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册》是李佩甫继《羊的
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
的巅峰之作。在2012年12月，《生
命册》获得当年的人民文学奖。

作品主人公“我”是一名从乡
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
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
到上海，“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
师、北漂者枪手、南方股票市场上
的操盘手，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
负责人。“我”是一个深刻、冷静，内
敛、节制，不偏执，不轻狂，有着一
切自省者的特点和带有知识分子
尊严的人物，所以自始至终都在默
默地观察和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从“我”的视点出发，串联起了“骆
驼”、“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
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从一个
个典型的人物身上，从错综复杂的

社会关系中，可以看到中原大地上
50年来生长着的苦难和血泪，这是
展示，是审视，是推敲，也是追问。

《生命册》约38万字，采用放
射性结构方式，书写了整个平原上
的各种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及一个
村庄50年的生存状况，可以说是
一部自省书，也是一个人50年的
心灵史。它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
代变迁的轨迹，书写出当代中国在
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人物的精神
风貌和产生裂变的过程。

评论界认为，李佩甫借助《生
命册》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
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
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
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
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
味的人物群像图。

李佩甫这次获茅奖，是对
他本人的肯定，也是对河南作
家写作态度的肯定。《生命册》
在获奖作品中显得非常厚重与
突出，它直面当下社会问题，描
摹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社会
从农业到工业这一复杂的嬗变
过程，写出了生活的宽度，同
时也写出从上个世纪的农民到
知识分子诸多国民灵魂，深入
透视了背着土地行走的知识分
子的心灵史，其作品艺术性也
很突出，它的获奖可以说是当
之无愧。

纵观这几部获奖作品，各
有不同的艺术特色，体现 了
四 年 以 来 的 文 艺 成 就 。 格
非 的《江 南 三 部 曲》用 具 有
穿 透 力 的 思 考 和 叙 事 呈 现
了 一 个 世 纪 以 来 中 国 社 会
内 在 精 神 的 衍 变 轨 迹 ，对
文 本 艺 术 、精 神 理 想 的 坚
守 很 难 得 。 王 蒙《这 边 风
景》作 品 写 的 是“ 文 革 ”后
期 ，带 着 时 代 烙 印 ，它 的 历
史 价 值 和 文 学 性 值 得 肯
定 ，也 很 有 现 代 意 义 。 金
宇 澄 的《繁 花》适 当 回 归 古
典 ，体 现 传 统 趣 味 ，书 中 大
量 的 上海方言，表现了上海
市 民 的 生 活 及 其 对 人 性 的
思 考 。 苏 童 的《黄 雀 记》更
个性化，注重个人精神性的
表达，很有特点。

昨天，喜讯传来，河南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李佩
甫摘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
南丁、田中禾、张宇、邵丽、乔叶等多位作家，他们
对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进行了点评，同时认
为，李佩甫获茅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
我们“文学豫军”的荣誉！是河南的骄傲！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实习生 王世瑾/文
郑州晚报记者 周甬/图

“

一句话，可以说是夙
愿得成，这是我们一直期
待的。李佩甫为人很低
调，作品写得好，他的创
作与荣誉这几年显得不
相衬，但文学总体来说是
公道的。《生命册》是在他
创作十分成熟的时期创
作的作品，从语言到情感
都是一部相对完美的作
品，这次获奖再次印证了
他的创作实力和创作影
响。第七届茅奖得主贾
平凹有句话，“我和茅奖
早就结婚了，就差领证
了”，我觉得这句话放在
李佩甫身上，同样贴切。

谈及本届茅奖获奖作
品，乔叶表示，茅奖是对一
个作家整个创作历史的检
阅，一个作家要经得起时

间的检验。李佩甫不仅创
作了一系列长篇小说，他
的中短篇也很棒。作家获
奖的作品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从一个凹地过渡到一
个平原，然后再上升到高
原地带。王蒙的获奖也说
明了这一点，他是这次获
奖作家中年龄最大的。20
世纪50年代，他就创作了

《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
个年轻人》，一直到现在的

《这边风景》，作家的文学
历史是由非常多的逗号组
成，最后才会出现位于高
处的那部著作。还有格
非，他从先锋文学写起，后
来又转向现实主义写作，
是学者型作家，学养非常
好，为这次获奖准备得非
常充分。

李佩甫老师获此殊荣，不
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我
们“文学豫军”的荣誉！是河
南的骄傲！河南是一个文学
大省，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强
省，《生命册》此次获奖很好
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佩甫老
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从出版
的时候起喝彩声就不断，所
以这次获奖也是实至名归。
这也是他生命中的一次精彩
绽放，毕竟，写作就是佩甫老
师的生命。感谢他为我们中
原作家群争了光！

苏童的《黄雀记》、格非的
《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
风景》都是非常不错的作品，
尤 其 需 要 说 的 是 金 宇 澄 的

《繁花》，这部用上海方言写
成的作品，在最近几年的文
学创作中独树一帜，是非常
难得的一部好作品，确实值
得一读。

这次得奖是实至名归，绝不
是偶然的。李佩甫对农村、豫中
平原十分熟悉，这是他生活的根
据地，尽管来到城市生活了很多
年，但他始终没有断了与那片土
地的联系。《生命册》应该是他的
第十部长篇小说，可以说他对长
篇小说驾轻就熟。《生命册》是他

“平原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

是《羊的门》，第二部是《城的
灯》。《羊的门》已经出版十几年
了，当时就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但
由于非文学因素退出了，所以说，
这次的获奖是实至名归。《生命
册》反映了农村、城市在改革开放
新时期的变化，整部小说十分厚
实，语言与构架也很好，向李佩甫
表示祝贺。

李佩甫在写作上是以一本
当十本的精神来写作的，他以十
年一本这样的持续性来写，没有
任何在写作上投机的东西。而
他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其作品的
风格，非常契合茅奖的宗旨，与

茅奖的风格也很和谐。纵观茅
盾文学奖所有的获奖作品，大多
都是现实主义的、史诗的、民族
性的，即多为现实主义文学，而
李佩甫的作品就是对这个奖项
的最好阐释。

太棒了，这是李佩甫早应该
得的，他是我们河南省一位重要
的作家，也是全国知名的作家，这
次获奖是众望所归，《生命册》这
本书写得很好。我们河南的作家

不注重宣传，吃了很多这方面的
亏，但同时这也让我们认真于写
作，是件好事。这次荣获茅盾文
学奖是河南文学界的一大喜事，
向李佩甫表示祝贺！

《生命册》是中原实力派作家李
佩甫的巅峰之作，展现了他扎实的
生活积累和对中原乡土与当代变革
的深刻理解，同时也是河南实力派

作家实力的展示。此次获奖，是对
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的肯定和
鼓舞。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
是我们“文学豫军”的荣誉。

河南作家评李佩甫《生

他和茅奖早就结
《生命册》在获奖作品
中显得非常厚重
何弘
河南省文学院院长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38万字的《生命册》讲了啥故事？

他的获奖为中原作家
群争了光
邵丽
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

李佩甫获茅奖是实至名归
南丁 河南省原文联主席、著名作家

这是河南作家实力的展示，是“文学豫军”的荣誉
田中禾 著名作家

《生命册》是对茅奖的最好阐释
刘海燕 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