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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内容概要

《四牌楼》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心武继《钟鼓楼》、《风过耳》之后的又一部长篇佳作。作者用一种
冷静、略带忧伤和孜孜求索的语调，通过蒋氏家族及相关社会群体的悲欢离合生死歌哭，折射出本世
纪中国历史的嬗递变迁，既熔铸了许多寻常与不寻常的情感历程，又不留情面地去撕开、拷问大体上
清白的凡人灵魂，以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促使读者在探幽发隐的过程中加深对自我、他人的心灵透视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也是一部揭露和控诉极左路线的形象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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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城都市，1950年后定居北京。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
学》杂志主编。1958年发表第一篇文章，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
”发轫作，引起轰动，走上文坛，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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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一年北京没有名额，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达野哥等着，都不让她去离北京远的地方，而阿姐又
自动放弃了天津，因为天津是双名额，恰好有一对从天津考来的同学，理应让他们回天津去，这样阿
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农业专科学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开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
再能听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别的什么歌子，不再弹吉他，并且同家里人团聚时不再有活泼的言谈，
都始于去了那所专科学校之后。　　很久以后，阿姐同他谈过一次，那时他也已经工作，记不得是什
么触因，总之阿姐同他谈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众人中最早彻底冷下来的人。　　那所农业专科
学校设备很简陋，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这对于阿姐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她读过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
的地方》，她作过更加远离北京更加艰苦的思想准备，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战胜地域的穷
僻和生活的艰苦的⋯⋯使她冷下来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扑面而来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狰狞⋯⋯　　那
是一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教职工合起来只有一百来个人，阿姐报到后头一回到食堂打饭，见到别的教
师自然都甩着小辫欢快地打招呼，而刚涮完饭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来两年的王老师便神色
紧张地告诉她：“你可不能这样！你怎么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还凑到一块儿吃，还说笑⋯⋯”阿姐
吃了一惊，忙向她打听哪些人是右派分子，并牢牢记在心中：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眼的老头儿是，那个
衣衫上打着补丁总戴着顶旧制服帽子剪短发的胖女人是，那个白净脸的戴眼镜的是，那个看去像个农
民身坯粗壮的原来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刚去那学校时，反右斗争刚卷过第一波，还没教完
一个学期，便紧接着有第二波、第三波，最惊心动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师有一天在批判别的右派分子
的大会上也被校领导点了名，虽然没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无异于政治上的死刑判决，散会后回
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说话好还是不跟她说话好，而王老师一张脸不仅变为了抹布般的污灰色，也
简直不敢让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触，两人同处一屋，只有坟墓般的寂静⋯⋯阿姐心里怦怦乱跳，走出宿
舍，怀着一颗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领导，一个高瘦的右眼皮上有个疤痕的牙齿发黄的男人，问他自己该
怎么同王老师相处，那男人厉声地指示她：“监视她的一言一行，随时向组织上揭发汇报！”阿姐一
步步仿佛脚踝上拖着铅块般地走回宿舍，心里想：王老师这人是很愿意革命的呀，她过去的言行我不
知道，来学校以后她的言行我实在找不出右的问题，而从今天起她根本就没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
发她汇报她？⋯⋯阿姐到了宿舍门前，拉开门——她发出了一声无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师是
教电工学的，她用完全符合电学原理的万无一失的方法电死了自己，她那张凝固着极度恐怖和痛苦表
情的脸如一道凌厉的闪电，击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类的东西构筑成的心灵支柱，大概就在
那一瞬间，阿姐结束了她纯真的青春期，她的内心里后来究竟是些什么，变得深不可测，而显露出来
的，则是遍体清凉后的沉静与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调离那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总算没有被划为
右派或准右派（内控右派），据她自己后来讲，简直要算一个奇迹。因为到后来那位主持校政的高个
子男人，简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么言论表现，他就像到菜园子里拔大葱一样，需要几根便拔出几根⋯
⋯他是按上级规定的指标拔“右派”大葱，并且由于他本人对拔“大葱”有着特别的嗜好，因而他还
要尽量地超额，更可怕的是尽管全校教职工一百多个人，按说根据敌人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或顶多
到五的估计，被拔出的几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却把眼光单集中到有大学学历的那二十来个知识分
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这个范畴内，被拔出的机率便跃升为高达四分之一⋯⋯　　阿姐那几年一直
生活在一种极度的内心恐怖之中，而开会时上课时劳动时乃至走路时吃饭时上厕所时还都不能从脸上
从嘴里从身姿上透露出丝毫的内心迹象。她记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开水提着热水瓶往宿舍走，在甬
路上望见那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正在二十步开外同人事干部交谈，她忍不住朝那边一瞥，而手里弹
着烟灰露出黄牙喷着烟雾的领导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暂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紧，因
为她觉得对方分明是一种类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后来跟他讲到这细节时一再申明，她说
屠夫不是一种隐喻，不带反抗或控诉的色彩，甚至不带贬义，那是指作为一种正当职业的屠夫，那样
的屠夫本应具有那样的职业性眼光，她感到恐怖，是因为她深感自己作为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本科还
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换个比喻，她自知是菜园子里已经无可奈何地长得粗大的葱，要拔它的
人望它一眼并不意味着罪恶，倒是它自己应深知自己的命运本应如此⋯⋯　　如今再回头细想，他就
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时为什么寡言少欢，为什么无论做什么事都缺乏兴致，为什么晚上洗脚一
双脚泡在水里许久，其实水都凉了，她却还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就那
么样一坐坐许久⋯⋯在大的社会境域之中，每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境域倒并不都是一样的情形，犹如一
场大雨过后，有的地方积着很深的水，多日不干，有的地方变得泥泞不堪，而有的地方却只不过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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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很快干燥如初⋯⋯他记得，表姐田月明她们那个设计院，似乎就没那么恐怖，至少从表姐的谈
吐和情绪上，可以看出来她自身没有什么危机感，也对院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比较松弛地认同。有一
个星期天她又摇摇摆摆地来到舅舅家，他和母亲——就是她舅母——都对她说：“真不巧，崩龙珍才
走⋯⋯”她便毫不大惊小怪地对他们说：“怎么，她自己说了吗？他们还都不知道吗？她怎么还往这
儿跑？她们学校已经把她划成右派了呀！”说完又嘻嘻哈哈地说别的，问舅母要卤肉和泡菜吃。事后
他回忆起这一幕，很是吃惊，吃惊的不仅是崩龙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对反右斗争，对多年来一块
儿玩得那么好的同乡、同窗被划成右派，都并不感到惊奇与遗憾，当然她也并不积极投入斗争或从此
真对崩龙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体处境，并且有她特有的应付处境的天性⋯⋯　　鞠琴在反右初期
，遭到两张大字报的批判，针对她的一句言论，是什么言论他记不清了，总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
遇和应付办法，她坦然地对待那两张大字报，记得有一回她送票给他们全家去看她们文工团的演出，
演出的剧场离她们文工团驻地很近，演出结束她便带着他们全家去文工团，径直把他们带到那两张大
字报前，当着团里的人，自自然然地说：“批判得对啊！警钟敲得好啊！你们都看看，都来帮助我，
监督我啊！”结果反右的火就只燎到她那么一下，运动过去她安然无事，并且几年后还终于被吸收入
党。当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后，鞠琴却依旧是乐乐呵呵的，对社会、人生怀着不见衰减的热情，或至少
是温情，当然后来他终于知道，其实在鞠琴内心深处，也一直翻卷着困惑的波涛。　　他和他的父母
直到田月明跑来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龙珍在反右一开始便陷了进去。崩龙珍确实有长篇大套的鸣
放言论，还同大学里当时的一个什么民间油印刊物有关系，根据当时的政治坐标，把她划为右派那是
一点儿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场斗争反映到她内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种无辜的恐怖感，而是别
的一些情绪⋯⋯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确实多少显得有些古怪，那一阵她不仅每逢星期天必从西
郊一大早就来到他家，而且总是要吃完晚饭才返回学校，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
年的10月1日，他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游行回到家中，发现崩龙珍却已经坐在他家中了，少先队员队伍
总是先接受检阅、先通过天安门的呀，大学的游行队伍且排在后头呢，她怎么已经游行完了并且早就
到了他家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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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喜欢刘心武！
2、有一次感受了文化大革命。
3、一个大家族文革前后的悲欢离合史 现当代的红楼梦
4、真的很有感触！！
5、一般般啦
6、七平八凑说文革
7、个人觉得没有钟鼓楼好看
8、这部小说很自然、亲切、真实可信，不粉饰不渲染不贬低，总之不强加于人，让你去听去看去感
受，每个人物都是真实的可爱，还了人类本身的特性，比如阿姐、小哥、八嬢、曹叔，甘木匠一家....
所有的人...是一部好作品！
9、在手机上看完的长篇小说
10、没钟鼓楼好
11、自传体小说。
12、很赞呀，社会变迁中的跌宕起伏，人生啊一切总是很难讲，何来太过笃定的事情，多想无益随遇
而安吧。
13、也许到现在都是最喜欢的一本现当代小说，没有之一。

14、一个家族的故事中见出一个世纪的中国庶民或非庶民之“颠沛”生涯
15、人生有多少个十年!我是九零后！对于懵懂的我，我忍着眼泪看玩了这本书！对过去不想有过多的
评价！只希望未来能过的幸福一点！但是在这个当代，希望是渺茫的！
16、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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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应该是刘心武作品中文学性最强的，因为充满了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命运的关注。读到“我”
在马樱树下，想起死去多年的甘福云一段时，感受无可名状。还有七舅舅诡秘的命运轨迹，道来却是
那样的真实；报考农机专业的阿姐和在家织毛衣不相信世上还有奇迹的那个人，是一个吗？
2、RE:什么样的精神迫害竟然让胥保罗发自肺腑的由衷的和他父亲华清界限还有接二连三描写到的车
祸揪心让人随着发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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