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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吓馆事件》

内容概要

1954年9月26日    沼宗介和妻子八千代遭遇船难，四岁的女儿美音被古屋敷夫妇收养。
1964年             古屋敷夫妇委托中村青司设计了“惊吓馆”。
1979年6月6日     美音生下女儿梨里香。
1982年12月12日   美音生下儿子俊生。
1992年             美音杀死了亲生女儿梨里香。
1994年8月         三知也结识了俊生。
1994年12月25日   圣诞之夜，“惊吓馆事件”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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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吓馆事件》

作者简介

日本推理文学标志性人物，新本格派掌门和旗手。
绫辻行人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日本京都，毕业于名校京都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加入了
推理小说研究会社团，社团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法月纶太郎、我孙子武丸、小野不由美等。而创作了《
十二国记》的小野不由美在后来成为了绫辻行人的妻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推理文学的大变革年代。极力主张“复兴本格”的大师岛田庄司曾多次来到
京都大学进行演讲和指导，传播自己的创作理念。绫辻行人作为当时推理社团的骨干，深深收到岛田
庄司的影响和启发，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新派本格小说的创作当中。
一九八七年，经过岛田庄司的修订和引荐，绫辻行人发表了处女作《十角馆事件》。他的笔名“绫辻
行人”是与岛田庄司商讨过后确定下来的，而作品中的侦探“岛田洁”的原型也来自岛田庄司和他笔
下的名侦探“御手洗洁”。以这部作品的发表为标志，日本推理文学进入了全新的“新本格时代”，
而一九八七年也被称为“新本格元年”。
其后，绫辻行人陆续发表“馆系列”作品，截止到二〇一二年已经出版了九部。其中，《钟表馆事件
》获得了第四十五届推理作家协会奖，《暗黑馆事件》则被誉为“新五大奇书”之一。“馆系列”奠
定了绫辻行人宗师级地位，使其成为可以比肩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和岛田庄司的划时代
推理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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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吓馆事件》

书籍目录

第一部
惊吓馆的回忆
惊吓馆的密室
第二部
惊吓馆的少年
惊吓馆的诡异传闻
惊吓馆的腹语人偶
惊吓馆的惊吓箱
惊吓馆的生日派对
惊吓馆的起源
惊吓馆的圣诞节
第三部
在那之后的惊吓馆
重返惊吓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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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吓馆事件》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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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吓馆事件》

精彩书评

1、原本发在贴吧，搬运一份，用做鼓励。早买了这一本，因为想等暗黑馆出了再看就一直崭新地放
着，后来竟然忘了⋯⋯听说这本的评价普遍很差，所以也没抱什么希望，结果被坑了⋯⋯这本书里其
实有着不少令人惊愕的细节描写，如果抱着随便看看的心情不去细想，最后会被故事愚弄，还未看的
千万注意了。这书在读的时候真没有太多惊喜，除了看到美鱼的名字⋯⋯和结尾的时候大喊坑爹⋯⋯
但是回头一看发现，虽然结尾很奇幻，但故事中途是很有逻辑的、很标准的推理，如果能把文中所有
不合常理、不合逻辑的地方都提出来放在一起，谜底就呼之欲出了。接下来是泄底时间。我在阅读时
候感到的第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是发现案发现场的三个人的表现，他们冷静过头了。大三的男性、
小六的男孩和女孩三个人，近距离面对杀人现场和死者，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冷静，在尸体旁边仔细检
查了整个房间之后才报警。在“又一次检查房间”之前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处理完必须立刻处理的
事情之后】。在杀人现场，必须由三个孩子立刻处理的事会是什么？一般会认为是报警，但下面的行
文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在检查完最后一遍之后才报警。第三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是对比出来的：“我”第
一次见到人偶梨里香的时候【倒吸了一口气】，描述了她嘴角的【沟】使【美貌变得诡异和滑稽】。
而对于操作人偶的古屋敷，认为【古怪】。而第二次见到腹语表演的时候，梨里香【空洞的双眼让我
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因为太过恐怖，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们三人战战兢兢地坐上观众
席】。三知也和小葵此前见过两次人偶、一次表演，只有这次感到恐惧，大学生新名第一次见到梨里
香就受到了冲击，发出“呃”的声音。这次的表演让三人都感到恐惧，认为古屋敷【精神有问题】。
古屋敷拿起刀子对着人偶的时候，三人同时阻止，显得非常恐惧。这是暗示。明示则是【嘴角画着黑
线】这句话，三知也第一次就看清了人偶嘴角的“沟”，这次看到的却是【画】的。第四个逻辑不通
的地方，是三人对古屋敷的怀疑。他们三人对于俊生受到古屋敷老人虐待的事深信不疑，这让我从一
开始就很奇怪，因为老人一向表现正常，仅凭俊生身上有伤痕和古屋敷失常的一次表演，就让三个人
同时坚信俊生长期受虐，也太奇怪了。俊生的字条“救救我们”最正常的理解应该是救他和祖父，三
人却认为是救他和一个人偶。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逻辑不通的地方，警察的判断。面对这样一个典型
的密室杀人案，警方竟然认为是入室行窃时意外杀人！警察的智商究竟有多低啊？而且得知美音逃跑
的事情时，三知也想：【在即将发生某件特别的事情时，总是会有一些其妙的偶然事件同时发生】，
这句话真是莫名其妙，不过在零食的作品里，莫名其妙的话往往是最重要的⋯⋯新名在通知这个消息
的时候【像是在压抑着兴奋的心情】，也是暗示。合上书回想的时候，想到了这五个不合逻辑的地方
，虽然当时没有重视，但回忆起来是十分惊喜的，我认为这本书的质量不像普遍评价那么差，相反它
的逻辑非常缜密，故事简单流畅，故弄玄虚的地方也很少。作为推理小说或许不合很多推理迷的口味
（我看的推理小说很少，如果要说它的关键诡计与什么作品相似，我就完全不知道了），但它好像是
作为儿童读物写的⋯⋯？那我可要说它实在非常棒了。除了⋯⋯结尾⋯⋯又在故弄玄虚啦⋯⋯俊生我
还能洗脑自己说是家族遗传，那小葵又是什么鬼！从黑暗馆开始零食明显跑偏，我看的第一本零食其
实是Another，我对它评价非——常低，以至于看到十角馆的时候惊喜不已。现在一本本看下去，越往
后越接近Another的调子，真是绝望啊。最后，零食你是有多喜欢人偶·病弱美少年·被鬼父鬼祖父下
手的女性啊！我以后养成见到病弱家族就想到他们家有人乱伦你要负责的！
2、在高铁上看完的一本书，耗时不到两个钟头。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本书需要多久时间，但是对我
而言，这速度证明我在阅读的时候没怎么思考。哦呵呵。刚开始对交叉叙述的方法还是很期待的，总
觉的这样的描述接下来肯定会有诡计出现吧。。。结果，从头到尾都没有惊艳的地方。叙述性诡计，
日系推理中常见的手法，除非特别出彩不然会有种“作者你又赢了”的感觉。好吧，略失望。对于书
中的一点魔幻感觉，很遗憾到了最后都没得到更好的渲染，换句话说，“恶魔”梨里香的魔性描写不
足吧，缺少了那种诡异的窒息感。大部分的描写都过于平淡了。看到最后我们都知道了，哦，原来俊
生体内寄生着一个”魔鬼“，她杀了人，她骗了大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缺少一种回味。虽
然大部分的心理描写都很细腻，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描写虽然很有真实感，但是，对于一部推理小说而
言，这里的描述既不是伏笔，也不是暗含的线索，更不是在读者读完后才能恍然大悟的包袱。过多这
样的笔触就显得多余了，情节也紧凑不起来。这不是我第一次读 绫辻行人的作品，但是绝对是印象最
差的一次了。对于比较少接触日系推理的人来说姑且一试，但是对我而言只是打发了列车上的无聊而
已。不过我还是会尝试绫辻的其他的其他作品的，希望会有惊喜。
3、作为馆系列的第八部——感觉是无比的惊悚！（抚额）本书评，主观意识偏重，慎读！刚拿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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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吓馆事件》

的时候，一掂这重量，一看这厚度——好薄的一本书。本来觉得可以哗啦哗啦几下看完的书。由于朝
秦暮楚（堆的书太多），前30多页和后面的内容没有一口气看完。加上记性差，导致看了后面忘了前
面⋯⋯废话少说，进入正题。因为这是我看的第二本“馆系列”。以下个人观点，仅限于本书。该书
的结构很简单，采用倒叙式——对过去的回忆，过去，现在。“馆”系列，XX馆事件。顾名思义是围
绕一栋建筑展开。由于机缘巧合，“我”看到《迷宫馆事件》这本书，搜索了有关“馆”的相关信息
。勾起了“我”过去的记忆——因为“我”在很久以前就住在同是出自“迷宫馆”设计者设计的“惊
吓馆”所在的地方。而且还跟惊吓馆有一段往事。故事开始，就介绍了跟惊吓馆有关的人物。表明这
座馆曾经发生过凶杀案。这是个很蹊跷的案件——在密室里面，人偶梨里香，杀害了馆的主人古屋敷
。而作为故事讲诉者的“我”同时又是凶杀案的发现人之一。作者以“我”的视角，从勾起回忆，到
寻找相关线索，再到过去。一、大设定——病态的馆。作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所——惊吓馆，是一座
收集有各种各样“惊吓箱”的建筑。1、�关于惊吓馆的传言2、�数量惊人的各种惊吓箱3、�怪异的馆主和
他的家人们二、小设定——病态的人。1、生活在破碎家庭里的“我”。哥哥在学校里收到同学的欺
负，走投无路坠楼自杀。父母离异。母亲一直沉浸在哥哥去世的阴影中不能自拔父亲一边背负着承重
的心理压力，一边辛苦的努力工作。2、体弱多病的俊生“惊吓馆”的小少爷，体弱多病，身材娇小
。不能跟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在认识“我”之前没有朋友。家教非常严厉。3、“惊吓馆”馆主，
酷爱腹语术的古屋敷龙平将俊生如同囚禁般的关在家里。要求俊生扮演人偶“梨里香”。4、命运多
舛的美音幼年父母双亡，成为孤儿。自闭。5、湖山葵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孩——但是这种外向的表现
却是在寻求别人的关注。身为阪神大地震的幸存者，心理上多少会蒙上一些阴影。6、新民努小的时
候受过亲身母亲的虐待。后在阪神大地震中不幸丧生。三、悲剧的产生书中反复提到“一切都是为了
美音⋯⋯妈妈⋯⋯”这句话。古屋敷夫妇因为没有孩子，于是收养了亲戚的孩子美音，并且视如己出
。因为美音在幼年的时候父母双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无论养父母一家怎么对她，她始终呆滞、没
有感情，就像人偶一样。直到有一天，在“惊吓馆”还不是“惊吓馆”的时候。“惊吓馆”的设计者
，送了一个被制作成“惊吓馆”模样的惊吓箱给美音。看到美音在打开惊吓箱之后露出笑容的养父母
，为了讨美音欢心，收集了无数的惊吓箱，于是“惊吓馆”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惊吓馆”。而传说
中的——“惊吓馆”本身就是一个惊吓箱——不是指这座建筑本身有什么特异之出，而是指“惊吓馆
”模型。对养女的极端溺爱，不知不觉中，也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养女的爱意，最终变成无法
挽回的伤害——美音无法面对，并且厌恶着越来越像自己的女儿——梨里香。因为他们是不伦的，梨
里香是恶魔的孩子。于是美音对梨里香下了杀手——这就是发生在“惊吓馆”里的第一桩命案。古屋
敷龙平深爱着美音，自然也爱着和美音容貌相似的梨里香——因为梨里香才是自己的亲身女儿。对于
美音的罪恶感，对于梨里香的无法割舍。于是人偶“梨里香”就成了孙女（爱女）的替代品。同样是
亲生孩子的俊生，相较于姐姐，似乎就幸运的多。因为他没有遭到自己母亲的毒手。失去母亲、姐姐
，并且体弱多病，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健康快乐成长。但却有爷爷的精心呵护——专门保姆，家庭教
师，没有爷爷的陪伴就不能独自外出等诸多限制其实也是爱他的一种表现。但是，这种“爱”却更加
的扭曲。被限制了自由的俊生，对外界是渴望的，对朋友已然渴望。于是“我”的出现，对他来说无
疑是对生活从未有过的另一种感受。没有生命的建筑没有错，有错的是生活在里面的人们。“我”的
到来打破了表面的平静，加速了悲剧的发展。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单方面的、不求回报的？其实不是，
任何的爱都是希望得到回应。古屋敷龙平一心一意爱着美音，但是美音却没有任何回应。然而无论古
屋敷龙平爱的是梨里香还是人偶“梨里香”——前者已经死去，后者是没有生命的物体。都无法回应
他的爱意。一味的付出，却没有回报。无论是谁，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不满。在知道了“我”，这
个俊生新结识的朋友后，古屋敷龙平是喜悦的。因为他的辛苦付出，终于可以得到回应。于是他变本
加厉的排练着他的独角戏。俊生日况愈下的身体，是扮演人偶“梨里香”造成的——在旁人眼里看来
，这就是古屋敷对俊生的虐待。俊生在一边扮演人偶“梨里香”的同时，一边饱受着姐姐梨里香“灵
魂”的侵蚀。虽然在很早的时候就向“我”发出了求救信号，觉得自己和古屋敷都受到了来自心理的
“梨里香”的威胁。但最后，还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因为古屋敷之前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
俊生很担心）杀死了古屋敷龙平。最后⋯⋯看完这本小说，第一感觉就是——这是推理小说？！！眼
睛还能变色？梨里香眼睛颜色不同于常人，介于父母双方都是日本人，排除基因变异——叛逆期的小
孩戴美瞳？假装人偶的俊生是戴了美瞳的。小说的最后一页——那是啥，一群人在开化妆舞会？！搞
得跟吸血鬼派对一样。这回是一群精神有问题的人上演的闹剧。人偶会杀人？鬼才信。果然是一群心
理有问题的人，被吓破胆了？假装没看见人偶“梨里香”是俊生装的。⋯⋯明知真相，为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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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吓馆事件》

俊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同病相怜”），（共犯们）伪造了案发现场。糊弄了警察⋯⋯OTL细细体
会这个故事还是不错的——是故事！但是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校园风，低龄化，高不成低不就。
故事背景设置，人物设定，都让“惊吓馆”显得诡异，让人觉得恐惧。“惊吓馆”是古屋敷送给美音
的玩具，而生活在馆中的美音的孩子却成为古屋敷的玩具⋯⋯故事的阴暗程度不言而喻。但这种感觉
也只有在写读后感时才有——看书的时候怎么觉得那么恶搞？！！（果然，看书还是要挑对时间地点
。就像看鬼片要在午夜以后一样——我顶在大太阳，当然不觉后背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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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惊吓馆事件》的笔记-第93页

        我虽然知道「自杀」这个字眼，但是无法顺利地将这个字眼的意义和现实结合在一起。对当时的
我来说，我甚至以「重新开机」的游戏用语来解释哥哥的自杀。哥哥将自己重新开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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