 我很喜欢 
13、很少见到把人的心理描写的这么细致入微的文字！
14、老刘的这部书不错 尤其关于时间的那大段一轮  很值得看
15、拿捏非常好
16、就记住了一句话：穷玩车，富玩表，傻逼玩相机，真符合现在的时代。
17、历史的厚重。
18、恩 一本书描述一天 功力真的很能显现
19、用一天把各个人物联系起来，这点挺好的。
20、感觉还是写完比较好。。
21、那个已逝的年代，还有那些人们
22、书写的很细腻，只是我不欣赏罢了
23、宏观镜头下非富多彩的的一天。
24、写的特别好，很耐看！结构也很赞
25、不错！故事全浓缩在一天的几十个小时内，作者的叙事技巧高超，倒叙、插叙应用的很娴熟，描
绘了那个时代北京本地人的生活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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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

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二十几年前的书。它描写的那个时代似乎已经远去，那些或淳厚或热情或世故或迷茫的
灵魂，现在不知道在哪里。钟楼早就不敲钟了，时间却还是不停的走着。书的作者在近来走穴研究红
学，时不时发出些惊世之论的时候，不知道还记得这本他近三十年前的作品。虽然它也有着显赫的身
世，它为作者赢得了第二届矛盾文学奖，但它却只是静静的站在T大图书馆的一角。随手翻到之后，
我却觉得这本小说还是颇为有趣的。“本书通过对北京钟鼓楼下一家人1982年12月12日一天生活的叙
述，提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变迁和人们心灵世界的变化，揭示出丰富的社会和历史内涵。小说发
挥作者擅长抓住社会热点问题的优长，以敏锐思辨的思想触觉、丰沛深沉的历史意识、犀利畅达的文
字，描绘了一幅‘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唔，我承认以上是抄的这本书
的封面的介绍。不过一个一个字敲出来也很累的...　而sina的读书频道上面这样写的：“小说讲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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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说着市井的悲欢、几代人的命运，穿越岁月烟尘，再看刘心武笔下的动
人世相，犹同翻开了城市记忆的鲜活浮世绘⋯⋯堪称一部洋溢着浓浓京味的现代《清明上河图》。” 
 其实是普通人的生活，钟鼓楼的胡同里的四合院里的故事。但这样普通的画面这样平凡的人生有时候
却也会让人莫名的感动。就像在看《云水谣》时，一开头时那一系列台北浮生的镜头，随着镜头的推
拉，把街道、住户、娱乐、生活一一展现，很是感动。这里也一样。故事可算平淡，一家人的二儿子
要结婚，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准备在家里办的酒席，然后四合院里各位邻居渐次出场，剧情慢慢展开，
冲突也不断出现。从卯时到申酉之交，普通市民的一天就这样过来。说不上人生百态，但细致的将不
同地位不同境遇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经济状况的几家人的生活一一道来，通过老中青三代人的或独白或
心理叙述了那个并不风生水起的年代里面寻常而又不是那么寻常的民众心理。似乎还是有着浓重的理
想主义，就在普通劳动者身上，修鞋匠、售货员、绿化工人、车队司机，等等，很多观念在现在看来
或许会觉得有些偏颇甚至于有些可笑，那些过去的纯真、激情与梦想。我知道有一个名词叫代沟，但
我想尽量去理解那些曾经跟我们一样年轻过鲜活过的人和事，即使只是在自己所构建的框框里面。   
作者“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在小说的最后，也说到：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钟鼓楼高高地屹立着，不断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
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
2、这本书可以当北京民俗的资料来看，就凭这个也值茅盾文学奖。这本书的议论本身也会成为考证
历史的材料，很有当时特色。对于我们出生的年代，貌似说得还不够多，因此这样的书多点也好。开
头的贝子府真的和正文没什么关系，不过也许可以索引出作者后来喜欢索引的路子出来。只要肯牵扯
，什么都有关联。文中每个人都有详尽的背景介绍，人物行为也因而比较合理，读者很愿意去了解他
们，可惜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刚刚建立起的亲切理解同情，很快就消散了。不过不知道作者敢不敢
再写个每隔十年的同一天，这些人物再发生什么，有就好了。以前同学结婚，有幸上门帮忙。见到同
学父亲，忙里抽闲跟我说了一句话，“他什么事都不跟我们说”。我也只回了一句“他也忙啊”，别
无他言。两代之间，渐行渐远。同学之间比父子之间还要亲近一点，以至于父亲想要借人抒发一下情
感，最好还能转达一下。我们关心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如同今天的我们；我们
又很快的把他们抛在脑后，因为他们老了，我们有很多其他事要忙，归根到底，我们连自己的命运也
来不及关心。我们和他们，就在隔与不隔之间。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狄更斯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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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

章节试读

1、《钟鼓楼》的笔记-目录

        目录中赫赫有“信不信由你”，看来这句名言不是那位铁道部发言人原创的，只不过是推广了而
已哈~

2、《钟鼓楼》的笔记-第321页

        今天看到路纯喜遭侮辱后抱头痛哭那里，我也哭了，替他难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一个七尺男儿，铁铮铮的汉子，所有屈辱默默忍受。
他的父母没错，他也没错，只怪生错年代，在那是非不分的时代，有太多的无奈和压抑，
路纯喜，多么单纯的一孩子，成为孤儿本来就够悲惨的，居然还被告知自己及父母是被世人所歧视的
底层人物，世俗的人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至于吗，同样是人，人品上不如人吗？能力上不如人吗
？
好想给路纯喜一个温暖的拥抱，不要伤心，做出成绩来，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世人看看自己一点不比
他人差，用自己的方式高调的生活。
看到这里都快接近尾声了，我还没发现很喜欢的人，也没有很触动我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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