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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
的艰难历程。
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既表现出
了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又从另一侧面批判了这种现状的不合理性，呼唤着时代变革的早日到来。
支书女儿刘改香在情感的折磨中站立起来，则以自己的心点亮了"挺进"城市之灯。
支书国豆这个形象，则是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代表人物的集中概括，真实地刻划了乡村权力运作的过
程。
另一方面，作家还写出了"侯秘书"、"小佛脸"等谙熟权力场技巧的小人物。
小说文字温婉，具有诗性的张力，抒情诗般的句式，音乐般的节奏，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可感可触的艺
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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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佩甫，1953年生，河南许昌人。
曾为知青、工人、文化局创作员，刊物编辑，副主编等，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
副院长。

自1978年以来，先后发表、出版长篇小说6部；中短篇小说选集3部；长篇电视连续剧4部；短篇小说、
散文、报告文学等50余篇，约四百万字。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金屋》、《羊的门》等；中篇小说选集：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李佩甫卷》、《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作品选》等；长篇电视连续剧
《颍河故事》、《难忘岁月——红旗渠故事》等。
作品曾先后荣获全国“庄重文学文奖；全国飞天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优秀
长篇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小说月刊》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河
南省文学艺术优秀作品奖等数十次文学奖励，部分作品曾被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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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因着前几年《羊的门》的风光红火，所以对李佩甫的新作《城的灯》抱有一种阅读期待。
第一印象是，《城的灯》的书名和一些具体的创作手法，都明显地与《羊的门》有所照应，诸如篇首
都摘以《圣经》中的话语作为引子，来寓示题意，并且暗隐着作家的创作主旨。
读过这段引语始知“城的灯”与“羔羊”可互为指认，在不用日月光照的城内，有神的光照，有羔羊
为城的灯。
由此知道，在李佩甫的创作意识中，羊和灯确有联系。
　　《城的灯》是一部有关“家”的叙事。
李佩甫在这个中原大地最底层的家庭故事中，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场景里，将家族的群体命
运和个人情感，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话语合而为一，深入洞察和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所独有的
国情，和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沉隐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和权术文化做了尖锐而有
力度的揭示。
并且围绕着“家”的处境，和“当家人”的困惑和焦虑，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家”的难以撼
动的文化根基。
这种对个体家庭和个人经验的艰难写照，是对那个时代整个乡村家庭群体和个人命运的具有某种普泛
概括意义的叙述。
　　小说主要集中在冯家昌在家道衰败中重写个人与家族历史的过程中。
冯家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乡村家庭，母亲早丧，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儿子。
老实巴交的父亲因是入赘的女婿，是村里的单姓而地位低下。
他始终生活在社会边缘，在村里或是在家里都近乎是可有可无的人物，甚至在小说的叙事中，也显得
无关紧要，因为他整个退出了矛盾冲突，早早地就出让了行使父权的权力。
冯家昌是冯家老大，六岁时院里的桐树被邻居仗势掠走，父亲表现出的卑微和可怜兮兮的求助，村人
的敷衍和沉默，促使他精神早熟，父亲在他眼里倒下了，他在心里一天天长成了自己的“父亲”，九
岁时他便扮演和顶替了“父亲”的角色出外行走。
家庭的极度贫困，使他只能屈辱地面对体面和自尊，咬牙忍受着常人难耐的苦难,这种扭曲和忍让，成
为他日后活人的原初动力。
　　“家”始终是冯家昌焦虑和费尽心力的重心，家连接了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体现了一种
超稳定的象征秩序。
冯家弟兄的姓名中都有“家”字，家昌、家兴、家运、家和、家福，命名不仅确认了个人身份，而且
也体现了在“家”的象征秩序中的个人位置。
“昌”字所带有的兴旺、兴盛之意，使老大的命名中似乎就已包含了某种隐喻意义，预示其对冯家昌
盛重任的担当。
在中国的家文化中，长子如父。
家昌处在长子地位，因父亲的无能和羸弱，使他早早行使着父权，成为家中的“顶梁柱”，成为弟弟
们期望的精神和物质的支撑，并且得到了家庭所有成员的一致认同。
他在弟弟们心中体现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弟弟们完全按照他的运筹和规划，也在他的谋略和引导下
一步步走出乡村，走入军营，再走进城市，甚至走向世界，重新建立起威严而不可撼动的父权制的象
征秩序，将平辈的兄长关系转化为自上而下的“父子”关系。
这一点，极象《羊的门》中呼家堡的当家人呼天成，他成功地把村人控制在手里，对父老乡亲进行着
有计划的修理，成为他们精神上的父亲。
他用四十年工夫营构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呼风唤雨，无往不胜。
呼天成、呼国庆是在国家、天下的宏阔空间中施展手脚，冯家昌则是在“家”的场地上运筹帷幄，苦
心经营，在兄弟之间编织起可遥相呼应的权势和金钱网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他们虽各君临一方，但在精神本质和注重行动的人生方式上并无大的差异。
　　冯家昌以个人的努力、情感的牺牲和人格的变异，使自己拿到了城市的入场券，又经过殚精竭虑
的不懈努力，使冯氏一门终于完成了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大迁徙，由此截断了家族困顿而苦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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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使冯氏家族在国家的象征秩序中找到了位置，重建了家庭的地位和尊严，而且也使自己的弟弟
们在这一象征秩序中进入了社会的主流。
冯家得以复兴，现在是政府有人，经商有人，出国有人，家族的命运从此得到改写，每个成员的人生
也掀开了新的一页，他们或是副厅正处，或是驻外上校武官，或是资产过亿的民营公司董事长，冯家
昌以心血和智慧，成功地扮演了被当下社会所重新包装了的一个理想“父亲”和长兄的形象。
　　《城的灯》很容易让人忆起路遥的《人生》，冯家昌和高加林的故事确有某些相似点，比如吃苦
而忍让的人生，与苦难搏斗的精神，不屈的奋斗意志，但这两个人物却已有了质的不同。
冯家昌成功的三个秘诀是“忍住”、“吃苦”和“交心”，高加林是凭借着忍耐和吃苦的精神，以一
种奋斗的激情打拼着自己的人生。
而“交心”则充满了谋划，冯家昌受的苦要超过高加林，十六岁之前他没有穿过鞋，为练出一双铁脚
，竟主动给脚上扎上蒺藜。
他主要是凭借“交心”，而找到了善于周旋于权力场中的“知音”和“导师”，也以“交心”将自己
逐渐融入了政治和权术编织的大网，他善于学习和吸纳权场经验，学会察言观色，揣摩上级心理，苦
练削苹果和牙签的技艺，甚至小时候所受的苦难，也成为他博取人心，向上攀爬的资本，从开始的小
心翼翼、战战兢兢到游刃有余掌握主动，最终超过了指点他的“高人”。
如果说，高加林进城后抛弃了刘巧珍，而选择了黄亚萍，还是基于高中时代的感情基础，两人在思想
上经常能互相交流，而冯加昌则把刘汉香五年的等待，和对冯家巨大的身心付出，在一秒钟内做了决
断，把自己的婚姻，做了进入城市大门的最重要的一次交易。
高加林是一个失败者，但他留给读者的依然是与苦难搏斗的毅力和勇气，当他被城市赶出去，背着铺
盖卷再度回到家乡时，他决心要从这块土地上再重新站起来。
冯家昌成功地占领了城市，却鬓染白霜，心力交瘁，虽然成了城的灯，同时也成为城市的羔羊。
这个人物给人一种很复杂的感觉，难以对其立足城市的行为方式，从道德上、精神上和价值取向上简
单地加以评说，这无疑是当代语境下一个多重复杂的人格类型。
　　不可忽视围绕着冯加昌的几个特殊人物，比如胡连长，是他教给了冯家昌“忍让”、“吃苦”、
“交心”的秘诀，使冯走上成功的第一层平台。
尤其是久在官场中浸润的“小佛脸儿”侯秘书，一点点地指导着冯趟深水的经验和技能，在当代文学
画廊中，这是一个独特的形象，他提供了许多能留存记忆的细节，诸如他打耳的技艺，用竹签剔鱼刺
而不破坏鱼形的本领，真可说是出神入化。
在对他们的观照中，可以透析中国社会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由此呈现出李佩甫赋予人物
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以及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深度。
　　小说中重点刻画的另一个人物是冯的初恋情人刘汉香，作为村支书的女儿，她成为冯命运中的契
机，冯因此被特招为文化兵。
她和冯家昌分置在城与乡的两极，而让他们泼出性命、丢下脸面，一次次地退让，所要做的都是一件
事，挽救冯氏家族颓败的命运。
不过，冯家昌秉持的是父权制的社会价值，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肩负的家族使命。
刘则是出于女性或是母性的天性，不愿让冯的家人挨饿受冻，没有鞋穿。
她自愿上门，担当起不堪重负的生活重担。
她守望着爱情，也守望着家庭、温情和最质朴的人性。
在她身上糅合了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和现代女性的多种特征，在情感倾向上得到了作家更多的偏爱，
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传统美德和现代的开拓精神在她身上得以最完美的体现，她扶持了一个家，也
造福一方百姓，发展花卉产业，变村为城，也亮起了灿若白昼的城的灯。
小说的结局是一片耀眼的亮色，冯氏一门四条汉子齐聚在五星级宾馆欢宴，这是为家族历史的重写和
个人辉煌的成功而举行的一次仪式，刘汉香成了这场欢宴的祭品，不知她的亡灵是否还能最后一次救
赎或说是真正撼动他们的心灵。
　　有一点需要指出，冯的奋斗史虽然展示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总的感觉仍然是停留在历史的忆旧
中，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多少有点距离。
在写法上总体看来也显得比较平，倒是叙事话语在乡村场景中仍保留了李佩甫以往中篇小说的语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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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用语很特殊，有鲜明的中原地域特点，用词也比较讲究，体现了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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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最终
实现了自己以及整个家族逃离乡村的理想。
小说中既表现出了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又从另一侧面批判了这种现状的不合理性，呼唤着时代变革的
早日到来。
支书国豆这个形象，则是作家对乡村基层权力代表人物的集中概括，真实地刻划了乡村权力运作的过
程。
《城的灯》是一部有关“家”的叙事。
李佩甫在这个中原大地最底层的家庭故事中，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场景里，将家族的群体命
运和个人情感，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话语合而为一，深入洞察和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所独有的
国情，和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沉隐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和权术文化做了尖锐而有
力度的揭示。
并且围绕着“家”的处境，和“当家人”的困惑和焦虑，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家”的难以撼
动的文化根基。
这种对个体家庭和个人经验的艰难写照，是对那个时代整个乡村家庭群体和个人命运的具有某种普泛
概括意义的叙述。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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