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暗弥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黑暗弥漫》

13位ISBN编号：9787514347356

出版时间：2016-3

作者：[美] 罗伯特·马歇尔

页数：272

译者：刘勇军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黑暗弥漫》

内容概要

二战伊始，波兰沦陷。德军建立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大肆屠杀犹太人。波兰利沃夫的下水道成为幸存
犹太人的最后一块庇佑之地。在这暗无天日的肮脏角落里生活的男女老幼，伴随着无尽的黑暗、入骨
的潮湿、肆虐的老鼠、致命的大水以及不可抑制的绝望。而他们的命运，仅仅维系在一个“唯利是图
”的下水道工人奥波得·苏哈的身上⋯⋯他们的命运何去何从？“小人物”又是如何蜕变，创造奇迹
，闪烁着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
这是一曲荡气回肠的人性之歌。在黑暗中，拷问生存和死亡的距离，探寻人性的光辉与伟大。即使黑
暗弥漫，也要用力呼吸、抬头仰望，因为光明就在前方。
本书根据二战真实故事改编，同名电影荣获201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上映后感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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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弥漫》

作者简介

罗伯特·马歇尔，不仅是当代欧美著名的文学作家，也是一位剧作家。曾出版多部现实主义题材文学
作品，在国内出版有《东方风暴：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
BBC纪录片资深制片人。20世纪80、90年代，马歇尔为BBC创作并导演了超过30个项目，领域涵盖纪录
片、电视剧等。包括：《维希法国和犹太人》、《所有的臣民》、《黑暗中的光》、《轰炸中的夏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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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弥漫》

精彩短评

1、整本书虽然有光，但是其中的阴暗挣扎也很多，也许这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让人如此无法接受。
但是，无论多么绝望，请还是保留希望。
2、这让我想起了威尼斯商人，看来这四百年来，犹太人和基督徒一直在互相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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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弥漫》

精彩书评

1、　　刚才抽空读了一下《黑暗弥漫》这本根据“二战”真实故事改编的书，这本书的剧情是以1939
年9月战争爆发为开始，以他们获得解放不久前为结束，这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最引人注目的一段
历史！　　讲诉了下水道工人奥波得·苏哈千辛万苦的帮助了基格、宝丽娜、克里斯提娜和古巴等人
在黑暗、老鼠肆虐的地下水道里如何生存和躲避着来自德国人的抓捕和入侵。　　人们的恐慌似乎无
法平息，人流的涌动也无法阻挡。　　想着夜以继日的生活在潮湿的地下里，我很同情主人公们的自
强不息和坚韧的毅力。　　这在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很有帮助，其实爱一直都在，也一直在我们的
心中生根发芽。　　其中有以下几点使人深思：　　第一个：德国人的暴行令人发指。　　“一旦被
德国人抓住，就会主动招供。他们会打你，折磨你！谁能坚持住？”　　“每个人都陷入恐慌，四散
奔逃！”　　第二个：犹太区的人自力更生、互利互助的精神值得赞扬！　　第三个：也是最可惜的
是，在1946年5月12日。苏哈和他的女儿斯蒂普雅的自行车与军用重型卡车相撞，最后导致他的死亡。
　　有人这样评价苏哈：“这是上帝的惩罚，这就是帮助犹太人所遭的报应！”　　苏哈勇于担当和
勇于助人的精神，非常值得世人推崇和效仿！　　即使黑暗弥漫，也要用力呼吸、抬头仰望，因为光
明就在前方。　　希望大家阅读的同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2、翻开书之前，我设想着在下水道生活是什么体验？潮湿的环境肯定会使人患上关节炎，风湿；狭
小的空间不允许直立行走，可能会引起驼背；肮脏恶臭的环境，卫生状况肯定很差；更重要的是，无
尽的黑暗侵蚀着人的意志。然而，这些犹太人在下水道的生活条件远比我想象中还要恶劣。寒冷，潮
湿，恶臭就不用说了，他们缺乏干净的水和食物，连老鼠都肆无忌惮地爬上他们的手脚，和他们抢面
包吃。不过没关系，求生的意志使他们克服了所有恶劣的条件。他们有条不紊地开始每一天的生活，
每个人都分工合作，煮咖啡，分面包。似乎每一天都一模一样，周而复始地过着。为了缓解寂寞，他
们每个人轮流讲故事。他们也会在下水道中庆祝节日，祈祷着黑暗的日子能结束。我看的时候非常焦
躁，想着怎么还没结束？一直翻看，始终没有看到这种日子的尽头。直到翻到最后几页，他们重获自
由，我才长吁了一口气。14个月，5千多个日日夜夜，他们还是坚持过来了，总有一天黑暗日子是会到
头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小女孩问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再看见鲜艳的花朵，妈妈说：总有一天能见到鲜
花的。艰难的时候往往最能考验人性。而在这本书中正是闪耀着隐藏在人类灵魂深处的真善美。基格
，最先提议准备这条下水道，等关键时刻可以让家人躲一躲，最后成为大家的领袖，承担起领导的职
责，不仅仅是照顾自己的家人，还照顾一起共患难的同伴。苏哈，一开始答应帮助这些素不相识的犹
太人只是出于金钱交易，但最后确是出于真心和怜悯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每次来下水道看他们都是像
探望家人一样，对基格两个小孩更是疼爱。以至于后来犹太人没有钱可以“雇佣”他了，他还继续实
践着他的诺言。甚至假装给基格一笔钱，让基格给他，让他两个朋友相信犹太人还有钱。还有在下水
道生活的其他犹太人，他们尽全力地做到不给别人添麻烦...所有的一切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只要活
着就有希望。最黑暗的日子总会有到头的一天，永远相信！
3、下水道求生的日子从1943年6月1日到1944年7月28日。故事就是二战期间波兰沦陷后，有一群犹太
人为了活下去，在下水道中求生。有趣的是，下水道工人原本的品性并不高尚，他的朋友就是那个官
员也同样不廉洁，不过这也不是特别让人意外，人在国家或是民族灾难面前，会变得神圣。这样的事
情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展现出的不同性格都是真实的。和平年代的好人在战争
时可能会变成叛徒，反之和平时的人渣也会成为战争时的英雄。评价人当然也只能在特定时期，之前
的行为毕竟只能预测将来，但未来这个人究竟会怎么做是未知的。战争侧面的求生故事也能描绘出战
争本身。我没看过黑暗弥漫的电影，不晓得电影里的下水道是什么样子。想来波兰的下水道工程应该
不差，虽然暗无天日，但空间应该不算很小，毕竟活下来十个人呢。纳粹会错过这么一个地方也算是
他们的幸运。不过我一直有好奇的地方，就是他们在下水道的时候会干些什么聊些什么，书里都是点
到即止的，相比环境的黑暗，应该是孤独无助感和绝望感更容易击溃一具躯体。有个女人在下水道里
生下一个孩子，按理这个生命应该算是奇迹，可是当时局势不明朗，女人还是选择了让那新生命死亡
，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同伴，这个行为透出的无助显而易见。战争结束以后，和平年代的下水道工人
被人敬仰重拾了尊重，但是却没有给他一个好结局，他出了车祸——这是上帝的惩罚，这就是帮助犹
太人所遭的报应。如果说作者试图用这么一句话来引发人们思考的话，那我觉得这其实并没有太多让
人唏嘘的地方，人类的偏见和不信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做出一件好事而重新看待，这让我想起了威尼
斯商人，看来这四百年来，犹太人和基督徒一直在互相伤害。光明一定会来的，黑暗不会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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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弥漫》

但是应该知道，白昼和黑夜是交替的，而且影子只有白天才看得到。
4、该不该遗忘的历史——评英国罗伯特·马歇尔的《黑暗弥漫》□清秋124　　以郑重心读一本书，
在我很少为之。因为我于读书，多是闲娱，能触碰到内心深处的情感壁垒，还得看我的意愿和心情，
多数时候避之，少数时候涉个无意的交集，也算随缘。可是，人性中有些值得端严的事情，不能戏谑
对待，必须慎重，它代表着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和对战争的认知，还有对世界的悲悯和内心于善恶的迷
失与清醒。这种肃穆，我觉着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品质。　　没有目录的一本17章的英国书，蛮奇怪
的，我倒不记得之前读过的外国书籍是否有目录的了。英国作者罗伯特倒是因其文字，给我一种德国
人的感觉，不知为什么，是直觉吧，从他于本书序前的致谢，能看到一个人对这个世界中给予的感恩
之心，这也是英国绅士的风度吧，及至成文，当然有了无意的渗透。　　触碰历史的悲情一页，需要
有定力和能使情绪不轻易波动的坚强的心。一本书的成因，也是一段特定环境下历史的再现，通过出
版的形式还原给读者，则是对历史的忠实纪录，这一点显然功莫大焉。这本书讲述的，就是犹太人在
波兰利沃夫城犹太区的战争经历及如何在城市下水道中躲过屠杀浩劫，在最令人绝望的逆境中幸存。
从头到尾的将那段历史和盘拖出，为是不被后人遗忘，却也是对当事人心灵的一种残忍揭疤的过程。
淋漓的记忆，惊扰早已被安放起来的记忆，本身是对当事人的“精神暴力”。基格是那段历史幸存者
的领袖，他确定了本书的写作时间范围，以1939年9月战争爆发为开始，以他们获得解放不久为结束。
这是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一段最引人注目的历史。　　罗伯特将这些犹太幸存者的回忆汇成这本撼人
心弦的《黑暗弥漫》，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是将历史融入文学的一种深刻实践。他用浓墨重彩描写对
话，也许并不是当时所言的忠实再现，但它正是人们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方式。　　读着读着，你会
惊觉身入其境的忐忑不安和感同身受的磨锋去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和彼时生存现实，太血腥
也太不人道。所有的战争，莫不如是。也因此，我们更应珍惜和平，反对打着任何幌子的战争。　　
利沃夫高耸的山峰和倔强的土地，成为那一段战争史的证人，这是无可厚非的。它的隶属也随着战争
的爆发成为历史上数次被争夺的对象。不管属于波兰，还是属于乌克兰，还是属于德国，抑或属于苏
联，都不能减少战争带给利沃夫和它的人民的伤害。这是战争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借口都不能抹杀
的沉重的事实。　　合理地章节安排，首先自然是对战争的背景的交待。时间地点，人物特色，铺垫
的垫色苍白而凄凉，哪一幕都带着战争的烙印，不敢入目却不得不直视战争对一座城市的毁灭性打击
。1943年3月，成为这本小说序幕的开端，主人公次第出场，带着苍凉和悲壮。战争中的利沃夫，抢犹
太人的东西是不犯法的。犹太民族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非常强悍精明的民族，犹太人同样是睿智而机敏
的人。没想到，由于战争，也有灭族之灾。　　在德国占领利沃夫后，犹太男女被杀的杀，抓劳工的
抓劳工，非人的打磨，是犹太民族不堪回首的惨痛画面，淋漓中的真实，令人想呕。犹太集中营，也
是变相犹太人致死的一座活死人坟。一位犹太母亲因为不想受辱，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一起喝了氰録
化钾溶液，结果貌似得到了解脱，少遭了不少罪。这是对还是错，还真说不清了。没死的人，苟且地
活着，扭曲了人性，藏到了这座城市的地下水管道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缺吃少穿，历尽劫难，
为了一口气在，简直把自己当成非人物种对待了。这种对活着的渴望，是每一个求生意识强烈的人的
本能吧。虽然可悲，但是值得点赞。　　基格与宝丽娜夫妻以及他们的孩子，也是这场战争的幸存者
，却在战争中犹如凤凰涅槃，幸运的是，没有空欢喜，终于等到了胜利，走出下水道，重见天日。他
们对生命的执著，为他们赢得了命运千劫万难后的柳暗花明，也算是对日子继续的一个理由吧，被损
害的人从这座城市侵略者视野中淡出，是否就是幸免于一劫，很难说。　　里昂·威尔士在他的著作
《死亡大队》中写着，格兹默克此前曾在拉瓦·卢斯卡下面的一个波兰小镇任职，所说那里的犹太人
无一幸存。犹太区充满了令人绝望的行径，街头巷尾散布着恐惧。而时刻面临生命危险的犹太人还能
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来稀释心中对生活的绝望呢？有多少犹太人在这种举步唯艰的环境中还保
持羊一定要活下来的坚忍之情。于是，逃到下水道里避免受难成为计划，成为这些想要活下来的犹太
人迈向未知的转机，这也是本书的主线。　　特别喜欢这本书中塑造的苏哈其人，但不知历史上是否
真有其人，一个充满正义感的解救犹太受难者的波兰下水道工人。苏哈在下水道中与这群犹太难民相
遇，他一半正义感使然，一半贪财地以要报酬为由，成为这群生活于下水道中的犹太人的福音和天使
。尤其最后，当犹太人再无钱给苏哈，苏哈却还是坚持为他们送衣食等物，成为犹太难民精神和物质
双重的支撑。苏哈因在街头看到的场景伴随着他的余生。他在那天夜里目睹的一切撼动了他最基本的
信仰。他本是一个面对问题具有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的人，然而却看到了那能让任何灵魂变暗的惨状
。画面沉重得让他难以忍受，随时会将他击垮，而此时这些逃亡者最需要他。人的多面性，苏哈的功
德，是战争给他的机会，该感谢还是要叹惋？　　得承认，战争是双刃剑，伤害的人太多。侵略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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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略者，以利沃夫为战场的战役中，最后的赢家到底是谁，坚持到最后能以韧性活下来的犹太人，
排山倒海的无助感能淹没人的理智，可他们毕竟用不懈的努力保全了一点自己民族的血脉，读来令人
心痛心酸心悸。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些在地下水道中的人，自身也有矛盾，为了利益之争，
为了领袖之争，当然更多的是为了钱财之争，欲起内讧。这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永远不会停止的纠
纷。最后，基格以人格魅力胜出。在下水道中，还有爱情存在，黑市商人科尔萨斯爱之深情之切的内
心与克拉拉的浪漫，困境也阻挡不了的爱情啊，真让人为之咏叹爱河的无处不在。当然，书中也有读
来不胜其慨的怀孕生子于地下水道的真实情节，生下孩子后，好端端的孩子被捂死了，孩子不死，这
些犹太人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而母亲的心，会是怎样的痛不欲生！　　侵略史上，关于犹太民族利
沃夫这一页，实在太过凄凉。耻辱柱上刻下的应该是什么？不能泯灭的又是什么？战争带来的负面影
响，恶劣环境地下水道中，犹太人身体遭受环境造成的后遗症，多种生理与心理的病态交织成生活的
烙印，想磨灭都难。　　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熬到了苦尽甘来的那一天。胜利了。从下水道出走出
来的犹太人，大多都他们的生还归功于运气，他们求生的努力得到了神秘的奖励，冥冥中的寓意到底
是什么，谁人能懂？最不可意的安排，是苏哈于胜利后死于车祸，死就死了，偏结局还给了这么一说
：这是上帝的惩罚，这就是帮助犹太人所遭的报应。多格楞的话啊，痛定思痛，换成我们中国人的说
法其实就是：好人没好报。201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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