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补 77年的空白

“我的内心非常清晰：只要没有人写它、没有人把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写好，我就必须去写，”何建明表示：“中国现在暴露出的许多复杂问题，包括
国民素质的低劣、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真实的
历史写下来或者写好。 ”

提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创作的始因，何建明称：“我是无意间被‘拉
到’南京大屠杀事件上的。”今年年初，正在南京进行另一项采访工作的何建
明，偶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一见面，朱成山极其急切地期待他
写一写“南京大屠杀”。“没人写过？”何建明就根本不信这么个重要的题材我
们中国人就没有写过。

“没有。即使有一些人写过，但都不全面。 ”朱馆长肯定地说。 “如此重大
事件没人全面地写过，那是绝对不行的。”何建明立即更换了创作任务，全力
进入《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采访、准备、写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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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祭日来得太迟了

2014

年
12

月
13

日，被设立为首个国家公祭日，在铭记这段历史的道
路上政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谈及此，何建明认为国民意识的培养还需要更
多的政府支持。“国家公祭日来得太迟了，就像一群开始成长着的孩子一样，

人家早已学会了十八般武艺，而我们才刚刚伸伸腿、打打拳而已。 ”

国民意识、民族信仰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是在潜移默化
的社会教育与影响中完成的。 正如何建明先生所说：“国民意识的培养是需
要永远、永远地不停息与间断的。 我们过去没有这种公祭的习惯，以后就不
能再对惨痛历史犯遗忘症。 对历史惨痛教训的遗忘和健忘， 以及轻视和忽
略，都是更大失败的开始。 ”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 作为为首个国家公祭
日的献礼，《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较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品而言担负着更为艰
巨的社会责任：铭记国耻，让历史的伤痛与教训一代代传承下去。 这是何建
明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与信心。

(新浪读书)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全景式展示南京大屠杀

2014 年 12 月 13 日，是

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近日出版的《南京大

屠杀全纪实》一书，为公祭日

献礼，将在现场展出。

作者何建明用一年的时

间完成了这部近 60 万字的

著作， 以详尽的事实和一手

资料以及诸多不为人知的历

史真相震撼着读者， 以犀利

的拷问促使今天的读者深刻

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被害者与施害者的视角并存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数量屈指可数，有徐志耕、张纯如的《南京
大屠杀》，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拉贝的《拉贝日记》，被问及与这些作品相
比，《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有何不同时，何建明回答记者说：“我更多关注它的
全面性和客观性，还有对事件本身的分析性。所谓全面性，就不能站在“被害
者”一个方面的视觉去看待和处理情节及内容，而我既写了“被害者”亲述
史，更多的是从日军口中及“第三者”的眼里、嘴里说出的及经历的“南京大
屠杀”。

除了涉及大量详实史料，包括大量死难者亲友的控诉“呈文”，多篇日军
当事人的“阵中日记”文稿，当年留在南京城内的外籍人士的报告，日本、国
际社会上留存的一些新闻报道资料， 何建明更是多角度地记录了此次历史
事件，改变并突破了以往同类作品视角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近日，程歆长篇小说《霜叶红》

研讨会在辽宁大连举行。中国小说
学会会长雷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中国作家协
会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等评论家、

学者出席并发言。 研讨会由《文学
报》主编、评论家陈歆耕主持。

与会专家雷达认为，《霜叶红》

这部书所传达的朴实和真实的爱
情、友情、亲情等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具有很宝贵的价值，尤其在这个
时代给人以深深的思考。 作品坦
诚、敢于自我剖析，把个人的身世、

坎坷和时代的变化水乳交融。能够
还原当时的场景，场景逼真。

作者程歆是一位出色的技术
专家和成功的企业家，《霜叶红》

是他为圆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学

梦， 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内容真切、情
节曲折。主人公夏风身世坎坷，从
小就因其富农子弟的身份备受歧
视，饱尝生活的艰辛与磨难，聪敏
好学的他虽上进有为， 却只能沦
落在家乡务农。 但倔强的性格又
让他不甘沉沦， 而是坚韧地努力
跋涉与前行， 最终成就了自己的
辉煌， 成为一位出色的技术专家
和成功的企业家。与此同时，其感
情生活也是一波三折。 他与少女
夏晓娟的恋情青涩、纯真，无奈命
运捉弄， 却与另一位深爱着他的
姑娘高雪梅结合，相伴一生。然而
初恋刻骨铭心， 双方的情感深处
又始终埋藏着难言的苦楚和无尽
的惆怅。

（新浪读书）

《山上有神》是一个充满黑色
幽默的故事， 却让人感到一丝丝
悲凉。

在东北山沟里一个几乎与世
隔绝的村子里，人们多年来一直过
着贫穷落后的生活。 随着几个走
出去的村民的离奇死亡，一个关于
山神的传说不胫而走。 慑于山神
的威力，村民们渐渐放弃了出走的
念头。 新任村长不相信山神的传
说，希望带着村民走出村子，走向
发家致富之路。

致富后的村庄有了一台彩色
电视，带领全村致富的姚贵决定把
自己每天的视察活动拍成录像，在
闭路电视播放，大家每天晚上打开
电视只能看村长。 为了不让村民
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村长

开始极力阻止修路、办厂、村民离
开村庄， 山神的故事也再次传播：

在山上有一个两丈多高的山鬼，浑
身黑色，专吃人心，只要见人逃出
去，它用手一指，就能把人心吸走
吃掉。

荒诞即现实，现实即荒诞。

作者王小峰曾以嬉笑怒骂的
文风见长。但是在《山上有神》这部
小说中， 作者一改过去的风格，很
严肃地讲了一个荒诞却真实的随
时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寓言式”

故事。

【作者简介】

王小峰， 作家，《三联生活周
刊》资深主笔，著名博主。出版图书
有《不是我点的火》《欧美流行音乐
指南》《不许联想》。

（新浪读书）

余秋雨在文学创作上， 被读
者熟悉的是散文， 被观众熟悉的
是戏剧。近日，余秋雨写作生涯首
部长篇小说《冰河》由磨铁图书策
划出版。 此书讲述了一个在生命
绝境中诞生的爱情传说。 余秋雨
认为，长河意味理想之河、希望之
河，人生之河，代表了一种东方古
代意境。 “冰河”既是传统的一个
符号， 把人间喜剧式的生命悲喜
浓缩地表现出来， 同时也吐露了
作者阅尽世态人情后内心深处的
独白，现实力度同样不同凡响，是
余秋雨尘封十五年的一封心灵小
史。

余秋雨在序言中说， 出版这
部《冰河》，对他本人有“洗冤”的
作用。因为社会上有传言，说是他
因为是“教授” 让妻子离开了舞
台。余秋雨感到冤枉，称传言忘记
了他是“戏剧教授”这个支点。 余
秋雨透露， 马兰离开舞台其实是
被动的，“直接原因是婉拒参加一
次‘重要的联欢会’。重要，当然是
有要人光临， 但马兰的理由很单
纯：‘我只会表演，不会联欢。 ’九
次电话催促，都是同样回答，那就
理所当然地被冷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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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被
迫离开，等于彻底失业，因为外省
没有那种剧团。 ”

（新浪读书）

《山上有神》 讲“寓言式”故事

《冰河》 余秋雨为自己“洗冤”

《霜叶红》 乡村青年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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