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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魅之雫（下）》

内容概要

曾与“京极堂”同为历次事件侦破主角的玫瑰十字侦探社侦探榎木津礼二郎也成了事件的引发中心—
—向他提起婚约的三户人家，相继毫无理由地离奇退婚，其中来宫家婚约对象的妹妹来宫小百合更是
诡异地陈尸神奈川大矶海岸。尸体无损无伤，经法医鉴定是死于剧毒。
毒杀案接二连三地发生。
在东京江户川区的河边发现了死因相同的男性，而正当警方认为这名男性之死与小百合之死之间存在
着某种似乎必然又隐秘的联系着手调查时，平冢也发生了毒杀命案，死者是宇都木家的千金小姐，也
曾是榎木津的婚约对象，不知何故从东京避走平冢，并被毒杀。
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无论警方还是侦探根据有限的线索而锁定的嫌疑人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因
连环毒杀案而丧命的人数，不知不觉达到了6个。整个事件渐渐演变得如泥潭、如深渊，令所有介入
其中的人困惑和深陷。大家都追踪着那个装着“邪魅之雫”的剧毒小瓶，而这黑色的一滴，在不知不
觉中牵引、召唤着所有人。
这是京极夏彦“京极堂系列”的又一部长篇推理小说，却也是从内容与叙事风格讲最突破京极“本色
”的一部小说，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以往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妖邪鬼魅退场，京极还原了推理小说的
朴素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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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魅之雫（下）》

作者简介

京极夏彦1963年3月26日出生于北海道小樽。在成为作家之前，原本是平面设计，业务内容包括书籍的
装帧等。他在工作之余，写下了处女作《姑获鸟之夏》，而于1994年出版的此作如今已成为推理史上
的不朽名著。1995年出版的《魍魉之匣》只是他的第二部小说，就拿下第四十九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
奖。
百鬼夜行系列小说人物设定鲜明、布局精彩，架构繁复，举重若轻的书写极具压倒性魅力，书籍刚出
版便风靡大众，读者群遍及各年龄层与行业。在由他亲手开启的这一轮推理小说的太平盛世里，京极
夏彦无疑尽得轻、快、准、简、繁之粹。
系列小说作品除了百鬼夜行系列之外，尚有巷说百物语系列。《后巷说百物语》让京极夏彦拿下
了2003年第130届的直木奖，成为他的另一个高峰。除了小说系列创作外，京极夏彦更参与妖怪专门志
《怪》的封面设计、装帧、妖怪研究，和小说连载。别人难以模仿、难以企及的作品，对他来说只是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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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魅之雫（下）》

精彩短评

1、一早就能猜出的结局。
2、结构浅显易懂，抛却细节不谈，实际探讨的问题就是认知与世界的关系；各方面素质都马马虎虎
，达不到系列平均水准。没有任何人得到救赎的故事，读后倒是有种沉重的充实感。
3、喜欢
4、这本确实质量平平⋯幕后黑手太显而易见了，而且招人讨厌。还好大侦探最后那句话说出了我的
心声，不愧是男神。哦，顺带还明白榎益cp到底是怎么来的了23333
5、死循环和爱情故事
6、情杀真可爱啊。新系列线索变多了，手法也很容易猜了，看见大家成长很有趣。
7、太一般了
8、京极老师这本根本就没怎么耀学了还能磨磨唧唧写2本厚也是⋯牛逼呀。不够劲啊啊啊啊啊
9、果然京極堂系列最喜歡的還是《鐵鼠之檻》⋯⋯經歷了這些估計榎木津以後不會再相親了吧⋯⋯
10、再过5分钟 我就会不记得谁是因为什么而被谁杀死的了
11、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个小世界构成了大世界。这起案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参
杂在其中的谎言就是推力
12、真不忍心不给满分。。。但觉得巅峰之作还是《涂佛之宴》
13、全书35万字，挤掉水分大概3万字能完事，最有希望得诺贝尔奖的推理小说家？呵呵⋯⋯
14、这个系列好像涂佛之后就变得大胆脱线了⋯⋯犯人诡计动机全亮出来不说连炫学都少得惊人，阅
读体验也不是很好。京极你怎么了⋯⋯
15、总算读完了京极堂系列已经引进的长篇！喘口气，再追各种短篇。
16、虽然真的蛮喜欢京极夏彦，但还是花了将近一个月才啃完这本⋯⋯侦探不出场就没有阅读的动力
，连京极堂也之外最后的最后才出场，还搞了个莫名其妙的幕后黑手，三分为感情，不能更多了= =
17、这一本的结局是满意的，似乎回到了最初的感觉
18、#京极堂系列简中阅毕# 上次看京极堂系列还是陪媳妇做孕检的时候了，时间过得可真快。不过也
是因为阵线拉得太长，以至于读这本时已经没啥感觉了。总觉得像【鸟】和【匣子】里的那种阴郁感
和妙句再也读不到了。京极堂从此走下神坛
19、这种情节对这种角色的塑造者真是无法抵抗的诱惑呀。虽然说。台也坍了。搁笔吧。
20、榎木津礼二郎居然有情史！！！
21、说到底，还是没有妖怪，一切都是人心作崇，不管所有的阴谋，当然，本书介绍了当年的731部队
，也是一大亮点。
22、没猜到结局
23、太墨迹
24、京极：“你们是我写过最差的一届妖怪！”
25、最后几页薄薄的纸让我之前积攒的不满全都抛到脑袋后面去了。这是一本晦涩阴暗的爱情小说谢
谢；京极夏彦要是写写言情，光想想鼻血都能喷三尺远 （想想结了婚的某人和居然还能正常与女性交
往的某人 （手动眩晕）
26、这部太无趣了，以往的作品看到最后驱魔都有震撼的感觉，被匣中加菜子妖魔化的久保，花雨下
被只认出的络新妇，到了这部，不说核心，连其他爆点都没了
27、读到后半本才渐入佳境，连续杀人事件、连锁杀人事件，嗷
竟然有爱情，没妖怪！
这本比较烧脑子，但是看得挺过瘾的
28、這本是咩，偵探的爛桃花引發的連鎖殺人事件嗎w以警察為中心的一本，很難讀了。
29、关口⋯⋯终于有点骨气了？这好像是个爱情悲剧？精彩程度不下前作，恶念在不同人的世界间传
递，雫推动恶念化为现实。正不胜邪
30、终盘之前都又臭又长；和狂骨一样，读到最后只想说：不要往海里扔啊！
31、继续多线索交叉，用言语导致一系列的故事。
32、人类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大概千差万别，但推动力只需一小滴的黑色邪魅啊~人、京极夏彦还
是擅长这一类啊写什么少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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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魅之雫（下）》

33、系列里难得不喜欢的封面，碎片式剧情，记忆和记录的概念套用了一个故事，和《络新妇之理》
中的层层布局正好相反，和《狂骨之梦》一样难影视化
34、就是线索太多，记不住。
35、熬过的神神叨叨啰啰嗦嗦 至此竟能告一段落了 解谜部分尚可 却再没有初读那几本时的惊艳了
36、在水房的椅子上肝完了...背在墙上蹭了那么久，好累啊【x
37、中规中矩的典型京极堂系列，所以应该算是挺好的。京极堂系列中的仅次于第一梯队
38、京极夏彦惯例的掉书袋，尽管废话连篇，但好歹不算是他最啰嗦的一部。这部和京极堂系列其他
相比，前头给的提示太多了，真相太好猜了
39、京极大叔，您这是江郎才尽了吗？以前京极的废话还是能看的下去的。这次，特别是多视角的心
理描写部分，简直不能忍。结尾平淡无奇，看完了的感觉，一句话“哦，看完了？”
40、草草看完下部⋯太无聊了，结尾更是
41、水滴你MB呀。一中年老爷们用Clamp的口吻喁喁一千页恶不恶心呀。没了妖怪引经据典就彻底漏
出了干瘪和中二。不过也是，若非心理年龄未超过十八岁，一个作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脸写出榎木津
这号肉麻人物吧。
42、榎木津说出那句"太迟了"的时候，躲到卫生间里哭得不能自已。
我终于自由了。
我终于又可以流泪了。
43、多人视角讲诉一个看似无关，实际相关，可是当事人都活在自己世界的故事，读起来累得够呛但
也明白的大概，只是最后京极堂解惑（这回真说不上驱魔）的时候也确实又被洗回脑。糊糊涂涂有点
想起来巴比伦塔的寓言，只是这回参与者各自搬砖却建成了高塔，只不过通往了地狱。PS：榎木津真
的是世界中心！握拳！
44、上册出现“神崎宏美”这个名字的刹那立刻就被我锁定凶手了。加上变换身份的诡计，几乎就推
断出原田美咲是幕后黑手。最后中禅寺梳理的事件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也可以拼凑出来，作者只
是对一些刻意隐瞒的部分进行了补强。所以看得还蛮无聊的。江藤杀害小百合的过程太过随意了吧。
而且结局的余味相当糟糕。
45、这本真的比较普通啊。。。京极大神还是写妖怪主题的比较得我心，但是，我怎么忍心扣一颗星
呢，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一本书啊~~~
46、邪魅无形，萌芽于人心。
47、这回居然没有妖怪传说啊 只是人心的恶念和毒药 除去一些关于自我与世界的理论意外好理解 最
后登场的驱魔失去了原本的分量 还不如结尾有种纯情剧场般印象深刻（果然侦探的情史才是重点）有
种自己长大了不会再被忽悠了的错觉 但同时也产生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忧桑 第一次做了人物关系图
来梳理情节 然并卵并没有料到宇都木的调包（乌龙？）
48、在下半本的后半段，终于渐入佳境。关于历史，传说，故事这三个类别的厘清非常有趣，稍后详
谈。但整体而言，这次的故事结构相对简单，毕竟线性的，比不上网状的不是。一次又一次觉得，京
极堂这个家伙，每次都是给自己的论文搭好骨架以后再编个故事来套的，最初的构思一定是一张结构
图啊。另外说一句，这次的故事有所长进，毕竟是这么多长篇以来难得合情合理的剧情，虽说又长篇
大论了动机无用说，但这次的动机，还真是符合女性的心思。对于夏木津的感情线，还是手下留情温
柔对待了，亲生的角色就是不一样。
49、写得不错啊。构思确实是京极应当前进的方向（布局流的最终归宿），诡计和布局具有某种不可
割裂的一体性，或互为表里。关于民俗叙事学的炫学还行。最后一百页较为精彩。
50、案子不是很难只是人物太多比较绕，手法和过程猜到了，至于动机⋯咳咳京叔的作品谈神马动机
啊哈哈哈哈⋯_(: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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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魅之雫（下）》

精彩书评

1、某种意义上来说，《邪魅之雫》延续了《魍魉之匣》《络新妇之理》和《阴摩罗鬼之瑕》的部分
内容，但又都有所改变：比起魍魉，邪魅的真凶有着更为理性也更为明确的动机；比起络新妇，凶手
的行动模式大为不同；而阴摩罗鬼里伯爵那样的人物，也成为了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总体而言，
看完上下两大本后，还是能明显感觉到《邪魅之雫》和其他几本的区别。个人觉得，百鬼夜行系列的
每一本，都着重于从某个侧面描述人与人之间执念、错觉、观点上的“异常”，以及这些异常带来的
事件。所谓“驱邪”，其实就是将这些异常重新规整为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版本。而这本《邪魅之雫》
所描述的重点，大概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世界和整体的世界的差别，其二则是“雫”。雫，是水滴
。书中的雫，是一种特制的、快速生效的、一滴即可夺走性命的剧毒。拥有了“雫”，杀人不过是举
手投足。而烦恼、愤怒乃至杀心，不消说是每个人都有的东西（咳咳某小说家你身子缩起来也没用）
。在“雫”的催动下，原本微小而一闪即逝的杀意被固定、被赋型、被放大，一桩桩悲剧由此开幕⋯
⋯——但，“雫”仅仅是如此吗？“雫”很方便，可是话说回来，“雫”是不该存在的，因而也是被
人所知的，是会被轻而易举地发现的凶器。“雫”很好用，但“雫”能杀人，刀剑也能杀人，徒手也
能杀人。世间万物，其实无一不可用于杀人。套用某漫画的句式来说，“杀人岂是如此不便之事？”
为什么，有“雫”而杀人是正常，有刀剑徒手而不杀人，也是正常呢？读完上下两册，特别是读完中
禅寺的驱魔部分，个人的感想是：比起有型的毒，真正称得上“雫”的，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毒——“
动机”。人，是不可能毫无动机地行动的。正如帝银事件，动机充分时，人会毫无怀疑地把自己的性
命送出去；动机一旦遭到质疑，凶手能做的就只有无害的小伎俩。“雫”这一异常物的出现本身，也
是因为战争这一异常的动机。战争结束，在正常的“世界”里，“雫”是无价值也无意义的，因而不
应该被创造，更不应该被使用。所以，发明了有型的“雫”的人，无法找到可以解释的理由，在苦恼
中自尽了；得到了“雫”的人，虽然身缠诸多苦恼，却也只是将“雫”锁起来。但，那个人的出现，
却给了“雫”机会。他可以说是大号自走的“雫”，不需要任何有型的“雫”也能行动，有型的“雫
”对他而言只是工具。他简单的、粗鄙的、无可救药的行为，却唤醒了得到“雫”的人心中微薄的杀
机——除掉阻碍。随着那个人的行动，杀机从微薄到强大，再到定型，终于唤醒了有型的“雫”。而
得到“雫”的人，也在不自知中学会了将“雫”也就是动机交给他人的方法：被害人杀加害人、保护
者杀骚扰者、复仇者杀杀人者、杀人者杀自己⋯⋯只要在自己的世界中有动机，即使缺陷再大，即使
行动力再差，杀人亦是举手投足之事。“雫”不在手里，一样可以抢来；“雫”耗尽了，一样有别的
东西。京极堂所做的，便是将这个世界拆掉，从而让动机消失无踪，总算是阻止了倒数第二次杀人。
而侦探所做的，则是将最初的动机剥离。在那之后，有型的“雫”顺水而去。杀人需要和依托的，其
实就只是那么一点微弱的、自说自话的“雫”。
2、作为“京极堂系列”的收官之作，京极夏彦的《邪魅之雫》虽谈不上新高度，但的确堪称漂亮的
谢幕。京极堂系列的故事架构有些相似，案件背后总藏着不同的心魔，看似失常，却蛰伏每个人心底
蠢蠢欲动。因此，驱魔师中禅寺秋彦的重要性丝毫不输大大咧咧的侦探榎木津。《邪魅之雫》里，榎
木津作为侦探的戏份也几乎被代劳，俨然是个凭感觉嗅出真相、心痛不已的当事人。主线的心魔是：
杀人工具（雫）是否会成为犯罪的的推力，这是作品得名的由来。而另外一重心魔同样着墨甚多，即
个人的世界和社会或者世间的关系。京极堂系列之前的作品也可以此作结，真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不可自拔，想要肃清不合意的部分（“异物”），却在犯罪中愈发迷失了自我（“崩坏”）。大段大
段的独白，带着犹疑和自欺，只窥得内心执念，编出“正当化”的借口，从未探出窗外了解世间全貌
。但一直到了《邪魅之雫》，京极夏彦才正式将这重心魔搬上台面。不仅契合这部作品的主旨，亦是
作者对一系列作品的总结陈辞。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生活若是按我们内心世界的规则运转，便能
怡然自得，否则多少有些不安。可是这种不安是能够克服的，一个成熟的人必定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改变视角也好，尝试其它途径也罢，帮助自己找回心安。鲜少有人通过犯罪或强制手段，逼迫他人
迁就自己的世界，定要把自己世界的规则推广到社会整体，这样的人是病态的。人类本能地把自己的
行为正当化，想从社会的问题找借口，京极夏彦的观点很明确：“我们要举发的不是社会，而是破坏
社会规则的个人。”无论个人具有怎样的智慧、怎样的魅力，都无权替代社会制定规则。极端情形的
例子不难在历史中找到，往往是场灾难。除了社会因素，《邪魅之雫》还探讨了另一种借口：握有工
具是否会成为犯罪的推力？耐人寻味的是，京极选择的工具不是大刀阔斧，而是举重若轻的液体——
雫，一滴足以致命。玩弄人心的凶手原本无意杀人，和普通人一样，她的不满只是个人世界的小烦恼

Page 6



《邪魅之雫（下）》

，倘没有工具，或许她还能置身事外。日本漫画家小畑健的畅销作品《死亡笔记》讲得更直白，天才
少年厌恶世间道德败坏的恶人，当他无意拾获写下名字即可杀人于无形的笔记本，欲罢不能地肃清“
人渣”，甚至幻想成为主宰这个世界的神。工具在这里无疑是重要契机，没有工具，少年可能会凭借
天才和努力慢慢登上权力顶峰，偏执地改变规则；也可能独善其身暗暗唾弃世人，等待某天另一个契
机突然爆发。但最终，还是人本身决定了工具的使用。有罪的不是工具，正如原子弹的使用不是爱因
斯坦等人的初衷一样，邪魅之物的诱惑力是一回事，却非罪恶的根本。既然行为归因于内心，救赎之
道同样要从内心寻找。《邪魅之雫》的结局，凶手看似可以逍遥法外，却受到最沉重的惩罚：她最在
意、不惜为之犯罪的人，重重唾弃了她，即使用雫来自杀，亦不能得到解脱。就像过了法律追溯时效
的罪犯，且不说之前的岁月如坐针毡，此后也终生难逃良心的谴责、社会舆论等等法律以外的惩罚。
京极将之定义为“世间”的惩罚，与“社会”相区分：“社会上没有实体的东西，都存在于世间。世
间里，有的没的全都不负责任地龙蛇杂处，谎言、毁谤、同情、过度评价，言不由衷的吹捧，什么都
有。世间无法用法律来控制，世间是由好奇心构成的，它的基准不是伦理也不是法律。”回顾京极堂
系列的所有作品，至此拼成一个完美的圆。用“世间”的标准救赎犯罪者，是中禅寺秋彦一直在做的
事，那些显得唠叨的对话都是救赎的铺垫。相比之下，法律如何惩治犯罪者反而在其次。不用去追究
人心究竟有多少欲望、多少罪恶的渊薮，不必焦虑法律的惩戒力、约束力是否足以维护社会秩序，更
不用遗憾京极堂系列的落幕，因为故事没有完。当我们在诱惑面前睁大双眼，没有忘记内心准则，不
迁怒，不贰过，就一直在续写京极堂的故事——纵使认不全世间鬼怪和心魔，却有了与之抗衡的力量
。——乙未年读京极夏彦《邪魅之雫》
3、先谈过路魔，再说我对这一部的看法吧。这一部虽然没提到这玩意，但直接缔造了这么一个方便
实施犯罪的犯罪工具，不管它是雫，还是别的什么，总之就是告诉你，现在有一样很方便就可以杀死
你仇恨的人的方法，而且很有可能能免除杀人的惩罚。有这么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干还是不干吧。
京极夏彦一向不赞成严格的犯罪动机说法。可能就是过路魔勾引你，那么心念一动，好吧，那就去做
吧。神琦宏美就是这样，那就骗他去干这事吧，那就在关键的地方隐瞒一下吧，就这么简单。而在实
际生活中，如果真有这么个东西存在，有多少人能经受得住这过路魔的考验呢？一本死亡笔记掉在你
面前，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忍不住去写的。再说说我对这本邪魅的看法。一开始在大学图书馆偶遇姑
获鸟之夏，自此陷入了京极夏彦缔造的魔幻的侦探世界中。老实说，也会有难以忍耐他啰嗦拖戏的大
段无聊论述的时候，经常会想，把故事浓缩成一个彻底的侦探小说不好吗？结论当然是不好的，如果
真那样做了，可能我们这堆怪异的喜欢听他啰嗦的人，也就不存在了吧。他的小说充满了诡辩，思哲
和自我的主题，而思想这玩意，人人不同，因此经常让人不知所谓。不过直到现在，我也对魍魉之匣
里过路魔的想法深感认同。与此相对应的是，经历了漫长的系列，我对阴摩罗鬼里的儒家辩论并不感
兴趣，涂佛之宴的布局也不甚欢喜。不过终于在这本邪魅之雫里隐约看见了几本小说精华的大成。在
我看来，姑获鸟和魍魉中，京极夏彦是披着妖怪的外衣，在杀人的迷幻诡计中插入自己的各种庞杂的
思辨哲学，当时中禅寺是一个传统的侦探形象。而之后的几本小说，开始有了不同的尝试，尝试转换
叙述视角来增加故事的宽度，增加虚幻的描述来掩盖线索的细节，大篇幅的各类思想主题的引用来试
图确立核心的内涵。但是这个过程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因为以上的尝试，容易让人觉得他在故弄玄虚
，和读者不在推理的公平起跑线上了，让人觉得故事本身被弱化了情节变得单薄，让人觉得他在故意
掉书袋，炫自己的学识。个人觉得系列中有几部作品确实显现出了这样的症状。不过到了阴摩罗鬼，
明显感觉到了有回归故事本身的趋势，尽管还是有大段的篇幅在继续那些尝试，最后的诡计也单薄的
令人发指，但其中尝试融合这一切的努力还是能看得到的。邪魅之雫是不是都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呢
？我不敢断言，但我觉得至少这一部是解决的比较好的一部。这一部的主题，我认为是世界和自我的
关系，同时再一次点出了过路魔的恐怖。我自称为“我”，每个人都自称为“我”，那么所有人都是
“我”，所以有千千万万个我，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世界。我自己的世界和别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认知也不一样。小说中间插入了民俗学、历史和传播学的一些思考和诡辩，以及和关口对话小说家和
评论家的文学愤懑，这些算是内容的补充。而故事本身，一个连锁杀人事件，非连续杀人事件。线索
全部摆在面前，伏笔也早已埋好，上部全部在来回切换叙述视角，你我他分辨不明，各式人物的视角
完全杂糅在一起，带来了无穷的困惑感。如果是新入坑的读者，我觉得早就撂下不看了。当你忍耐过
这一切，昏昏欲睡之后，迎来了仪式感一样惯常的结局，得到了完美的解答和惊喜感，这种满足感，
会让我觉得，前期的忍耐都是值得的。京极夏彦的魅力可能就在这吧，毕竟写本侦探小说还要列参考
文献的人，也是没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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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魅之雫（下）》

4、对于不熟悉推理小说的读者来说，推理小说恐怕不过是那种充满光怪陆离的情节、猎奇当道、“
不甚靠谱”的消遣文学。然而实际上，在所有类型文学当中，真正意义上的推理小说，恐怕是最见不
得“不靠谱”出现的。套用日本推理大师岛田庄司的比喻，“一本推理小说就是一条完整的鱼，严整
的逻辑架构是它的骨头。”它十分要求“建构的稳定性”，倘若一味寻求猎奇性，而忽略了逻辑上的
通畅自洽，那一定不是一本合格的推理作品。 当然，即便是有如此的规矩，推理小说的世界里还是会
有许许多多“异色”的作品出现，而凭着异色作品登龙推理文坛之人也不在少数。写“妖怪推理”的
京极夏彦便是其中一例。“每部作品必谈妖”是他的标签，而且这谈论，一定是认认真真地“瞎扯淡
”——长篇大论，或是“掉书袋”，或是阐释人生观念，作品总是越写越长，以至于这本“百鬼夜行
”系列的最新作《邪魅之雫》，中文版已经是一千余页，凡七十余万字之巨。 “风格即全部”，所以
像这样风格如此鲜明的作品，自然是有人翘首以待，有人避之不及的。而从作品本身来看，较之作者
之前的作品，这本《邪魅之雫》的异色元素其实少了许多。这次作者写的确确实实是一桩“可能发生
”的案子，而不再是“某大户千金怀胎二十月未能生育”（《姑获鸟之夏》）、“重伤少女在奇怪建
筑中离奇失踪”（《魍魉之匣》）这样可以轻易拟出小报标题的“耸人之听闻”了。 削弱了谜面的猎
奇性，作者似乎更加关注故事内部各元素之间的运作。事实上，这本关于“连环毒杀案”的作品，所
探讨的内容已经由“妖怪”、“异常”转向了人自己的内心。在颇为复杂的故事架构下，作者多次采
用人称上的变化，以及从各个人物自身视角出发的“幕间独白”，加强了故事的整体性，使得读者可
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整个事件——但是切记，推理小说中作者的“独到安排”，往往是“不怀好意”
的。在推理小说创作中，有一个重要的诡计手法，名为“叙述性诡计”，指的便是创作者通过各种手
段，以文本本身来“欺骗读者”，从而达成无与伦比的意外结局。而《邪魅之雫》中的独白，很大程
度上可以看成是“广义叙述诡计”的一次尝试——它并不典型、直接，却要宏大许多。至于它究竟是
怎样实现运作的，还是要等到读者自己来一窥究竟。 当然，随着推理小说的发展，“为诡计而诡计，
为推理而推理”的本格或新本格推理小说和“为动机而动机”的社会派推理已然日趋融合。《邪魅之
雫》的诡计，同时也是作品主题的一个脚注。读到最后人们或许并不会意外，因为这部作品还是在讲
“妖怪”，而这里的妖怪也并非是超自然意义的离奇之物。它生于人心，而止于由于事实披露而不得
不自我否定的绝望。 另一层面，有关推理小说本身的讨论，同样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推理小说的
主角永远是侦探，而人们为什么会喜欢这种极端中心化，总会有一个家伙侃侃而谈，丝毫不掩饰自己
的狂妄自大的作品呢？其实不过是因为比起“无法解释的混乱”，一个令人信服的自大狂还是更加讨
人喜欢一点。当人们已经无法相信所谓的正义，无法相信和欣赏“警察逮捕罪犯”就意味着一切可以
回到正轨上的故事时，只有侦探才有权利驱逐“凶手”，“匡扶正义”。 然而《邪魅之雫》的故事，
一开始便没有侦探登场。这样的推理小说没有主角，于是人人都是主角。这种“去中心化”的处理所
呈现的极致的混乱，等待着被归复原位。只是即使等到这难解的事件被主角解说，仍然很难说，这个
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混乱还在继续，这更像是生活。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人们真的会对此
信以为真。 所以人们是不是还需要纯粹解谜和虚构的推理小说，需要一个作为主角的侦探先生解决所
有的事件，来填补自己对正义的期待，答案在《邪魅之雫》里其实已经昭然若揭。所有的民间都盛产
妖怪，所有的故事都不缺少主角，就算没有人书写真相，它也早已存在，并且无法更改。 
5、中禅寺出场次数不多，上册两次，下册一次。由于案件不像前几作有着历史、宗教、神话传说等
背景，所以妖怪味也就淡了。这一次没有拿鸟山石燕的《百鬼夜行》大谈特谈妖怪传说和神话流变，
最后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所有配角汇集到晕眩坡上的旧书店找神棍驱魔。关口、大将出场次数少，至于
木场大叔，根本就没他什么事。大部分剧情靠警察搜查推进以及各路龙套的话唠。原以为忍受5/6的话
唠之后可以一睹阴阳师驱魔的风采，可最后神棍居然只是闲聊⋯⋯本作诡计惊喜程度不高。对于习惯
前几作风格的我而言，总体阅读体验不是特别爽快。本人评价：络新妇之理=魍魉之匣＞铁鼠之槛=阴
罗摩鬼之瑕＞姑获鸟之夏=狂骨之梦＞涂佛之宴=邪魅之雫书评仅代表个人意见。本作略显平庸，这样
的看法仅存在在我的世界之中，与世间无关。读完这部作品，不知怎的，脑海中回想起多年以前读过
的黄鹰武侠小说《毒连环》。最后，期待下一作《鵼之碑》，不过那也是有生之年系列了。
6、先说说看整个书时曾经怀疑过的人。真壁惠。神崎礼子。原田美咲。西田新造。我猜测神崎礼子
指使真壁惠冒充原田美咲，操纵西田新造杀人。动机就是破坏榎木津婚礼，至于为什么要破坏，我却
怎么也想不通。在我的思维里，但凡是个脑筋正常的女人都不会爱上榎木津。注意是爱，不是喜欢，
不是好感，不是佩服。比如我不会爱上榎木津，不是因为榎木津不好，是因为他脱离人、脱离日常；
不是因为不喜欢他，是因为我能确定他不会爱我。而他不会爱我，不是因为我不好，是因为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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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榎木津的话就是他是神，而我是奴仆。呃，对，就是自知配不上人家，所以干脆就不妄想啦。所以
在我的世界，以我的逻辑，神崎宏美脑筋不正常。我无法理解有哪个认识榎木津、了解榎木津的女人
谁会为了他干出这种事。因为榎木津太好、太爱他，所以失去理智了吗？正常情况不是应该放手祝福
或者自己去找榎木津，“我一直喜欢你所以请不要跟别的女人相亲，我们复合吧”，这样吗？再不济
，也应该说“我一直在努力变成和你旗鼓相当的女人，愿意等我吗”之类的吗？去找他，或放弃。结
果，暗地里破坏婚事。知道自己暂时配不上人家，然后把配得上的杀掉，其他同样配不上的残害。还
冠上不得已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凭什么宇都木实菜和来宫秀美就也许配得上，福山幸子就不行？这是
你自己的基准，凭什么判断配不配，你是谁？最后被自己爱慕的榎木津骂了“我讨厌你”。怎么想的
呢？果然人与人的想法是不同的吗？还是没有东西推我一把，所以才无法想象？我无法理解谁会为了
爱情吗？还是嫉妒？而做出这种事。可能我从来没如此爱过任何人？目前没有人能让我如此丧心病狂
。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没发理解。如果这种事摊在我身上结果就只能是躲在被子里哭泣了。所以对于
神崎宏美是五十步笑百步吗？还是少美了，屌丝女连前女友的机会都不会有、还不如神崎宏美呢？京
极老师（是和西田新造一样不喜欢别人叫自己老师吗？），不，京极在开头的时候也说过了，作者的
意图多数是无法传达给读者的，读者往往领会不了作者的意图呢。那我这种情况就属于躺枪了吧。是
想表达榎木津太好了以至于女人为他疯狂了吗？还是这个女人脑子不正常呢？榎木津还爱着神崎宏美
吗？战前是的，现在没法爱？似乎钻进没必要的牛角尖里了。神崎宏美没有想通一点吧，是你的想跑
也跑不了，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也许，归根结底，就是，两人没缘。这样的爱情，这样的女人，
还有这样被看上的榎木津，全都好可怕。去《百器雨》压压惊好了。
7、这本书的宣传为什么没有重点标出书里提到了榎木津的过往情史和榎木津的相亲（被拒）经历甚
至案件都发生在跟榎木津相亲女性们的身边呢？要是知道有这么八卦的内容，我早就看了。这一部虽
然叫邪魅，书里的妖异气氛却不如以往浓重。就像书里山下警部补说的，（铁鼠之槛）：“感觉就像
误闯了不同的国度，教人气急败坏，相较之下，这回⋯⋯”“跟箱根那时候完全相反。在箱根山里，
下界的道理完全不通用。连话都说不通，对吧？但是这次发生的全是只会发生在我们居住的世界、我
们生活的社会、这个卑俗世间的事。可所有的一切，却没有一样是合理的。”一路看下来，每起事件
的脉络似乎都是清晰的，但放在一起，总在细节之处有所龃龉，没法拼得严丝合缝，还是要等京极堂
来揭破那一个关键的点。这么朴素的推理小说写法，确实像简介里说的一样，是返璞归真的作品啊。
这种写法的缺点也是有的，百鬼夜行系列之前的作品里，出现了很多社会一般观念中的变态，但放在
书里特意营造出来的异境下，个个都变态得那么有理有据，让人很能认可，就是会有这样的人啊。但
是邪魅之雫里呢，起码我觉得江藤和大鹰的形象不是很有说服力，而一旦他们不是这样的形象，剧情
就不可能像现有的一样发展，所以整个事件就难免有点硬拗的感觉。那么在最后一百五十页的京极堂
驱魔定番之前，有什么看点呢？一、京极堂给小关洗脑：对创作者来说，天下的书评都是没有用的。
这段hin有道理，想裱起来。二、我第一次看到日本小说里这么坦荡地承认石井部队，这么鲜明地表露
对他们的厌恶。三、提出了世间这个概念，厘清了个人、世间、社会、世界之间的分别。不同的世间
中的故事可能会不一样，一个世间的真相并不能通行于整个社会，这一点与驱魔时讲到的，“故事中
的要素可以被替换，只留下情节”都跟事件真相有直接的关系。四、作为一个黑粉，我又要摘录埋汰
榎木津金句了。（榎木津的亲戚今出川）“只要跟他对面坐上半小时，就会发现那玩意儿有多古怪了
吧，但如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玩意儿默默闭嘴坐着的话呢？如果用他是财阀大少爷的先入为主观
念看的话，怎么样？”那玩意儿是个美男子嘛——益田故意学今出川说，然后假惺惺地补上一句，“
哎呀，冒犯了。”（益田）光是榎木津要结婚，对益田来说就够好笑的了；而提亲遭拒，这更是值得
大笑特笑一番的事。所向无敌的玫瑰十字侦探提亲遭拒的场面，坦白说，叫人喷饭。不不不，除了捧
腹大笑，还能怎么反应？（京极堂）“帮榎木津收烂摊子的差事可免谈。代替榎木津帮忙委托人的事
也免谈。陪榎木津玩或是对榎木津说教或是对榎木津进行严厉谴责，这些一律免谈。跟榎木津有关的
话请去别处说。在这个家里唯一允许的跟榎木津有关的发言，就只有请我聆听对榎木津埋怨的恳求，
或是参加榎木津坏话大会的邀请而已。”哈哈哈哈哈哈哈。但书里还有一段：他与世界平等交手。他
不会有任何辩解。他不会将自我正当化，也不会要求报酬，不嫉妒，不怨怼。概括得太好了，不愧亲
爹写的，亲爸爸！我也就是喜欢榎木津这一点，一个堂堂正正的神经病。五、最重磅的看点当然是榎
木津的情史，讲真，还挺虐的。接下来我要猛烈地剧透，顺便还会剧透西尾维新的《绞首浪漫派》。
⋯⋯⋯⋯⋯⋯装⋯⋯订⋯⋯线⋯⋯内⋯⋯不⋯⋯许⋯⋯剧⋯⋯透⋯⋯⋯⋯⋯⋯⋯⋯⋯⋯⋯⋯装⋯⋯订
⋯⋯线⋯⋯内⋯⋯不⋯⋯许⋯⋯剧⋯⋯透⋯⋯⋯⋯⋯⋯说起榎木津情史，必须上个图了。划重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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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交往到出征！我把这页发给一个榎粉，伊怒吼着：“我们大将怎么可能跟我以外的女人交往超过三
天！我不管这个女人肯定是凶手！”就⋯⋯也不是没有道理，这种文艺作品里的重要角色，系列都出
了这么多本了，突然冒出来位ex，如果好聚好散也罢了，万一现阶段双方都还有点真情实感就惨了，
基本上不是要收便当，就是要当boss。还记得隔壁的久世英雄吗？果然，这位神崎宏美，在某个杀人
者向她告白：“只要是为了你，要我犯下什么样的大罪都在所不惜，就算被全世界唾弃我也不在乎”
的时候，是嗤之以鼻的。她想的是，真会大言不惭。只是虚张声势。你这种人才没有胆量面对世界，
只不过是个净会鬼鬼祟祟躲躲藏藏的犯罪者，怎么可能挺身而出对抗世界？明白了一切之后，回过头
来这段心理活动，我是被虐到了的。前半截是因为她同样因为某个人的缘故犯下了大罪，后半截是她
下意识地在拿所有人跟榎木津对比，书里也反复强调了，侦探的生活方式，是将世界、社会、世间、
个人强硬地连接在一起，凭着榎木津这块招牌，直接与世界对峙。不知道榎木津出征期间发生了什么
，总之回来之后没有联系她，神崎宏美是在杂志上看到姑获鸟之夏里的案件才知道他回国了。很想立
刻去见他。然而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他回来了为什么没有试图联系我？然后听说他要结婚了。这个女
孩子配不上他，所以不希望他们在一起。那个女孩子很优秀，所以就更不希望他们在一起。种种心魔
，想想真的有点惨。如果是莎士比亚的话，他肯定会说，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再看另外一边，如
果说爱的表象是反常，榎木津这个祸水在本次事件里反常得不能再反常了。没接到委托的他居然不在
家睡大头觉，跑到案件现场附近转悠。“因为我想来。”“这一连串命案跟我要办的事其实还是无关
的。一定是的⋯⋯”“这⋯⋯是我的问题。”“我的事⋯⋯我自会解决。”反常到益田都受到了惊吓
：“榎木津先生居然要主动去做没意思又麻烦的事？你、你还好吧？”益田一会儿觉得这不是榎木津
会说的话，一会儿觉得侦探表情怪怪的，连他喷完榎木津之后都没有被骂也没有被揍，榎木津还第一
次叫对了他的名字，好可怕！最后京极堂还跑出来爆料放大招。（神崎宏美的照片）“是榎木津出征
的时候寄放在我这里的。他说万一遭到轰炸，会烧得一干二净。因为我当时确定会被分派到内地，他
才会交给我。”“这次的事，那家伙非常痛心。”“我直到这次调查之前都不晓得，但是那家伙对你
战后的消息似乎也一清二楚。他把身边发生的骚动和你最近的动向重叠在一起，应该立刻就察觉出什
么了。然后他特地来到了这里。因此我才会来到这里。是因为⋯⋯不想让榎木津说出冷酷的话。”一
直到最后三页，两人终于见面。光“不要用那双眼睛⋯⋯看我”一句话就把我虐躺了。我什么也不想
说最后的结局其实有点《绞首浪漫派》的感觉，阿伊对巫女子说的“别撒娇了”，和榎木津对神崎宏
美说的“我讨厌你”都可以看作是对两人的惩罚。她们因为某人犯了罪，却被那个人否认了，这个惩
罚还是挺有分量的，巫女子是自杀了，神崎宏美虽然不是会自杀的人，但也差不多了。不一样的地方
在阿伊对巫女子是彻底的冷漠，但榎木津之前对神崎宏美还是有感情的，不然也不会一直希望她与事
件无关。侦探的世界里原本只有“是”与“不是”，何曾有“希望”这种暧昧的说法。但既然事件确
实是她主导的，这句“我讨厌你”就不得不说，这就是榎木津啊，不会对世界通融。哎。葛优瘫.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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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邪魅之雫（下）》的笔记-第3页

        
杀人罪应该被视为没有遵守禁止杀人的法律而产生的罪吗？那么严重的刑法或许是针对违反法律这件
事而执行的 而非针对杀人本身那样的话 问题就在于为何杀人会被禁止了这种状态才叫着活着吗？确
实心脏在跳动 也在呼吸 血液循环全身每一个角落 肌肉也随心所欲的活动 眼睛看的见 耳朵也听得到 看
得见 却没在看 听得见 却没在听日常的江藤 是一具虽生犹死的傀儡
同样作为一具虽生犹死的傀儡 每日每日的存活 实在是一件惭愧自责的事 在这样的感受下 每一步路 每
个瞬间 都显得困难 只是  自己没有那个勇气跨越出一线结束这样的状态 虽然无时无刻都期望着自己的
终结 但 什么都没有改变 .......
确实 看的见 却没在看 听得见 却没在听 只是什么都不想感受而已 即使如此 光线还是进入瞳孔 映出万
物的形状 声音还是进入耳朵 分出不同的频率 若是双眼失明 耳朵失聪 也没关系 这样浑浊肮脏的世界 
我不愿感受 .....
它的存在不受欢迎自己的存在同样也不受自己接受和欢迎 自我嫌恶感无可救药 
这个我 保持平静 维持理性 致力于沉着平静与沉着之下 涌动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瞬追逐着一瞬 矛盾交
织不断 战争从未停歇
为何世界没有为之一变 明明我如此难受 如此崩坏 为何世界依旧一如往常所谓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呢 是
除了自己外在的现实世界 还是囊括宇宙在内的浩淼世界 还是就目之所及的周围世界 ........人 只能感受
到存在于自己周围的世界吧 .......
外在世界是客观的呢 既是人类灭绝 世界依旧存在 只是缺少了感受世界的主体而已 这种不依赖主观而
发生改变的世界 不 主观改变 自身感受到的世界也会发生改变 但是 改变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简单的事
呢 我知道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不好 我也知道要改变 但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是过去式 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依
旧没有改变  思维方式不改变的话 个人是无法得到改变的吧 我不像那些电视上出现的伟人名人那般坚
强勇敢  做不到他们那样强硬的追逐着自己的目标 什么都不顾 什么都敢舍弃 什么都去尝试 我就是做不
到 做不到 做不到 ......很软弱呢 什么都做不到 .........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自己 不是我想要呈现的状态 但是 明知道 却无法改变 带给大家如此多的困扰和麻烦 
实在是抱歉 .......
我本身.......就是漆黑的水滴我本身 ..........就是不该存在的 
我本身.........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罪人
我本身.........就是矛盾集合体
制造杀人工具的人 在制造的时候就已经是杀人凶手了
对于女性 我实在无法怀有亲近感 这个世界上 密密麻麻的遍布着女性这样的杀人凶手 
她们不断的无休止的产生出人类 出生就意味着死亡 人啊 不是最终都将面临死亡么 她们却毫不知情 并
对生育之事向往憧憬 在这方面 我实在是不能怀有同感 每天每月每年 不计其数的人出生 死亡 出生 死
亡 就像每日太阳东升西落那般 自然到令人忽视 ......

疯了也没关系 我居住在我的世界里 如果我疯了 我的世界也疯了吧 那么等于没有疯  从我的眼睛看去 
其他的世界才是疯狂的 不 对我而言 其他世界等同不存在 因为我无法抵达任何一处
如果疯了的话 会在精神上得到解放 获得自由吧 看来我一直保持着理性 但这并不是对理性的偏好而已 
对于自身而言的理性 实在是太多 .......
“世界里泛滥着世界” 厌恶自己存在的自己 任由自己的世界崩塌败坏 袖手旁观 这样的我 不可能体会
别人的世界 不可能对别人的世界感兴趣  腐坏的事物 只是腐坏而已 ......

2、《邪魅之雫（下）》的笔记-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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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错以为一滴水具有和大海相同的质量，每个人都以为一粒沙可匹敌雄峰。” 水滴与大
海，沙粒与沙漠，相同，又不同啊，看立在哪个境界。“天空中只有天空。大海只是大海。”

3、《邪魅之雫（下）》的笔记-第481页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以为我是谁？”

“我、我，可是⋯⋯”

“我好想你，好久不见。至少来句你好——要说的应该是这些吧？”

4、《邪魅之雫（下）》的笔记-第202页

        

5、《邪魅之雫（下）》的笔记-第345页

        为了留下世界，必须述说世界。不经述说、记录，就无法生出历史。通过述说，世界化为谎言。
化为谎言的世界，就是历史。

Page 12



《邪魅之雫（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