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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战史专家黄晓洋，对曾祖母的死十分着迷，特意从南京赶到重庆，找当年跟曾祖父母做过邻居
、且是曾祖父忘年交的李本森教授，希望他能提供曾祖母被日军枪杀的细节。
在重庆，黄晓洋意外得知，李教授的第三任夫人安志薇，曾先后跟自己父亲和大伯有过非凡的交往。
其时安志薇正得一种怪病，黄晓洋没能走进李教授的家门，却和接待他的杜主任的女儿、画坛才女杜
芸秋，发生了爱情。
于是他调到重庆，在李教授从教的渝州文理大学做历史教师，学术研究的方向，也由先前的南京大屠
杀，转入重庆大轰炸。
他认为真正的历史，不是被时间封锁起来的古棺旧墓，而是人心的历史，是开放的，必然与现在和未
来发生联系。
因此，他特别关注的，依然是那些被埋藏起来的历史细节。
然而，所有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包括李教授、安志薇、岳父杜主任，还包括自己的大伯，都集体沉
默。
后来，安志薇终于开口，而她所说的，除了重庆大轰炸，还有不像重庆大轰炸的大轰炸⋯⋯黄晓洋对
这段历史研究越深入，越是陷入不能自拔的人心的泥潭，妻子杜芸秋受不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只好另
寻解脱和安慰。
黄晓洋走向崩溃，终于自杀。
在他死亡前后，安志薇的一封遗书和李教授在日本出版的一部著作，揭示了安志薇惊人的身份之谜，
也揭示了战争刻写在人们心灵上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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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伟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寻找桑妮》、《磨尖掐尖》、《在远处燃烧》、《大河之舞》
等；中篇小说《姐姐的爱情》、《生活的门》、《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舌尖上的花朵》
等。
作品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四川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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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的，晓洋是那年秋天到的重庆。
当时他研究生毕业两年，在南京某高校历史系做讲师。
那半年没给他安排课，他就到重庆来了。
你别以为他到重庆是考察大轰炸的，他那时候的主攻方向还放在沿海战场，像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
，特别是南京大屠杀。
他生在南京，长在南京，能在那块地面上，闻到时间深处的气息。
他写过一本书，叫《南京第十三》，听上去像篇散文的名字，其实是部历史著作，也是他的研究生毕
业论文；研究生把论文写成一本20多万字的书，并不多见，他不仅写了，还出版了，且很快被译成英
、德、韩文，受到学界的赞誉。
但他自己对这部书的评价很低，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他这人，表面豁达，骨子里面其实是相当极端的。
极端而且固执。
事情明摆着，如果他按照《南京第十三》的路数往下走，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可他偏偏不那样走。
我曾经问过他原因。
他的回答是：“看上去我在揭示，事实上我在遮蔽。
”他这话我能够理解。
跟他恋爱不久，我就读过那本书。
不是他推荐给我的，他自己连样书也没留，我也根本不知道有那本书的存在，隔行如隔山嘛。
还是父亲告诉我的。
我父亲当时在渝州文理学院生物系当主任。
渝州文理学院开始叫渝州文理专科学校，1980年代初升为本科，叫渝州文理学院，十多年后又叫成了
渝州文理大学。
有天，历史系一位老师对我父亲说：“你女儿有眼光呢，找了个才子！
”晓洋来重庆，是有事找生物系的李教授，我父亲接待的，父亲对他的印象很好，1米83的个头，又文
质彬彬，但并不知道他在史学界已小有成就。
这天父亲听历史系那位老师把那本《南京第十三》吹得天花乱坠，心想不过是同行间相互捧场，投的
个让人喜欢。
但他还是很兴奋，回家马上告诉了我。
我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大四学生，立即去图书馆借来，花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把书读完了，从中知道
了很多事。
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课本上学过，我还看过至少两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三部幸存者的回忆录，但
晓洋的书依然让我震撼，让我觉得陌生和新奇。
当然，我也知道还会有更多的震撼、更多的陌生和新奇，被埋在水面之下。
这就是他所谓的“遮蔽”。
每一种揭示，不都意味着遮蔽吗，这是事物本身的法则，没啥值得羞愧的。
晓洋却羞愧得不行，知道我读了那本书，他很不高兴。
他说：“无聊。
”是说那本书无聊，不是说我无聊。
接着又强调一句：“无聊透顶。
”他就是这样极端。
你从他的死，就知道他有多极端，多固执，多执着。
他对死也很执着。
他有过三次寻死的经历，两次跳水，一次上吊，两次跳水都没死成，因为他会游泳，而且还有人救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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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终于成功了。
这三次寻死，是在八天之内完成的。
执着，有时候真不是好事⋯⋯在他的血统里，有一些比较混乱的因素。
他爷爷的爸爸，是大教授，爷爷的爷爷，是江阴乡下的大地主，再往上溯，是小地主、投机倒把的商
贩、手工艺人、自耕农、无产者。
他们黄氏家族，奋斗了好多辈人，终于把“无产者”像掐臭虫那样掐死，踩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曾祖父抛弃了土地，也抛弃了土地赋予的对生活的想象。
爷爷虽没干过一天农活，回乡下的时候也很少，而且每次回去，进屋就把鞋脱下来，让佣人把鞋底上
的泥打扫得干干净净，却尽力要把土地赋予的想象变成现实——他带领一家老小逃难逃到万县时，还
忙里偷闲，娶了二房。
但他年轻那阵，在青岛船舶公司待过十来年，接触过不少洋人，思想里又有开放和新潮的一面；只是
，他的新潮主要体现于对生活的享乐。
晓洋在学术上敢于否定自己，生活上却极其守旧，拒绝用手机，拒绝买车，拒绝上网。
学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学术上否定自己，即是部分地否定自己的生活。
否定和守旧，使他陷入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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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真正的好作品当具有撞碎人心的毁灭力，即使它带来了灵魂的审判和精神的剧痛。
罗伟章把历史的裹尸布曝露在阳光底下，唤醒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创伤——从中国到日本，从南京到重
庆，从细节到数字，演绎的都是一句话：“听，废墟里传来的，带血的声音。
”　　——《南方日报》、凤凰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台湾网　　　　一个事件发生了是重要的
，小说家用自己的方式把它指证出来，同样重要，甚或更加重要。
罗伟章在铁一样的已知和难以逆料的未知之间游走，自由驾驭流动不拘的时间，质疑人的境遇和存在
，探究活着的和死后的“生命”。
当人的丰富性饱满呈现之后，才发现人是不可说明的：人有待证明。
　　——中日网、菲律宾太阳城娱乐网　　　　罗伟章对这部小说灵魂人物的处理是高明的，在不断
滚动的叙述视角里，召唤新的谜团，逼近人心的幽暗。
这部小说的读者将和小说主人公一样，在寻找祖先的过程中，最终看到的是自己。
由此，《太阳底下》和别的抗战题材小说彻底划清了界线，成为同类题材第三阶段的标志性作品。
　　——网易、搜狐网、新浪网、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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