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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年的死角》

内容概要

日本偷襲珍珠港當天，一小隊日軍奉命前往北平協和醫學院，接收人類至寶北京猿人化石。不料當天
深夜，天安門廣場上一具死屍旁，赫然躺著北京猿人的頭蓋骨，人類的老祖宗究竟被藏在哪裡？最後
又會落到誰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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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年的死角》

作者简介

伴野朗（1936～2004），1936年生於日本愛媛縣。東京外語大學中國語科畢。大學畢業後進入朝日新
聞任職，隸屬外電部門。曾任朝日新聞上海分局局長，對中國問題及歷史極有研究。1976年以《五十
萬年的死角》獲江戶川亂步獎，1984年又以《受傷的野獸》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的短篇及連載短篇
小說獎。他以歷史結合冒險與推理，創造出獨特的風格，在日本推理小說界贏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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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年的死角》

精彩短评

1、老郭的人设也是让我醉了⋯⋯
2、只能当作历史纪实来看
3、#fayesbooks#很诧异的是作者对中国文化历史什么的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
4、bucuo
5、好主旋律
6、如果不是结尾最后那几行叙述，我很想只打2颗星！
7、把故事安排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本身就无法建立情节的可信性。太过意淫的一部作品，换个时空
或许还能多得一星。
8、马马虎虎吧，比较怀疑翻译对某些部分进行了二次创造
9、小时候最喜欢看这本书
10、豆瓣上瞎翻翻到有日本人写过中国历史推理，好奇点进来看看写过什么，结果居然发现这本看过
的，郭沫若同志还客串了一把。不过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找到（废话）但比起这个北京人头骨，我还是
更好奇传国玉玺到底哪儿去了
11、是不是太扯了点...==
12、主要看点是历史场景再现吧，对这种题材不感兴趣，只是粗粗翻过一遍。顺便说一下，最后指证
凶手的关键是德语字谜，所以不用想自己推理了。
13、20年前读过，这次从儿时藏书中找到再读一遍，如老友重逢。
14、最后的结局...
15、复习了一点近代史，并且最后那个国志宏真是。。。
16、郭沫若应该是幕后大boss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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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年的死角》

精彩书评

1、照亮中日友谊的死角——《五十万年的死角》书评华斯比【恩人：“北京人”引发的创作灵感】
在日本推理文学史上，处女作就能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的作家并不多，而以中国历史题材推理作品问鼎
此奖的就更是凤毛麟角。1961年日籍华裔作家陈舜臣的以华人侦探形象陶展文为主人公的《枯草之根
》获第7届乱步奖。在他之后崛起的最重要的创作中国历史题材推理的作家就是伴野朗。伴野朗1936
年7月16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1962年起在朝日新闻社任记者，先
任职于朝日新闻社“外报部”，多次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地采访，1986年5月起出任战后第一任朝日新
闻社上海分局局长长达三年之久。伴野朗不但出身记者，而且“文革”时期常驻中国，才有更多的机
会在中国各地采访和游览，对当代中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有较多的了解。他在中国
的这些生活体验则成为他创作中国历史题材推理小说的灵感源泉。而根据我国珍贵文物“北京人”化
石失踪案写成的推理小说《五十万年的死角》，作为的处女作，为他在1976年捧得了第22届江户川乱
步奖。因此，他在《北京原人的事情》一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对我而言，北京原人可以说是“恩人
”。可以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就是“不想着他就睡不好觉”。因为我的处女作、获得江湖船乱不奖的
《五十万年的死角》写的就是追寻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下落的故事。（伴野朗：《中国历史散步》，
第120页，集英社1994年版——引者注）1941年12月8日，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清晨，侵华日军为
劫掠“北京人”化石，突然袭击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机构。可是，日军打开存放化石的密室一
看，化石已经不翼而飞了。究竟是什么人偷走了化石呢？它被藏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呢？于是，一场紧
张的追踪战开始了。【主题：旨在体现中日人民伟大友谊】作为一部推理小说，《五十万年的死角》
没有华丽的诡计，却有着惊心动魄的情节和旨在体现中日人民伟大友谊的主题思想，尤其后者，这是
高于诡计的内在的东西，更加弥足珍贵。当年乱步奖评奖委员青木雨彦在说明推荐理由时说：“第一
，题材好。第二，结构安排严谨。第三，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特征。第四，人物描写栩栩如生。第五，
文章生动。总之，百分之百的有趣。”下面笔者就以上五点对《五十万年的死角》做简要的评析。第
一，题材好。的确，小说以“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为题材，这是几十年来一直为国际上重视，更为
中国人民关切的事情。而且，小说以户田骏这个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专业（和作者一样），
后在日本侵华陆军中做翻译的日本人为主人公，更加能够突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这个主题。试想，一
个日本人，在中日战争时期，能够为了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然也是世界的）而不顾自己的性命安
危，毅然参与调查其下落。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这也表现了伴野朗本人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中国历
史文化的尊敬及对现代中国的尊重。第二，结构安排严谨。小说从发现化石失踪的1941年12月8日写起
，到12月19日真相大白结束，前后共九天。小说除序幕和尾声，共分八章，分别是：丢失、追踪、疑
惑、混乱、回归、邂逅、较量和真相，几乎一章只写一至两天的内容，且结构十分严谨，通过章节标
题就可以把握故事发展的脉络，让人清晰地看出追踪过程的全貌。第三，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特征。小
说既然取材于中国现代历史，当然要以当时的中国作为开展故事的舞台，那么舞台上的布景自然非中
国历史人文莫属了。为追寻“北京人”下落，户田骏辗转中国各地，如北京、天津、青岛、秦皇岛、
奉天等地。每到一地，作者都会简要介绍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当年的风貌以及当地人的生存状
态等，读来颇感亲切，又极具历史真实感。第四，人物描写栩栩如生。这是我要说明的重点。同样是
由于取材自中国现代史缘故，小说必然要提及当时诸多的历史人物，而作者又巧妙地将虚构的人物安
插入真实的历史当中，将历史与虚构柔和在一起，以致使读者几乎分不清哪些是史实，哪些是虚构，
读来极赋真实感。先说说这个虚构的主人公户田骏。我始终觉得户田骏是作者伴野朗在小说中的化身
，即人物是作者的代言。作者借着户田的回忆讲述中日两国现代历史的一些片断，将它们穿插在小说
中，作为紧张情节的调剂。另外作者借户田之口表达了对中日两国，以及中共及国民党的一些看法，
并对中共给于勒正面的肯定。其次要说的，也是要重点说的人物是化名“国志宏”的中国共产党人代
表郭沫若先生。小说并未从正面肯定郭沫若就是国志宏，只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点出：11年后的1952
年12月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郭沫若长相酷似户田印象中的国志
宏。作者虽未言明，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根据作者在书中给出的细节作为线索推理一二。在《追踪》一
章中户田在开往秦皇岛的火车上初遇国志宏，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进来的是一位中国人，50岁上下，
穿藏青色考究西装，一副绅士模样。修长的身子，白皙、丰润而高贵的脸庞，使户田感到他很有教养
。我们先从年龄这一点入手。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11月16日，小说中的时间是1941年12月，当时郭沫
若正好刚过完49岁生日，符合50岁上下的描述，年龄吻合。而对身材举止的描写也基本一致。再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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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年的死角》

尾，国志宏在给户田的心中亲口说了自己的个人情况：⋯⋯我是在冈山的第6高等学校和九州帝国大
学学习过的留学生，⋯⋯我本来有一个日本妻子，但现在为了革命，我丢掉了私情。从以上两点，根
据陈永志撰写的《郭沫若传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1915年夏天
，郭沫若结束一高预科的学习，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升入第六高等学校，踏上了学医的道路。1918
年秋天，郭沫若有六高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郭沫若在六高学习期间与日本女子佐藤富子（婚
后改名安娜，郭沫若有时也叫她晓芙）相识、恋爱并结婚，且两人生有四男一女。笔者想这些应该足
以证明国志宏就是郭沫若不假！但信中又写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受户田的父亲骏介先生的资助应
该系作者杜撰，但郭沫若在日本生活艰难而受到当地日本友人的资助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具体是哪个
人我想现在已不可考了。但绝对不会是虚构的主人公户田骏的父亲。然而作者这样写一定有他的深意
在里面，那就是为了突出中日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这个主题。郭沫若先生生前从事大量的中日友好工
作，在日本人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日本的很多社会活动家对郭沫若的工作都给于很高的评价。我
想这就是作者选择郭沫若作为小说的第二主人公来表达中日人民伟大友谊的原因吧！正如日本的中国
文学专家三好一先生在郭沫若逝世后的1978年6月20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深切的哀悼》中说的
：“郭沫若先生为日中友好，日中文化交流和发展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及对于日本人民所表达的深刻
的理解和友谊，正像先生生前为满足人民的要求，赠送给冈山后乐园的丹顶鹤那火一般彤红的红顶一
样，鲜明、清晰地铭刻在日本人民的心间，永远不会消逝。”下面再说说其他人物。有化名“阮爱国
”的“越南独立之父”胡志明，有来自国民党人戴笠的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十三妹”，有来自日
本特务机关松村机关的绰号“蝎子”的佐佐木月心等人。在追寻“北京人”下落的过程中，户田既要
根据自己找到的线索对各种谜团做各种各样的推理，又要与上述这些来自中日双方各方面的势力巧妙
地周旋。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活剧。
第五，文章生动。在读这部小说时，我找到了当初读倪匡卫斯理系列的感觉。故事悬念迭起，情节紧
张刺激。再加上以上的四点，文章自然就生动起来了。【猎奇：中国现代历史题材推理小说】伴野朗
由《五十万年的死角》登上文坛后，开始了旺盛的创作活动，1984年以短篇小说集《受伤的野兽》获
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1989年底他辞去记者工作，专心写作。到2004年2月27日由于心肌梗塞导致的并
发症突然去世（但伴野朗的好友、集英社文艺编辑部编辑长龙圆正宪声称，真正死因是脑中风），伴
野朗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在推理小说，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各领域，共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小
说及作品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以中国为题材。和陈舜臣一样，伴野朗的推理小说也带有鲜明的历
史小说特色。这也正应了陈舜臣在他的《推理的乐趣》一文中写的那样：“所谓推理小说，岂不就是
史料与作者的推理及虚构的混血儿吗？”又说“以史料为基础，将史料加以重新组合、照应、再加上
作者的推理，这岂不就是历史小说的基本写法吗？”伴野朗的中国题材的推理小说除个别作品取材于
古代（如1994年出版的以日本唐代留学生、诗人阿倍仲麻吕及中国诗人李白为主人公的《长安杀人赋
》）之外，绝大部分取材于中国现代史，而且相当有特色，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猎奇”！其中
，有以周恩来为主人公的《北京之星》（光文社1989）和《白公馆少女》（新潮社1992），有以中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策划暗杀毛泽东的真实事件为题材的《暗杀毛泽东》，有以蒋介石从各地收
集黄金为题材的《蒋介石的黄金》，还有以中国上海为背景的一系列长短篇推理、冒险小说，如《上
海紧急出动》（中央公论1984）、《遥远的上海》（集英社1992）和短篇集《上海传说》（集英
社1995，含7篇作品：《雾中的百老回公寓》《血腥的76号》《游船码头之怪》《静安寺路的袭击》《
爱憎的外滩》《疑惑的跑马厅》《南京路的幻影》）等。最后，为 “猎奇”的推理小说画上圆满而且
惊艳句号的是他在2001年，也是在他去世之前发表的推理小说《暗杀陈水扁》，以台湾“总统选举”
为题材，描写时任“总统”的陈水扁与“副总统”吕秀莲在竞选连任时，坐在车内在人群中穿行时遭
到枪击受伤，但却因此博得了选民同情而胜出。在伴野朗去世不久进行的台湾第三届“总统”的自由
选举中，果然发生了这样的暗杀陈水扁的事件，而且其情节竟然与伴野朗所描写的不谋而合！虽不能
排除枪击者事先读过伴野朗的这部小说并加以模仿，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伴野朗出色的推理能力。
参考书目：《50万年的死角——“北京人”奇案追踪记》，[日]伴野朗，丹东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年11月《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王向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9月《郭沫若传略》，陈永
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2009年1月17日写于铭古轩
2、这篇讲述“北京猿人头盖骨失踪”的历史事件，情节上更加紧凑，写实和流畅，如果改变一下年
代背景，故事更像是带有冒险色彩的硬汉派，大有纪实小说的风格，对中国文化研究也比较深入，胡
志明的越南谚语也很有趣。但有两个细节需要追究一下：1、“将竹篾刺入他的指甲与指肉之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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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年的死角》

后用火烧烤竹篾。这是阿拉伯式的刑法。”阿拉伯有这种刑罚吗？2、“那是拉祐族的民族服装，拉
祐族是藏族之一，居住在云南省的澜沧江一带。”拉祐族是55少数民族之一，并不在藏族的主要几个
族中（康巴、嘉绒、白马、丹东）。不知道《邓小平遗书》会不会出中文版
？http://www.douban.com/subject/352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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