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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菓》

内容概要

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变成了密室的教室，每周必定会被借走的书，坚称本应存在的文集并不存在的少
年。以及在名为《冰菓》的文集中所隐藏的，33年前的真实——
尽量不让自己与任何事情扯上关系的“节能”少年折木奉太郎，因为诸多原因而不得已加入了古籍研
究社。之后，受同个社团的成员所托，他接连解开了潜藏在日常中的不可思议谜团。爽朗但又带有一
丝苦涩的青春推理“冰菓”系列（又名“古籍研究社”系列）开幕！纪念碑一般的出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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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菓》

作者简介

米泽穗信，1978年出生于岐阜县。2001年，以本作《冰菓》获得第五届角川校园小说大赛“青春推理&
恐怖部门”鼓励奖出道。主要著作有《愚者的片尾》《库特利亚芙卡的顺序》《绕远路的雏人偶》《
两人距离的概算》《再见了，妖精》《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瓶颈》《算计》等。2011年，凭《折
断的龙骨》获得了第64回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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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菓》

精彩短评

1、只有纸质书能提供最佳的欣赏体验。
2、补充标记，这本实际上原作不算特别惊艳，毕竟改编后更加惊艳的TV前五集咱初看时也只有一种
可以继续追下去的感觉【毕竟推理番很少见，毕竟整个过程里则缺少了一种有起伏的动力，而更多了
一种平铺直叙缓缓道来下的无奈冷静，最后的冰菓的解释第一次还觉得很扯，不过之后回想，也感受
到了叔叔那种无奈的呐喊；
3、技进于道。
4、《冰菓》阅毕，四星。这系列之前看过动画，但动画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不如小说那样个性突
出，导致小说版本更吸引人一些。这系列以轻推理为主，十分适合闲暇时间阅读。
5、动漫画风超赞 原著也很喜欢
6、喜欢的不得了，怎么办啊
7、还是动画好看些
8、我觉得比起主角是死神那种，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日常系列的推理。非常日本的故事。话说我现
在才知道有动漫，滚去补动漫了。
9、很喜欢抽丝剥茧的推理方式，不过也只有日常推理能这么干了。奉太郎很豆瓣了，我喜，以后就
自称节能妇女了。看看可爱的女孩子怎么了！
10、看过动画之后会感到小说的失色
11、五本终于全读完了⋯⋯好想要一个折木君
12、看过小说觉得动画做的太好了，火车上看完了两本半书
13、古典部部员众一系列故事的开端。其实个人觉得动画和小说的风格有点不像，但我对于两种风格
都很喜欢。看原著小说能读到一些在动画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有意思的地方。
14、一般般，四星给遗言。
15、冰菓 Ice cream I scream
16、冲着日常和动漫看的，一般，人物刻画得有些符号化，最后的真相只能付之一哂了。青涩的出道
作，与北村薰《六之宫公主》诚不能比，文笔与内涵的差距吧。对于书而言，青春还是太轻了，即使
是从灰色迈向玫瑰色的青春。即使是“十年后一定不会后悔”的青春。三星半。“The niece of time”
17、日常推理也不要这么黑暗吧？
18、轻度推理，动画搭配小说食用更加。
19、读完之后充满了那种惊喜的感觉，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小说!
20、读这本主要还是带着动画的好感吧 觉得大家一举一动都特别可爱 我还是很喜欢I scream这个谜底
的
21、抽烟的学长你不累吗？
22、比期望值还是低了一些，我不太适合看动漫小说，这种行文形式看起来比较奇怪。
23、文风实在太喜欢了，玫瑰色的校园生活。
24、想看看动画
25、很好看，虽然是推理又不乏描写高中生日常生活的细致。感情如涓涓细流，蒙着雾气，却又让人
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应该在一起。只是居然没后文了，悲桑⋯⋯
26、有能力者的不自觉是对无能力者的讽刺。
27、平淡的日常推理，没有惊人的内幕，也无凝重的隐情。几个小推理也较为一般，当作校园轻小说
看看还算过得去。多年前的秘密就是个噱头。“冰菓”的含义，实在难见多高明。仅此而已吧。
28、广从小说的角度来说，让人感觉角色形象不是很鲜明，光记得书中描写的千反田的大眼睛了。每
次都会脑补出动画形象和声优的配音⋯讲道理，还多一分京阿尼的友情分。三分不能再多！不知道后
面四本会不会有改变。
29、小说第一卷是动画的1-5集 
30、niece of time
31、KANYA！
32、曾几何时京阿尼的人气之作，心血来潮拿原作读。虽然早就已经知道答案，依然被冰果这个名字
的来历震慑住了。原来还蛮期待后面在老家樱花树下的告白，结果看来是动画的原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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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菓》

33、比之各种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推理小说，《冰菓》系列口味相当清淡，没有杀人事件、心理变
态、政治阴谋，所谓推理是对生活中一系列让人略觉疑惑小小事件的解谜，是以校园日常为背景的推
理小品。
34、日常之谜加青春推理等于米泽穗信，很有生活感，想想在日常中解开的一些谜语成就感爆棚啊，
好奇心真是一件很好的事呢，不过要是太好奇了也不好。
35、偶然间在图书馆看见了，想着看看与动漫版有什么区别就借来看看，无聊可打发时间。
36、小说的描写别有一番风味，有些地方甚至比动画还细，比如KANYA 文化祭的社团一句话介绍，
每个都列出来了。更有一种让读者亲身参与解谜的感觉。
37、有 好故事
38、十分有趣的作品！校园、青春、推理等诸多要素完美融合！故事平淡却有回味！
39、看了动画回来补小说，动画超喜欢看了三遍了，百看不厌。小说也很不错，能看出动画做了一些
改动，但改的很优秀。小说方面，必定是轻小说，感觉不够细致，但也依然很喜欢，平平淡淡的日常
40、讲的是校园推理故事，推理浅显，故事简单，但叙述详尽，虽略显冗长但并不觉得枯燥。4位主角
特点分明，各有所长。男主崇尚节能，但还是被姐姐和女主从灰色拉入了玫瑰色的青春生活，果然这
样的高中生活才有意思。讲的是校园推理故事，推理浅显，故事简单，但叙述详尽，虽略显冗长但并
不觉得枯燥。4位主角特点分明，各有所长。男主崇尚节能，但还是被姐姐和女主从灰色拉入了玫瑰
色的青春生活，果然这样的高中生活才有意思。只是最后也不知道，女主的舅舅到底怎么样了，女主
去上了舅舅的坟没有。
41、标题暗号推理真有趣～
42、简单的日常推理，即使是主线剧情的推理也很轻松，没有那种“密室杀人事件”“引爆炸弹”的
紧张感。闲来无事消遣着读一下挺好。
43、讲道理，故事和叙述都不吸引我，室友给我看的书
44、日常推理轻小说。
45、有悬疑的样子和气氛了。给人很多思考，不过人物太二次元了。
46、2017-04-03 时隔多年，早看完动画版的我，想要重新看看小说，只是单纯的想念千反田与折木了
。二 ☆ 楔子。一点点日常推理 三 ☆ 物尽其用 五 ★ 不协调感推测出隐藏的动机 六 ★ 全文重点，头脑
风暴似的安乐椅推理，不过感觉一般 七 ☆找人问属于犯规哦，ice cream 谐音梗破解  一、四、八、九 
剧情推进，非推理
47、灰色被带成玫瑰色。
48、讀這本書大概是高中時候的事情了，看了《冰菓》的動畫於是買了小說。感覺和動畫還是有蠻大
區別的，除了折木。
49、相当不错的日常推理&青春小说
50、看过原著之后，更加佩服tv版对于千反田好奇心和最后揭开冰菓之名秘密时的表现，抓住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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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菓》

精彩书评

1、昨夜看《热风》，有一则《即小见大》，说：“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
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期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
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注曰：“1922年10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
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发生风潮。该校评议会议决开除学生冯省三一名。其实冯省三只是风潮发生后
临时参加的，并非真正的主持者。”
2、人物大体说来，《冰菓》系列塑造了主要四个人物，即折木奉太郎、千反田爱瑠、福步里志、伊
原摩耶花，这四个人物在第一作即全部出场。但也许是看过动画的我先入为主，这本书里的人物描写
我觉得没有纳兰说的那么不堪，里志和伊原的性格也比较鲜明。这四个人的组合也突破了传统小说中
笨蛋助手叙述，天才侦探主导的模式，而是由最聪明的人直接叙述，同时另外三人从旁辅导。这一模
式在本书后部的“古籍研究社过往”中体现的由为明显——三人提出证据和假设，并进行讨论，最终
由主角得出结论。在这一情节中，多次由里志和伊原进行反驳或者从旁补充，浑浑噩噩的折木反倒是
最后才突然发威。作者又想从这些人物中说明什么呢？我觉得作者最终落实的意图在书中的“玫瑰色
”与“灰色”的关系上，秉持节能主义的折木被三人拉向玫瑰色的高中生活，却又踌躇着不知道是否
真正适合自己，直到最后才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各种清闲的自由的时光早已过去，玫瑰的日子恐已不
在，唯留灰色的天空却依旧令人期待。希望来者能享受更加纯粹的玫瑰色生活，因为这轻快的年龄，
自然要体会轻快的事。情节书中前几卷各自出现一个小谜题，并被主角迅速化解。但这些小谜题的解
开也在一步步加深主角团队之间的关系，并且从各个角度给最后的事件提供线索。最后的事件篇幅远
超前面的短篇。这种介于短篇集和长篇之间的写法比较讨巧。作者要着重体现的是最后一个事件，所
以写成纯粹的短篇连作自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写成长篇，缺少联系的主角团队让情节很难展开。
我不清楚这样的写法在轻小说中是否出现，但在短篇集中我可以想起《死亡草》的前面案件使侦探最
后得到了充分的信任，《解体诸因》中最后百川汇海让人耳目一新。同时，有心的各位必定注意到本
书的时间延伸相当长，从开学到期末考试，再到暑假。也冲淡了日常之谜出现的频率。毕竟如果在很
短的时间内校园内的各种日常之谜接连发生——即使这些谜题都是好奇心旺盛的千反田发现的——也
会让人觉得不太自在，同时也会过于色彩化高中生的日常生活，毕竟社团活动再丰富，学习也是不能
丢的，世界各地应该都是这样。推理本书所写都为日常之谜，毕竟生活中发生谋杀的概率实在是太过
小，所以这样的谜题让人觉得十分亲切。同时这对作者观察生活的角度有着一定程度的考验，毕竟不
能写的过于明显露骨让人一眼看穿，更不能故作高深或无中生有。本书算是比较好的做到了这一平衡
。有心人可以看破书中的谜题，而这些谜题的解答也真实自然，让人觉得有可能在身边发生。书中每
一案件的线索可以说是交代清楚，虽然某些推理在逻辑上存在跳跃性，但总的看来依旧是在可以接受
的范围内吧。另外，我也同意，关于最后的留言相当巧妙。简单直接，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想象力才能
猜出这是什么意思，但一旦看破就觉得不会有第二种解释。顺带一提，有人曾提出标题下的英文
“The niece of time”虽然看上去很像《时间的女儿》，也能让人回忆起“真相是时间的女儿”，但实
际上属反讽。因为若非奉太郎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一段历史就几乎要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动画化
冰菓的动画化是相当成功的，不仅体现在动画对原著的还原上，也直接掀起《冰菓》热潮。简体《冰
菓》的出版很难说与动画《冰菓》的成功没有联系。动画里的人物形象贴近人物，让我读原作时脑海
中还可不停映出动画片段，不过无法很好的顾忌折木的心理过冬。同时京都在《冰菓》中还加入了不
少的动画情节来反映往昔的故事或者思想，非常贴切可爱，而且效果十足。情节方面动画稍好于原著
，最为突出的一场在最后的解密过程中，动画里的气氛以及人物描写细腻感人，原著把重心放在了真
相上，作者也笔力稚嫩，没有动画中的那种感染力。所以各位有闲心的同志还是可以去看看动画的。
3、只看了动画片。这是一部脑筋不好使的人看了会很崇拜折木的故事。节能定理，还有被玫瑰色渐
渐浸染的灰色生活。每个案子都能给人很不可思议，又觉着理所应当的感觉。和所有关于社团的动画
片一样，学院祭似乎成为了主要的线。这个看似恶俗情节却发生了些不俗的事情。ice cream=i scream  
这个解释让我觉得很惊叹。冰果开始看的时候，一直就在猜测它的意思。但最后还是折木给了我答案
。
4、虽然本作带着推理的标签，其实上并没有多少推理。在推动“节能”少年折木奉太郎去推理的过
程中， 千反田爱瑠（吃蛋挞）居功至伟，但是你可以发觉折木越来越主动。作者并没有将推理写的多
出彩，在书中被折木的改变所吸引。折木和其他处于高中的学生一样，想着摆脱在初中的种种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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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菓》

中二），却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梦想是什么。就和牛姨在银之匙中八轩一样，他们并不
知道。八轩是在整个农高中的环境下，发现学业并不是唯一的方向，但是农业真的是他所想要做的吗
？加入某种社团，在社团的环境下，大家互相影响对方，有人变成了回忆，有人发现自己的特质在此
，找到青春，以此为生。折木恰恰是在吃蛋挞的推动下，发现了自己的特质，他对这种工作得心易手
，乐在其中。结果就是，越来越主动，因为这是他现阶段最想要的。一个人能够找到自己的特质是多
么的幸运，特别是在吃蛋挞的帮助下。去使用它，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这种成就感使“节能”的折
木奉太郎越来越不“节能”，在这种情况下，折木成长了。感谢京阿尼，并没有在推理上着墨更多，
这种成长的故事，才是让人想看的青春。作者写推理，结果变成这种属于歪打正着，就按这个思路写
下去吧。让我们不仅仅能看到折木奉太郎的青春故事继续，也看到吃蛋挞、福部里志和伊原摩耶花的
青春故事。“我很好奇。” 
5、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变成了密室的教室，每周必定会被借走的书，坚称本应存在的文集并不存在
的少年。以及在名为《冰菓》的文集中所隐藏的，33年前的真实—— 　　 　　尽量不让自己与任何事
情扯上关系的“节能”少年折木奉太郎，因为诸多原因而不得已加入了古籍研究社。之后，受同个社
团的成员所托，他接连解开了潜藏在日常中的不可思议谜团。爽朗但又带有一丝苦涩的青春推理“冰
菓”系列（又名“古籍研究社”系列）开幕！纪念碑一般的出道作!! 
6、先看的动画再看的小说。当初动画看完就一直想找小说来看，结果过了半年才真把这本看了。和
动画细腻精致的刻画相比，小说非常简练，前两个“案子”做了点铺垫，然后直奔主题，调查、分析
、交流，然后主角推理一番，得出了结论后小说就飞速地结尾了⋯⋯所以人物上的刻画不是太够，不
过还有续篇。其实千反田的经历和她的感受都是相当个人的东西，了解了全部真相也不明白她为什么
哭泣，不明白其它人的叹息的情况也很正常。《冰菓》并不是想把什么东西告诉读者的故事，只是简
单地把什么东西呈现出来，它戳到了我，而且戳的非常深。关谷纯作为替罪羊，被冠上了本应不属于
他的罪名，成为了学生抗争的牺牲品，最后他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本应是“蔷薇色”的青春，留下了
名为“冰菓”的刊名。时光流逝，如果不是千反田执意去寻找答案，如果不是社员们的积极配合，如
果不是折木有这个能力，这件事只能埋在那一辈人的心底再也浮不出水面。蔷薇色也好灰色也好，这
段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终将被遗忘，“kanya祭”这个太过讽刺的名字却流传了下来。不过这也无妨，
他存在过，生活过，体验过，思考过，然后呐喊过，即便这“呐喊”没有声音，它也是一个并非是行
尸走肉的人，青春的证明。
7、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变成了密室的教室，每周必定会被借走的书，坚称本应存在的文集并不存在
的少年。以及在名为《冰菓》的文集中所隐藏的，33年前的真实——尽量不让自己与任何事情扯上关
系的“节能”少年折木奉太郎，因为诸多原因而不得已加入了古籍研究社。之后，受同个社团的成员
所托，他接连解开了潜藏在日常中的不可思议谜团。爽朗但又带有一丝苦涩的青春推理“冰菓”系列
（又名“古籍研究社”系列）开幕！纪念碑一般的出道作!!
8、尽量不让自己与任何事情扯上关系的“节能”少年折木奉太郎，因为诸多原因而不得已加入了古
籍研究社。之后，受同个社团的成员所托，他接连解开了潜藏在日常中的不可思议谜团。爽朗但又带
有一丝苦涩的青春推理“冰菓”系列（又名“古籍研究社”系列）开幕！纪念碑一般的出道作!!
9、当时先看的动画，脑海中已经产生了声画同步的画面感。知道这只是讲关谷纯这一个故事，也是
最初让我迷上奉太郎的故事【悠一君也有很大作用~看文字的时候真的脱离不开动画的感觉，因为脑
内会闪现动画里的场景和对话，也许先看书再看动画可能会更好。目前已经看了两遍，看完了之后有
种强烈的想去再看一遍动画的欲望！灰色的人生被渲染了玫瑰色的时候，最后谜底解开的时候，即使
已经知道步步走向也佩服的五体投地，很好看！动画也很好看！ps.书第9页还有某一页有错别字；校
历那点的排版如果是竖着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10、　　 “我很好奇。”　　2001年，当一个名叫米泽穗信的年轻人获得角川学园小说大奖的少年推
理小说&amp;恐怖部门奖励赏时，恐怕没有太多人会想到，这部看似平缓、波澜不惊的作品会在之后
引发销售狂潮，而米泽穗信这位来自日本岐阜县的小伙子，更是经过数年的厚积薄发之后，一跃成为
了日本现今推理小说界的翘楚人物。　　《冰菓》，米泽穗信的出道作，正是这部名字看起来颇有点
甜蜜、梦幻感的作品，将米泽引入了推理的三千世界。当初刚刚面世的时候，其实本作并未收到太大
的反响，这之后米泽推出的续作《愚者的片尾》也人气平平。然而，随着米泽创作经验的积累，并随
着创作其他作品逐渐在推理小说界站稳脚跟之后（先后获得了第60回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候补、第8回
本格推理大赏候补、第63回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候补、第10回本格推理大赏候补、第64回日本推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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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协会赏受赏、第11回本格推理大赏候补、第24回山本周五郎赏候补等多个奖项），人们也开始重新
审视这个作为其创作原点的系列。之后，他又先后创作了《库特利亚芙卡的排序》、《绕远路的雏人
偶》、《两人距离的概算》等数个续篇，使得《冰菓》系列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米泽最
具有代表性的校园推理系列了。　　比之现行的诸多血液横飞的推理小说，《冰菓》系列可谓“口味
清淡”。其中，没有恐怖诡谲的杀人事件，也没有处心积虑的阴谋诡计，更多的时候，是对日常生活
中一些让人略存疑虑的小小谜题的解析。这些常人可能不以为意的小小纠结点，在《冰菓》的故事中
，都成为了主人公们缓解好奇心的源泉，通过分析各种线索，抽丝剥茧，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
虽不惊天动地，却又工整巧妙的真相，或许不见得能让人拍案叫绝，但赚取读者一两个会心微笑，想
必亦非难事。　　推理小说剧情是骨架，包袱则是灵魂。《冰菓》的故事，设定在了日本一所相对普
通的高中——神山高中里，并且围绕着社团“古籍研究社”展开。写实的背景使得不论是剧情还是包
袱都不太可能有什么天马行空的表现，但就是这种看似平淡的写作手法，更能见得作者的工夫与技巧
。米泽很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发掘灵感，任何角色一个小小的动作，都能成为他推理的源头，他为读者
展现的是非常纯粹的推理过程所带来的乐趣，没有夸张的外表，只有单纯的追根溯源的爽快感，可谓
另一种意味上的华丽。一场场简单直接的头脑游戏连续上演，让读者应接不暇之余，已经深深地沉迷
于遍布谜题的神山高中日常生活之中了。　　虽然推理故事往往不太注重人物的描写，但是作为一部
舞台定在学园之中的作品，面对势必数量众多的年轻读者，魅力角色的塑造依旧是很有必要的。米泽
从系列的第一集开始，便在这方面颇下苦功。不论是以“我很好奇”为口头禅的好奇心化身女主角千
反田爱瑠，还是秉承节能主义却屡屡被拖入事件之中的男主角折木奉太郎，抑或是自称“资料库”，
从来只提供建议而不总结结论的福部里志⋯⋯每个角色的存在感都极其强烈，一言一行均跃然纸上，
给人深刻印象。使得读者在读毕故事之后，感慨情节安排巧妙之同时，也会对于各个角色精彩的表现
产生深深的代入感。毕竟，本系列虽然主题是推理，但有充裕着一种青春时光独有的青涩与喜悦感，
这对于几乎每个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来说，都是心有戚戚焉的吧。将青春文学与推理文学加以糅合，
也是米泽在创作伊始的一个大胆尝试。　　现在看来，这种尝试十分成功。2012年的动画化，将《冰
菓》系列的人气推至了顶点。这部由日本京都动画公司制作的作品，制作阵容华丽异常，一经播出，
好评如潮。与作为纯文字作品的小说不同，动画依凭画面与声音这两个媒介，除去剧情本身以外，也
非常强调角色本身的卖点。而米泽早在小说原作中就苦心营造的角色魅力此时进一步大放异彩，配合
豪华到炫目的声优阵容，再一次证明了当代Mix Media其无可匹敌的感染力。可以说《冰菓》动画的成
功，不仅仅是小说本身的成功，也是奉太郎、千反田等一干角色的成功，而这一系列成功的缔造者，
自然便是《冰菓》之父——米泽穗信了。　　动画的成功进一步也刺激了小说的销量，截止今年年初
为止，原作小说系列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50万。更有甚者，日渐膨胀的狂热粉丝群之中更是出现了“圣
地巡礼”的现象，作为小说中舞台原型的日本岐阜县高山市，近年来迎来了大量的读者观光客，大大
刺激了该地的旅游产业。作为Mix Media的末端衍生，这可谓是未期之喜吧。　　 如今，《冰菓》的
故事依旧在继续，已经功成名就的米泽穗信，其创作手法也较之往日更加成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他所构建的日常之谜，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地带给我们新的头脑挑战——与惊喜。
11、看完了冰菓第一集，很奇妙的感觉，各方面来说，这本书的内容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简单到无
法吐槽的解谜桥段，大段大段毫无意义的文字表述，却能让人一路追读完成。很奇妙，确也印证了高
销量的事实。“冰菓”，一个英雄的舅舅留给侄女的谜题，贯穿这一集故事的始末，传承的是一份勇
敢的信念，ice cream = i scream，简单，直白，却在意料之外，那一刻确实是有温馨和感动。暂且期待
下在路上的第二集吧
12、老人曾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如此厚黑的民间谚语，在当年又岂是人人争当三好学生
的无知正太能够理解的，在那个除了“十万个为什么”就乏善可陈的年代，四大名著简直就是中国少
年的标准课外书。 现在想想，吴承恩《西游记》就是一部标准都市职场奋斗记，《三国演义》实乃集
中华五千年文化之精髓的谋略大全，《水浒》讲的全是对抗体制的呐喊，唯有剩下的那本《金瓶梅》
堪称青少年生理卫生入门，让人获益匪浅。在一步一回头的大叔之年遇到《冰菓》，不免让人有一种
小儿读红楼的错位喜感。《冰菓》以及之后的《愚者的片尾》，与其说是推理小说，不如把它当成文
字版的恋爱养成游戏，以灰色节能少年为第一视角的主人公，在玫瑰色校园里和好奇大小姐展开的告
白故事，在看惯了杀人、连续杀人以及大屠杀的校园推理后，连割破手指头贴上OK绷都没有的《冰
菓》从头到尾都给我一种重玩《秋之回忆》的错觉。在流行集体缅怀曾经的季节里，早已长满蔺草的
青春墓碑之上，烧一本《冰菓》以作祭奠真是再合适不过。“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本轻小说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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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横亘千古的悲凉，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去读《脑髓地狱》吧~
13、嗯，只看了动画化的，不过呢，一般能被出成TV版或是电影之类的作品，好评如潮的话，除却本
身的拥簇读者，那么本身自带的魅力和内涵也是最值得说一个“赞”的。可以说冰果一校园作舞台，
更贴近了部分年轻读者的生活，同时也无形中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挑战，因为更贴近生活化的故事设定
，怪谈和玄幻就不能融入太多，故事不拖沓，奉太郎的推理都是由周边的细枝末节入手，不脱离实际
，不瞎掰，最重要的是尊重读者智商。
14、大陆版第一时间的阅读体会与感受《冰菓》原本我以为是类似阿加莎的《死亡草》或者宫部美雪
的《继父》（尤其是后者）那样的用几个公共主角的日常生活与交往串联起来的长篇外套下的短篇集
。不过这种现象仅限于第一卷的前四章。第五章开始直到第一卷尾，都是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吃蛋挞
她舅舅当年冷落蛋挞君，而给她留下的“童年阴影”之事。而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提出来，之所以能解
出来，则依赖于前四章这些个不起眼的小故事里，作者反复强调的蛋挞君表现出的好奇心以及折木君
表现出的解谜能力。说实话，米泽穗信这个出道作终究只能归为“校园青春文学”，顶多算“带有一
定推理元素的校园青春文学”，和恩田陆出道的《第六个小夜子》是一个原理。《冰菓》的推理其实
是做得不好的，所谓“推理”，我觉得更应该被成为“观察力”。这几个小谜团，包括5-9章蛋挞舅舅
的谜团，其解答都依赖于生活中“观察细心”，观察并意识到这些个问题，并临场能联想得到，谜团
就能解出，观察不到这些东西，纵然有林肯莱姆的智力和技术手段，也不好破解。折木奉太郎并不是
推理好手（这点他自己也承认，虽然观众都普遍会觉得他是自谦），不过他是比较厉害的“观测者”
。不过私以为，前中盘，恩田陆的小夜子写得比米泽穗信的《冰菓》要好看（不过小夜子结尾收得非
常草率而坑爹）。米泽穗信写冰菓第一卷时，毕竟只有23岁；文笔稚嫩，花招简单，人物形象普遍乏
味问题显而易见。——而文笔、布局上的花招、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米泽穗信成名之后却成为了他的招
牌绝活，这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再说冰菓的主线故事：冰菓第一卷，其实从本格眼光讲，并不是很
合格，能够称道的地方也就是5-9章主线故事的那个留言诡计（类似“临终遗言”），这个谜语质量很
高，属于解答起来很通俗易懂，但要破解不怎么简单的那种。私以为和奎因《他生命中最后的女人》
以及《X的悲剧》里面那两个临终遗言的质量是同一水平级的。不知道这个谜语是不是米泽穗信首创
（因为记忆中似乎有些即视感，好像是新东方的老师讲过），如果是，这可是相当了得的了。看来先
看小说再看动漫是非常明智的。正如前面几位冰菓吧的童鞋所述，角川喜欢把卖得不好的书丢给京都
做成动漫，而京都总是能很好完成任务。冰菓的动画之强毋庸置疑，因此若是先看的动漫，目测我再
看原著没准会摔书（仅限第一卷），即使不摔也可能像《fate zero》那样，辛辛苦苦买了书却束之高阁
（老虚主刀的FZ非常紧凑，但FZ的轻小说却很拖沓，很喜欢无病呻吟）。——除了蛋挞君和她舅舅，
其他几个人物，包括男主折木奉太郎，全部都苍白得很，宛如大号的路人甲路人乙。虽然说折木奉太
郎故事里给他的定位是灰色的人，一个很不惹人注目，不喜欢交往，无比中庸的人。但作为小说的作
家，你不能在小说里把主角真写成灰色的人，不能因为角色是不惹人注目、看过忘的人，你就真把他
写成不惹人注目、看过忘的人。推理小说名作里，太多太多的凶手是不惹人注目的、看过忘的中庸角
色，但这些名作里，凶手的存在感却往往是很强的。远的不说，最近两年看的《恶魔的泪珠》里面的
“掘墓人”和《燃烧的电缆》里的“驭电人”也是类似折木奉太郎这样的灰色的节能主义者，平时极
不惹人注目，就算走在大街上，也不会被人记住相貌。但掘墓人和驭电人却是上两部作品中最能给读
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这些印象虽说有小说逆转崩坏时呈现的强大诡计的功劳，但更多的是因为作
者塑造他们的时候花费的心血。类似的角色还有阿加莎笔下的马普尔小姐（无比中庸的乡村老太婆）
、森村诚一《人性的证明》里被戴绿帽子的窝囊废柴小山田武夫、《X的悲剧》里面那位凶手等等，
太多太多了。角色性格中庸不是理由，作者欠火候才是真理。米泽穗信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3岁，比我
现在还年轻两岁，这个年龄有这等功力我相当佩服。10年后，他以33岁的年龄砍下推理协会奖也丝毫
不必惊讶。不过尽管如此，终究是出道作，而且打着的旗号是校园青春小说，文笔和叙事明显显得有
些稚嫩，人物塑造和各种描写的功力和他后来的作品《寻狗事务所》是没法比的。冰菓第一卷发表
于2001年，但折木奉太郎和千反田爱瑠大红大紫却是2011年京都动画放映之后。我入门推理也有6年，
相信吧里大部分朋友也同我一样，是冲着动画的鼎鼎大名，而不是因为是米泽穗信的出道作而通过各
种渠道了解甚至看了《冰菓》。平心而论，这本作品中，我本以为折木奉太郎和千反田爱瑠的人物形
象至少应该比不是以文笔见长的绫辻行人笔下同样被翻拍成动漫的《another》原著要强很多，但结果
发现，就主角刻画而言，another原著甚至还做得比冰菓原著（限第一卷前四个故事）出色。至于案子
，都是小把戏。写得好像是本格的谜面，解答都是极为简单的一分钟破案型，很像两个月前我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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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理小说《犯罪界七大奇迹》。不过犯罪界七大奇迹谜团华丽到天上，解答可行性又极低，属于飞
得高跌得惨的落差型坑爹作。冰菓由于不是谋杀案，谜团虽然伪造得像本格谜团，但本质上这些谜团
属于生活谜团，作者没有像霍尔特在七大奇迹中那样往天上吹，解答可行性又很高，因此落差感不是
很强，顶多算是平淡+略失望。生活中发生的几率比起其他推理小说（比如谋杀）大得多，但即使真
发生了，平时多多观察的人通常是能想通其中原理的。吧里去年有两位女生，看了TXT或台版，以“
解答坑爹+极度失望”给这本书豆瓣两星或一星的极端评价。这个说一说，《冰菓》如果是名侦探系
列的凶杀案短篇，这等程度自然只能给一到两星。不过人家既然没有把谜团往天上吹，又是校园小清
新风格，那么不能用衡量阿加莎、卡尔、东野、霍尔特的标准来衡量这一本。打一星怕是有赌气因素
在里头。前三个故事如果是以我对日常推理的要求来衡量，我最多给三星。最后一个故事虽然质量高
不少，而且有个还不错的“临终遗言”，不过它已经是长篇故事的范畴了，我们拿对长篇推理的衡量
要求来衡量第四个故事，它依然是中庸的。考虑到：１.后面还有五个故事，２.这个米泽２３岁写的
，３.这本本来就定义为校园清新故事。因此，我也不给更极端的评分，我认为三星是比较中肯的。最
终评分：情节：77（中等略上）谜团与诡计：75（字谜遗言诡计有看点，其余日常生活的小谜团意思
不大）推理与解答：73（推理很短且平淡，解答倒是很不错）逆转与意外：77（有逆转有意外，但水
平趋于普通）文笔和人设：74（文笔不好也不差；吃蛋挞和她舅舅塑造得不错，但也就不错而已，离
“传神”距离很大；其余角色包括折木在内，都是基本功程度）总评：376结论：介于一流下与二流上
之间（380以上是一流下，380以下是二流上）同分数段的类似作品：九九神咒、云中命案
15、当时先看的动画，脑海中已经产生了声画同步的画面感。知道这只是讲关谷纯这一个故事，也是
最初让我迷上奉太郎的故事【悠一君也有很大作用~看文字的时候真的脱离不开动画的感觉，因为脑
内会闪现动画里的场景和对话，也许先看书再看动画可能会更好。目前已经看了两遍，看完了之后有
种强烈的想去再看一遍动画的欲望！灰色的人生被渲染了玫瑰色的时候，最后谜底解开的时候，即使
已经知道步步走向也佩服的五体投地，很好看！动画也很好看！ps.书第9页还有某一页有错别字；校
历那点的排版如果是竖着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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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冰菓》的笔记-第1页

        看完动画还是很想看看原著的。
ice cream  冰果  → I scream 我大声的呼喊。

2、《冰菓》的笔记-第195页

        　　话说，我前几天和朋友一起去吃寿司了。在享受完与价钱相符的美味之后，我坐上车子准备
回家。但是不知为何，负责开车的朋友却迟迟不肯发动。

　　由于正值用餐时间，不断有车子开进停车场来。我们赖在这里不走是会给别人添麻烦的，但是不
管我怎么催促，朋友依旧是面带暧昧的笑容，就是不肯将车开出去。

　　我那个朋友并不是喜欢恶作剧的性格，平时是个非常踏实稳重的人，唯独那一天，真不知道他到
底是怎么了。

　　事情的真相请容我留待下次再说。希望还会有下次。

　　那么，今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了。

　　　　　　　　　　　　　　　　　　　　　　　　米泽穗信

－－－－－－－－－－－－－－－－－－－－－－－－－－－－

作者你⋯⋯

3、《冰菓》的笔记-第115页

          我们沿着河边道路朝上游骑去，穿过城区 ，在住宅之间的农田地带暂时停车，到烟草店的屋檐下
躲避火辣的阳光。我拿出背包里的毛巾擦了一把汗，稍事休息。
  啊啊，这汗流得真畅快啊。
  我才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人类不采取行动就无法达成目的呢。我的情报革命还未
成功，同志们仍需为我努力啊。棒太郎的心理活动都超有劲 这段是代表性描述之一 狂戳萌点233

4、《冰菓》的笔记-第116页

        　　我们沿着河边道路朝上游骑去，穿过城区 ，在住宅之间的农田地带暂时停车，到烟草店的屋
檐下躲避火辣的阳光。我拿出背包里的毛巾擦了一把汗，稍事休息。

　　啊啊，这汗流得真畅快啊。

　　我才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人类不采取行动就无法达成目的呢。我的情报革命还
未成功，同志们仍需为我努力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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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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