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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特斯的心臟》

内容概要

跨越550公里！一場超完美的
完全犯罪殺人接力？
●東野圭吾挑戰「倒述推理」全新手法、展現強大寫作才華的驚悚傑作！
●日本亞馬遜書店讀者四顆半星超高評價！
機器人「布魯特斯」沒有心，不會撒謊、怠惰、恐嚇、嫉妒，還有背叛。
可是一旦染上了人的惡意，即使是機器人，也將開始殺戮的心跳⋯⋯
在MM重工擔任人工智慧機器人開發工作的拓也，苦學出身的他終於成為贏家，不但受到公司重用，
他研發的新型視覺辨識機器人「布魯特斯」，更在日本和美國的國際學會上得到高度肯定，他也因此
獲得升遷，並成為老闆的女婿候選人。
美好的前程正等待著拓也，但是他在公司裡的地下情人康子卻懷孕了！就在拓也百般苦惱之際，竟有
人向他提出一項計畫──聯手殺了康子！原來康子的情人不只他一個，老闆的長男直樹、同事敦司都
和康子過從甚密，也都遭到相同的威脅。於是三個男人決定互相替對方掩護，以取得完美的不在場證
明，展開這場大阪A殺人→名古屋B運屍→東京C棄屍的謀殺接力，然而事情的演變卻大大地出乎他們
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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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特斯的心臟》

作者简介

東野圭吾　Keigo Higashino
1958年生於日本大阪市，大阪府立大學工學部電氣工學科畢業。曾在汽車零件供應商擔任工程師
，1985年以處女作《放學後》獲得第31屆江戶川亂步賞後，隨即辭職，專心寫作。1999年以《秘密》
一書獲得第52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2006年又以《嫌疑犯X的獻身》榮獲第134屆直木賞，成為史上
第一位囊括日本文壇三大獎項的推理作家。
早期作品以校園青春推理為主，擅寫縝密精巧的謎團，獲得「寫實派本格」的美名。後期則逐漸突破
典型本格，而能深入探討人心與社會議題，兼具娛樂、思考與文學價值。其驚人的創作質量與多元化
的風格，使得東野圭吾成為日本推理小說界超人氣的頂尖作家。除了社會推理話題巨作《徬徨之刃》
、懸疑感彌漫的本格推理傑作《十一字殺人》、耽美詭異的《迴廊亭殺人事件》、讀者期待影像化指
數百分百的《美麗的凶器》外，另著有《白馬山莊殺人事件》、《交通警察之夜》、《Paradox 13》、
《黎明破曉的街道》、《鳥人計畫》、《偵探俱樂部》等書（以上均暫名，皇冠將陸續出版），多部
作品並已被改編拍成電視劇或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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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特斯的心臟》

精彩短评

1、在東野圭吾的書裡不算很優秀
2、一会用名，一会用姓，md能不能让人好好看
3、没有白夜行好看，不是很有特色的侦探小说
4、公元前44年，罗马执政官凯撒遭行刺，刺客中有自己最信任的助手和挚友布鲁特斯，不由惊呼：“
还有你吗，布鲁特斯!"
5、开始布局不错，结局有些无聊，机器人没能发展成一条独立的线索也是个遗憾。
6、机器人也是人 不是吗
7、怎么说呢⋯⋯看到最后又听着那么有感的音乐，愣了好半天，感觉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虽然
最初的杀人动机很无聊，嫉妒啊什么的，而且总觉得不是很完整，有些事还没搞清楚⋯⋯每个人都很
可怜，都有自己丑陋的一面，看着这个故事觉得挺悲伤的吧，超喜欢里面的音乐，和故事契合度超高
，拍摄也很棒
8、这种机器与人的类型我不大喜欢。虽然杀人诡计不错，但是整个故事并不算出色
9、这才是东野先生的实力，各种悬念，各种给力的侦查，虽然看过电影版但是看书的时候还是能够
全情投入，值得鉴赏
10、好故事
11、悟朗第一次出面的时候我就敏锐的发觉这个人可能很关键，果不出我所料！
不过整个杀人事件虽然构思非常巧妙，但除了直树尸体出现的时候让人吃了一惊外，其它时候大部分
总感觉好像挺平淡的。
12、最开始一段，机器人杀人，真以为是机器人叛变了呢，原来所有的坏事，都是因为人内心的邪恶
。
13、没想到在旅途中疏忽就看完了，虽然故事都圆满了，但总觉得有些急了
14、标题党，布鲁特斯没有心脏。A先生死了实在可惜有潜力的！B先生拿脸磨蹭机器人是在印象深刻
，可惜最后还是布鲁特斯被当刀子了
15、劇情一般 敘事手法喜歡 看書有種電影即視感
16、接力杀人运尸这个诡计还不错，其他都是生编硬造，所谓布鲁特斯是多余的噱头
17、整本书推理太简单，最后一幕看着心里发毛。
18、警察侦破屡开天眼，结局狗血
19、都有病。
20、再看一遍吧，绕了好大一圈，觉得结局有些简单。
21、●看的第一本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感觉有点失望。 ●各种设悬疑，还是挺刺激的。  ●警方破
案是凭运气吧，凶手那人太无头无脑了，感觉整本书就是为了衬托那个“接力杀人”一般。
22、“人生来是不平等的 所以要往上爬 为了往上爬 就要不断的杀人”
23、好复杂的案件。感觉拓也杀人挺牵强的
24、和机器人杀人没有什么关系 接力杀人还算有新意 结局有点烂尾的感觉 钢笔中藏毒杀人法 让我想
到了在白夜行中 马桶藏毒杀人法 据说是东野圭吾早期的作品 3星
25、小说中的每一个涉案的人基本都得到了应有的因果，不过结果敏树却逃脱了道德的制裁
26、又是情杀呦
27、内容与标题无关，只是个噱头，结尾仓促无力，内容衔接不够自然，冲着东野二字多加一颗星
28、最后的结局真是出乎意料，局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犯罪动机，然而却最终上了同一条船，都是
因为原生于家庭中的恨。
29、在书中最后1/3才出场的人物最后成为凶手，这种设定有点儿不够讲究
30、也是挺久之前读的。唯一的印象是接力运送身体和机器人。
31、刚开始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32、点题也不点题。
33、前边悬念较强，后边就没意思了，本以为会科幻一下，才发现是写实的故事，那你要这么不着边
际的介绍干嘛，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结尾仓促，虎头蛇尾，悬念制造的太足让人觉得结尾太烂！
34、尸体掉包的情节还是有的怕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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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特斯的心臟》

35、早期作品，忘了剧情，印象分
36、杀人接力的布局很好，前半部分很精彩，不过一贯是东野局开的很大，最后收不大起来的风格....
看到后面有点失望。
37、连环杀人的手法很赞，但到小说后面味道就没有前面好了。看了小说又看了电影，不得不说东野
的书拍成电影后跳跃太快，还是看书好啊。。
38、最後解謎太快了吧...有點不夠喉
39、可惜烂尾了⋯⋯
40、感觉很规矩的一本 读多了他的小说大概预料到了结局 正常发挥  
41、结局好仓促
42、不小心先看了剧...好后悔...
43、这本不懂为啥要写，表达什么好无聊
44、故事挺复杂的，但整体不是很流畅，叙述上没有后期的作品来的成熟。
45、萝卜毁灭世界
46、虎头蛇尾，开始铺设了这么多，这么好的悬念，可惜到最后就这样草草结尾
47、直树作为“杀人”这一提议的主导，却在开篇以抽牌模式来决定意见的统一和布局来显示“公平
”，是不是就注定了他是角色里“翻牌”反转的一个？      （个人并不喜欢的故事～）
48、我一直以为大boss是董事长的
49、接力运尸的桥段设置不错，但是杀手的设定有点扯得远～
50、读到一半的时候，怀疑的对象就是敏树和悟郎还有宗方，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敏树，然而我想
错了。一个只想着为了利益选择继承人的的敏树，是不会杀害自己的孩子的。可能不是为了孩子的感
情，更多的是为了利益。所以敏树不会去杀人，宗方既然是敏树的心腹，也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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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特斯的心臟》

精彩书评

1、首先 书腰上的话夸大了 上面说 东野圭吾挑战倒叙推理的全新手法 我以为是像以前看的某部电影一
样从后往前慢慢讲故事 没想到所谓倒叙推理只是先告诉读者凶手（应该叫准凶手）是谁 他们的计划 
然后再以正叙讲故事为什么要用 他们 呢 因为这是一场谋杀接力 三个人合伙要杀死一个女人 他们准备
采用接力的方式搬运尸体 从大阪运到东京 然后各自就拥有不在场证明了 可是在他们搬运的途中却发
现了意想不到的惊人场面这是一个节奏感和紧张感都很强的作品 很久没读东野了 还是他的书读起来
最爽 应该说拿起书来就放不下了 这本书写于一九八九年 那时候的东野是最有激情的吧 所以这是一部
很本格的作品 但是也能看到一些今后他所常做的那些社会派作品的雏形 还有我想 东野不愧是工科毕
业的 对这些重工领域乃是驾轻就熟他所擅长的多线叙述 在本作中也发挥的很漂亮 依然从准凶手和警
方两个角度来透视案情 然后慢慢收紧 然后结尾像是毛笔蘸着墨水用力甩出去一样 啪的在墙上凝固成
一个点 很震惊 不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个人观点而已此外 本作的书名中 布鲁特斯是机器人的名字 机器
人当然没有心 书里也说 机器人不会背叛 不会像人类那样有心机 但是机器人却是人类制造出来的 他们
没有心机 因此就会被人类所利用 刚刚看完序章时 里面说到机器人杀人 我差点以为这是一部科幻推理
小说 不过东野给出了解答 结尾处才知道 这只是现实中的事我觉得谋杀接力传送尸体和零件在传送带
上经过一道一道工序有异曲同工之感 结果零件出了纰漏 谋杀接力也出现了失误 其实说不定不用这种
倒叙推理反而更有冲击力呢 我觉得谋杀接力这个诡计挺好的
2、看到康子的孩子不是他们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我觉得啼笑皆非。仔细想想，这根现实生活中的
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认为重要的事物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我们自命不凡的人生
跟其他人又有何不一样之处呢？东野圭吾的作品铺垫都很长，每个段落中都若有若无的透露出丝丝线
索，每次读完他的作品，我都恨不得快进到最后，太想知道结果是什么了，我并不关注凶手是谁，我
就是想知道凶手的动机，这才是东野圭吾像向读者表达的最重要的内容。每一部小说，都能让我看到
人性的卑劣之处，自私、自大、贪婪、欲望、每个凶案的背后都有着见不得人的龌龊和肮脏；读一本
东野圭吾的书，就让我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有着自己看不清却被别人所关注的丑陋之处~看了每一部小
说，我都觉得社会的越来越黑暗，但是同时也让自己的心里保留起来最纯净、最不能玷污的那一块净
土~让我们带着心灵的净土去细细的品味东野圭吾的作品吧~
3、记得有位朋友说过：看了东野早期写的书之后，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作家居然能红。很不幸，这
本《布鲁特斯的心脏》也是东野早期的作品，所以小说质量可想而知。如果说东野最开始的《放学后
》、《沉睡的森林》之类的作品还有大量青涩影子在内，而后期的多变风格正好彰显了东野成熟文风
的话，那么处在变革期的这几本东野，老实说还真不太好看。本书1989年出版，无论是出版时间还是
小说本身都应该属于东野的早期作品。之后出版的《宿命》屡屡被人提及，因为《宿命》是东野圭吾
创作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相比之下，这本《布鲁特斯的心脏》却几乎默默无闻，若不是出了中文版
，恐怕我基本上不会去关注这本书。不过，东野的书都是想看的，所以一本接着一本看，虽然在频繁
阅读之下会感到疲倦甚至厌倦，但得益于东野说故事的优秀能力，至少能够让我看得下去，而结局不
管有多差，至少不至于太失望，我想这就够了。不过先看东野中后期的作品，再看前期作品，敏感的
读者大抵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东野大红大紫的作品，很多细节和构架都能在前期作品中找到
原型。《小小的恶作剧故事》当中的佐伯洋子，不正是《白夜行》中唐泽雪穗的原型？而本书中的H
描写，相信多年之后也移植到了《濒死之眼》身上。至于本书多线叙述的手法，在后来的《分身》、
《白夜行》、《幻夜》中更是大放异彩。可能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谋杀接力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法，东
野之后这种匪夷所思的杀人手法倒是基本不用了（《圣女的救济》的手法倒是例外），或许正如东野
的自述：年纪越大，就越想不出惊天动地的诡计（对他而言）。那这种谋杀接力的诡计，在个人看过
的东野作品中，差不多算是构思最为复杂的了。一般来说，杀人手法是越简单越好，复杂的手法成功
难度太高，虽然在推理小说中，无论杀人手法有多么高的难度，最终总会成功。但从现实层面考虑，
恐怕使用复杂方法的人，一百次里面才能真正成功一次。谋杀接力这种方法，当中涉及的环节太多太
复杂。不客气地说，这本书里面恐怕到处都是漏洞。而警方发现谋杀接力手法的过程，也太仓促了一
些。如果把作家比作木偶戏操纵者，而小说中的人物比作木偶的话，东野这一次是想操纵众多的人物
和繁复的诡计，但是很可惜，他的操纵手法有点乱。太下功夫，反而过犹不及。东野的情节操控能力
也是逐渐成长的。不过，虽然本书名为“布鲁特斯的心脏”，但其实从头到尾都和机器人没什么关系
，机器人只在开篇和结尾出现，故事的衔接问题很大。所以这本书，顶多只能给三星半，和《回廊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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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特斯的心臟》

杀人事件》、《十一字杀人》在一个档次。可是，科学家成功之后，前面失败的次数都可以抹去；对
作家来说也是如此。一奖功成万书枯，回过头来看东野前期的烂作，还真有一种惨不忍睹的感觉。幸
好东野后来成名，所以前面烂作再多，也无损他的名声。最经典的作品要不了太多，一两本足矣。这
就是个人阅读的第36本东野。
4、布鲁克斯又像过去精确抓起工件那样夹住他主人的脖子，一切都结束了，但似乎一切又都刚刚开
始，机器人还是会不断地抢占着普通工人的工作。这本书东野圭吾又像以前那样设计了一个绝妙的局
，从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他要做什么，每个细节都会告诉你，但到最后你才会发现自己所掌握所知道
的太少太少了，这本书不仅仅是谋杀-推理-找到犯人-将犯人绳之以法的推理小说，更多的是一种碰撞
，是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工作变革与传统的工作之间的碰撞，先进的技术替代人工，造成底层员工的
失业，新与旧的碰撞，还有贫富差距之间的碰撞，从小含着金勺出生的人与靠自己努力而取得一定地
位的人之间的碰撞，这不再是简单推理，而是一个个社会问题的碰撞，让人思考科技给人们带来了什
么，生产力的提高还是动荡？各个粉墨登场的人的联系居然是与一女孩发生关系为纽带，从而引发起
一起起谋杀，以此为出发点，如同把一粒种子种到土里，然后看着她慢慢地生根发芽，逐渐延伸到整
个社会，而且从一开始作者就让你知道整个故事的躯干，随着剧情的发展，躯干上边又多出来很多大
大小小的枝干，越发的完整，从男女之间暧昧的关系延展到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碰撞，让人看
完之后思想久久在头脑中回荡。
5、一贯东野的风格。先讲出手法，但是意外中夹杂着事故。让读者猜不透事态的下一步发展。最后
意料之外有情理之中的凶手。不过故事剧情还不够吸引人啊！在紧凑一点就更好了。又一贯体现东野
对人性对当代机器化社会的反省。
6、对东野圭吾的系列不熟悉，不知道这本书有没有续集，真应该出续集。看完后感觉像美剧，留了
个大大尾巴在后面。最后拓也杀悟郎显得很不理智，与他的一贯行事方式不相符。而他被机器人杀了
，更是各大大谜团。可能是他暴露了，所以癫狂了，失去了一贯的冷静，被杀更可能是宗方设计的。
7、康子的孩子偏偏不是拓也、桥本、直树任何一个人的，所以他们计划去杀康子根本没必要悟朗杀
直树是为了灭口，但其实直树根本没有确实的证据拓也杀康子为了避免危险，但康子压根不知道他们
三个的计划这些罪行，说到底还是人类的弱点啊不过悟朗杀勇二，这个绝对支持
8、杀人手法和有新意，但铺垫太长真相又过于无力。没有《信》的极致，也没有《白夜行》深刻的
情感共鸣，推理递进甚至不及《放学后》。以外作品中主线人物职业背景对犯案手法的推动这里也看
不明显。套用海明威的观点：如果作品里出现了枪，它就应该被击发。。。而小说中诸如星子、宗方
等游走在酱油边缘又引发人猜想的障眼法太多太滥了，警察里主线人物佐山也远不如其他作品中给人
印象深刻。除此之外，不喜欢这个山寨诺基亚的封面。。。吐槽完毕
9、东野圭吾小说看得多了后，发现他对于奋斗在低层努力向富裕强盛家庭挺进的年轻人有种轻蔑之
感，他们的倾尽全力大都是因为野心和对钱财的贪欲。为了得到而不择手段，甚至行凶杀人，并且冷
血的毫无愧疚。而生活在上层社会的富人们则嘲笑并利用着那些为了一点点希望就出卖自己的穷人们
。这种赤裸裸的相互贬低与谋求，爱情、亲情、友情都成了成就目的的工具。这样的作品比起温馨风
格，更撼动人心。因为他写出了人性最阴暗的那个部分，剖析并陈列给读者，似乎看着文字就能感受
到那些负面的情绪。这也是日本文学所独有的表现手法之一吧。
10、书不是很厚 两百多页 虽然是20年前的作品 没有过时的感觉一开始 以为康子才是勇二曾经交往过
的对象后来 觉得是敏树发现了一切 以为拓也和敦司共谋杀死自己的儿子 想要报仇到最后悟郎和弓绘
在床上的时候 才觉得悟郎有点问题...其实把仁科敏树这个人想单纯简单了 他并非在意直树 只是在意自
己血缘的延续所以在前妻过世之后 领养了自己的儿子 因为康子怀了男孩而觉得遗憾但是 从他和宗方
最后的交谈可以知道 其实他在横滨还有一个上中学的私生子总之 对他而言 只要有继承人就好他虽然
看重拓也的苦学孤身奋斗的经历 但是一旦知道拓也在调查机器人事故 就决心舍弃这个年轻人 重新布
局 辅佐未来接班人的对象而宗方 作为已定的辅佐人之一 鞍前马后为仁科敏树做事 他在仁科敏树舍弃
拓也中起到哪些作用 也很值得探讨 关于直树为什么要杀人 虽然书中一开始说是不想与康子结婚不想
给巨额抚养费 后来证明实际上直树知道自己父亲和康子的关系那么他杀人会不会也为了可能是仁科家
继承人候选的小孩呢虽然直树因为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 知道母亲娘家的工厂因为父亲的逼迫倒闭 使
得生活困苦一直仇视父亲但是在宽渥的生活条件下 他会不会因为习惯而没办法离开？他将弓绘——勇
二的女友调到自己身边 是弓绘理解的因为勇二的事故可怜她 还是为了控制悟郎
11、布鲁特斯的心脏。在聚会无聊的时候看了，然后一个晚上看完。情节还是比较引人入胜。里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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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bug的一点就是 雨宫康子何必告诉其他三人自己怀孕的消息。可以辞职，等到生产之后，再做打算
。东野圭吾书中的人物 大多智商很高，情商为零。不过是一个一个的布鲁斯特而已。看每一个人 都
存在可笑可怜的性格，偏激的近乎不真实。但是想起昨天聚会上一些主妇聊起自己婆婆的怪癖，我想
，可能人类真的很怪吧。
12、东野圭吾这个理科生出身的作家总是写一些看起来很前沿的小说，什么换脑呀克隆啊冲击波呀，
所以看到序章的时候还以为会写机器人，机器人长心杀人什么的(哈哈，开玩笑啦)。不说别的，这本
书可让我见识了杀人的方法，什么尸体接力呀，燃气爆炸，氯化钾抹茶嘴⋯⋯流氓有文化真可怕[抖一
抖]。 看到直树裹毛毯，瞬间开启了神侦探模式：杀人的D是谁？难道康子还有一个男人且这人的身份
特殊不能让桥本和末永晓得？以康子勾搭人上人 毛鸡变凤凰的心思这人选只剩下宗方和敏树，难不成
宗方和敏树串谋制造了不在场证据？如果真是这样，以上下利益关系来看这人应该是敏树了（这个花
心的老头！）。可怎么着也不至于杀死自己的儿子吧，这儿子对他还挺重要的，要不然也不至于接回
来当继承人还配两个忠臣在侧？好吧顺不下去了，换个角度。越不显眼的人越有可能是凶手！（日本
悬疑小说的终极奥秘）好吧，不装逼了。我是怀疑过康子的，还有宗方，星子，连机器人都怀疑过！
但直到看到快结尾敏树和宗方真的没有杀直树我才猛然想起:序章肯定是有伏笔的，那个白工，年轻人
，重工员工，调工作⋯⋯槽，是悟朗！好吧，我就是这么迟钝⋯⋯末永最后命归机器人也算是不冤，
宿命
13、简介里把接力诡计说得明明白白，剧透真是降低趣味的东西，推理小说的命脉，怎么能全透不过
东野叔的作品是不用担心的，有很多看点，无可取代首先，诡计有水准不在场证明往往最伤脑筋，这
个“三人接力”制造证明的诡计，无与伦比其次，倒叙有新意倒叙手法吊足了人胃口，还起到埋伏笔
的功效再次，写实有共鸣就算二十年后职场的浅规则和弱肉强食也是社会的现状，东野叔每次都能碰
触到人的软肋，很写实最后，反转有惊喜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通过不同的需求吸
附在一起，一环扣一环，复杂而不凌乱，杀与被杀，出乎意料之外，真相只有一个，但是不到最后猜
不到东野老师，顶礼膜拜
14、挺喜欢。人物众多，各个心怀鬼胎，都像是罪犯，又都像是受害者，一团复杂中线索从不同的人
口里，调查中得知，逐渐拼凑完整。直到最后也没猜出结局，没想到是个不显眼的配角。虽说前文中
倒也有些许暗示。果然不能怪作者，还是自己看的太粗枝大叶了。再就是星子这个角色，闹腾了半天
结果只是混淆视听用的，唯一的用处也就是指出了一下那个胸针，有点大材小用。
15、第一章搬运的过程和剧情的阐述相互交织，画面感非常好，就好象电影在切换镜头似的。最后在
一个看似完美杀人的场景，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意外，并且这个谜团一直带到了最后。让人读完第一章
就欲罢不能了。后面几章相比精彩的第一章来说，确实是不够出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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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布魯特斯的心臟》的笔记-第1页

        1而且你们不会背叛我——拓也在心中对着一排机器人说。这就是他开始致力研发机器人的最大原
因。包含自己在内，人类个个暗藏私心，就是对人心有所期待，才会换来失望。
但机器人不会背叛。机器人虽然只会按照期待行事，但对程序永远忠实。机器人出现错误动作时，原
因一定是出在执行程序的人身上。
2“嗯，可以这么说。”拓也想起了受这个伤时的事。阴暗狭窄的家、肮脏的衣服——这是被酒醉的
父亲撞倒，撞到柱子时受的伤。人人并非生而平等，从一出生就有阶级之分，而我身在最底层，像我
这种低贱的人想要爬上顶层。

2、《布魯特斯的心臟》的笔记-第106页

        人類個個暗藏私心，就是對人心有所期待，才會換來失望。

3、《布魯特斯的心臟》的笔记-第305页

        感觉说的好透彻-_-东野虽然不算本格推理，但是这种社会感非常强，不过很少有这种描述出现啊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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