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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站杀人案》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青森F高中毕业的七个同窗好友分头到东京闯天下，当时曾约定七年后的某日同到上野站乘
车作一次重返青森的故乡行。七年后，他们果真都如约前来。几乎七年未见的好友再度相逢、共返故
乡，这本是又浪漫又柔情的轻松之旅，不曾想却化作了一连串的死亡惨剧：先是七人中的一人未曾上
车就被人杀死在上野车站，接着是上车的六人中的一个先失踪而后“自杀”，接下来是到达青森后一
人在旅馆“自杀”，第四个死亡者是准备返回东京时在青森站候车室让人掐死，第五个⋯⋯一起起死
亡事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在“自杀”与“他杀”的交错之中谁是真凶？凶手是否在七人之中？
七人中又是否有人能活得成？这一系列的疑问，不读至最后一页，你便无法搞清。此书曾获日本推理
作家协会奖，被誉为日本最优秀推理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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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站杀人案》

作者简介

西村京太郎，1930年生于日本国东京。毕业于东京都立电机工业学校后，在政府人事院工作11年。嗣
后立志作为作家而辞去公职，在从事着各种工作的同时坚持小说创作。他的作品《天使的伤痕》1965
年获第11届江户川乱步奖。1980年，他的作品《终点站杀人案》获第34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他擅
长写作以神秘旅行为题材的推理小说，在此类风格的日本作家中堪称第一。现在他仍精力旺盛地创作
着大量的长、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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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站杀人案》

精彩短评

1、学生时代不禁意间的玩笑，再聚时可能会成了要了你命的动机。
2、运气很好的时刻表 深藏的怨怒一触即发
3、挺好看，找作者其它书看看~
4、布局很好，动机很赞。西村一系列的列车杀人案真是看的人心醉了，完全理解铁路迷们的心情了
！
5、喜欢结尾
6、西村京太郎是我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之一，因为他的火车推理特别出名，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完成
看似不可能的杀人案件，特别搞脑子。但这篇很一般，动机也有点粗糙。
7、故事乏味，并加上这也叫时刻表诡计⋯⋯基本上就等于是新加了一个条件罢了。
8、北方夕鹤X/7杀人事件
9、感觉这个杀人的理由太扯，就因为这样就杀这么多人？！
10、我始终认为好的推理应该让读者知悉所有状况才对⋯⋯
11、故事不错，就是动机太坑爹了⋯⋯
12、就这样吧，无惊无喜。
13、还可以，但是算不上多精彩，案子设计的也不算难，动机也是⋯⋯西村的书因为是按照热度来看
的，所以选了终点站。还是把西村有名的在列车上的案件都看一遍，再看有没有惊艳一点的吧
14、动机稍弱，火车站和密室都可以再写细一点。时刻表这个设定，还是挺厉害的。
15、西村写列车案真是给力，写一群人逐一死去更是炉火纯青。解谜的关键还是在列车时刻表上，虽
然增加了读者猜谜的力度，但作者并不因此而取巧，一早就交代得非常清楚。而一切的原因，只是一
名“搞错了”，装错的个性化定制信件居然引进了愤怒的心理。联想一下，过年过节的个性化短信也
是很危险的呢。
16、这个故事我是真的读进去了，和那个松本清张的点与线类似。
17、略不如《七个证人》吧。跟双曲线比呢，没那么华丽精彩，但也没那么多漏洞，而且人物描写要
好很多。相比之下，这本终点站，已经非常不注重诡计了，大量的篇幅用在描写警察探案的过程。不
那么讨好人也是确实的。不过个人感觉布局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写得有点拖沓⋯⋯
18、冲着一口气看了100页给五星！但结局太弱。。。四星
19、偶然造成的连环杀人。动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高明不高明，说简单也不算简单，故事说悬疑
不悬疑，也不是那么平平淡淡，总的来说普普通通的作品。
20、猜到了，动机较弱是西村京太郎的通病，《双曲线的杀人案》是这样，这部也是这样。
21、挺一般的。
22、西村四神作的最后一本
23、西村的书果然好读下去╰(*°▽°*)╯ 
24、核心诡计其实一般般，而且感觉有个漏洞，要不怎么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关于动机的部分可能
算是亮点，不过尔尔，但是比较赞的是书中的情怀，关于东北，关于故乡，3.5星吧
25、夕鹤5次跟7次时间不一样长，这还需要去坐车试试看吗？是日本没有现成的时刻表？就算没有也
可以问问铁道员啊，这个诡计的设计上有点弱。而且第一个人死了为啥要溺在厕所里，门是从里面锁
上的，是怎么个过程也没交代啊！就推测一下，也没有证据证实！动机还好吧，结尾一枪打死了町田
看得我心理有点不舒服
26、在本格还是社会中犹豫了一会，还是选社会吧，文才还是有的，东北的乡土气息比较写实。至于
案件，很无趣。手法除去时刻表，有些《雾越邸杀人事件》的痕迹啊。二倍速。
27、西村著作No.49：★★★☆虽然顶着推理作家协会赏的光辉头衔，可是本作的水准真心只能说是一
般偏上。如果警察仔细查案的话，列车换乘诡计根本就不需要十津川夫人特意前来解谜，这个设定简
直不明所以。后半还有密室杀人的剧情，看完也只是觉得狗尾续貂。本书在情感上还意图突出乡愁以
及岁月的幻灭感，但西村的文本很显然没有达到这一预期目的。
28、这部文学向给3星，推理向可以给2星。谋篇布局是西村的招牌菜，但是这部真是纯靠谋篇布局了
⋯⋯读下来几乎没有过“哇塞这个地方有个谜题像爸爸这样机智的人都无法解开看来要上豆瓣给长评
五分了”的感觉，但是比他其他的书要好一些⋯⋯文学方向的话，动机实在是太过无聊，并且所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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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站杀人案》

案人员的想法都过于一根筋，给人一种“大娘您咋来了白菜三毛五一斤您来点儿不”的智商水平印象
。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大概是“别跟诗人做朋友他们的脑子都有点搭牢的”？总之没什么内涵。这个坑
还请诸位慎入。
29、听书。3、5星。时刻表诡计，本书的特点与双曲线类似是相对少见的双线展开。
30、布局不错，解谜很一般，但是能想象出这在当年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31、动机还是略牵强
32、如果对时刻表诡计无感，这本书的推理将十分乏味。不过动机倒是让人眼前一亮。
33、十津川警部系列，刑侦过程依旧是十分紧凑，没有废话；死的人中算得上谜的，一个密室投毒+
遗书，解答其实也还算勉强有意思，一个时刻表推理，后者不可能在于嫌疑人当时一直在列车上，而
被害人则已经下车被杀害，如果凶手下车杀害被害人的话，经过警方验证是物理上追不回列车的；动
机是亮点【谜面见简介
34、kindle，西村的看起来特比爽，故事也不复杂，但是特别有画面感。不过列车上时刻表杀人之类的
估计是特别日式的推理，因为能准点到日本那样的列车估计也少见了吧。其实我倒是觉得动机有点站
不住脚，跟西村其他几篇比起来的话，因为我觉得他的动机算是比较正常的了。
35、动机过于牵强，但推理仍有一定的亮点，略显生硬，视角较为新颖。
36、看上去本来想写成阿婆的《无人生还》那样的绚烂恐怖的杀人童谣作品，可是越是到后面越是力
不从心，动机和诡计都十分鄙陋。竟然还会出现十津川的夫人跑到警视厅告诉丈夫【夕鹤号】有两种
不同时刻表列车的无良桥段。
37、Kindle，有中翻的我都读过哈哈哈！
38、不喜欢列车案⋯感觉不来好坏⋯（个人意味超浓毫无帮助的简评）
39、我被豆瓣剧透了，我觉得这本诡计挺坑的，不可能犯罪怎么能有帮手呢
40、这本当然远远担不起神作之名，不过最大的亮点是，通过恰到好处的包装，使得本质比较坑爹的
列车诡计和动机之谜，都呈现出很不错的效果。西村式设计，总给人一种工夫在诗外的感觉。当然如
果只推荐一本西村的旅情，还是卧铺特快为优。
41、西村的小说适合被改变成影视剧，不絮叨，擅长讲故事，几部名作的节奏都十分紧凑，
42、看到结局只能说呵呵了，真给玻璃心跪了。
43、只要把侦探的角色塑造好了的话西村的故事完全是我的菜好吗！虽然中间推翻自己的推理最后又
解开的时候会有种wtf是不是太简单了你逗我呢的感觉但总体还是喜欢！！！
44、动机有点弱啊，最后错寄给町田的信也没什么嘛，怎么就刺激到他到要全杀了的地步。
45、经典的旅行杀人。有空重温一下。
46、搞错了，真是让人悲伤的词啊
47、3.5吧，诡计虽然一般但都能解释过去，但是动机还是略牵强。
48、三星半。解谜之前的谜题太动人，故事也引人入胜。本以为是神作，然而三个不可能犯罪里有两
个伪密室的解答相当凑数，动机也牵强
49、动机有点让人跌破眼镜。不过真正称得上是诡计多端，不在场证明做得出众。
50、“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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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作为西村四大名作之一。叙述上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多条侦破线平行进行，以破案者的位
置思考，不断去伪存真，抽丝剥茧。 这样的叙述方式再配以作者细腻的描写，以及一些对于日本地域
的人文气息的描写（例如对日本东北方的地域特色、居民的性格特点的描写）都让本书可以一读。 要
说缺点的话就是轨迹不是很刁钻吧，很普通的时刻表诡计；再就是动机简单了点儿，完全就是作者想
怎么编出来就怎么编，不过寄信出错倒是很有些创意！
2、1.叙述还是作者一贯的风格，多条侦破线平行进行，以破案者的位置思考，不断去伪存真；在结尾
处缩小范围，暗示罪犯。2.描写细腻，例如表达青春时代的友情、东北人去上野站流连而不上车以体
味故乡的气息、文中不断出现的思乡的感情、各个人物独特的性格等等。3.两个伪密室可以猜到半个
左右；在读到宫本“弄错了”的话的时候我猜到了动机，感到十分惋惜。本来是不该发生的悲剧。另
：中国人读翻译过来的文字似乎不大容易体会原文的语气。4.关于动机：似乎归结于性格，这样就不
能突出社会矛盾才是本质原因。5.七人之外的人是否与此案有干系？这一点也可以猜到一些端倪。6.有
些网友评论说诡计不够刁钻，我倒觉得不论是不可能犯罪还是密室，其真相本来就复杂不到哪去。追
求诡计精巧并无太大必要，而且和现实情况相差也较远。解密的调查过程、思考过程和描写社会图景
、揭示社会矛盾才是最重要的。7.武士道精神不是什么好玩意，典型的封建意识形态。玻璃心+报私仇
（柯南就是典型的武士道教科书）8.人们确实不熟悉时刻表，而且时刻表终将被尘封，但这并不妨碍
作品本身。大侦探婶儿了克·猴肉么四经常通过观察判定细节和案情、包括判断各种人的职业；在今
天情况已经大大改变。前者被法医、现场侦查等所代替，而后者虽然也可以做到一部分，但凭肉眼完
全判断人的职业已经很难。但这并不妨碍猴肉么四在侦探小说历史上的地位。
3、既然是杀人的小说，又是一群人，肯定要一个一个杀来才有趣。不过总感觉被杀害的人，有点儿
太客串了，血肉不多，像是一个个叫做“被害人”的道具。两条线索开始，那肯定要有相交的一刻，
协同作案是必然的了。只是那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迸发的情感，就因为一封搞错的信而又有了苗头，
不知算否牵强。
4、推理小说的暴点确有很多，日式推理小说中侧重点确有不同，关于火车上的模式：有以密室破解
为主题，一举击中读者，此类效仿欧美黄金时期居多。亦有另辟蹊径，利用列车站点巧妙安排，这是
日本作家长久制作。剩下则是以伪封闭空间着手，营造时间空隙和不在场证据。西村贵为社会派一代
大师，本作在迷题营造上并没有太多别致之处。但是本作中其将谋杀的出发点--动机抬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每份邮件的陈述，都暗含线索，即使读者心知其中的重要性，在解读时也很难落到最后的答
案。本作风格颇似X悲剧，早早奠定行文路线，告知凶手，却让读者迷惑其间，百思不解，由显作者
的功力。力荐！闲话一句：自己更喜好1991年老版郝玉珍女士的翻译，题名为《死亡旅行》，更加切
合主题。
5、今天一位豆友聊起来日系推理，我说我偏爱旅行列车上的悬疑命案，想起来大概起点就是这本书
了。首先，旅行列车命案依赖于分秒无差的列车运营系统，在如同“密室”一样的空间+时间的 不可
能上做文章，并最终出乎意料。其次，旅行列车的初夜时分总是很美好，似乎这跟我个人经历有关，
不过谁也不能拒绝夜行列车中翻开车窗，窥看流动夜色的欲望。仅就西村这本书而言，他的列车系推
理绝对堪称登峰造极，可以说对那个年代的列车运营真是了然于胸，并且详加规划，并不依靠什么“
偶然意外”，很适合营造“不可能”的密室心理氛围；对里面人物的刻画也是非常的到位，一个个生
动的人物性格各异，各有往事，可以说在列车系基础之上又增加了“荒岛”系才会注重的人物刻画。
然而荒岛系往往只针对于每个人的各怀鬼胎，而不会交代人物的前因往事，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兼美
。最后，对于本书的结构赞下，毕竟是列车系，起点和终点都在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非常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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