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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

内容概要

在這個夜市裡，只要出得起價，任何人都可以買到想要的東西⋯⋯
令人敬畏的稀世天才作家登場！
榮獲2005年第十二屆【日本恐怖小說大賞】！
被譽為『史上最出色的傑作』！
入圍日本文壇最高榮譽【直木賞】！
【直木賞得主】林真理子．【妖怪評論家】荒俣宏．【推理名家】高橋克彥激賞推薦！
日本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4顆星高度讚譽！
為了獲得『打棒球的天分』，你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
泉一直對同學裕司感到好奇，明明是學校裡的棒球明星，卻總是顯得鬱鬱寡歡、滿腹心事。  而謎樣
的裕司今天竟然會主動邀她：『要不要去夜市？』
兩人前往海邊的森林，沒想到幽靜、人煙罕至的林蔭深處，真的有一個奇妙的夜市！披著和服的狸貓
與死屍穿梭而行，妖怪販售著長劍、棺材、人頭等各式各樣的詭異商品⋯⋯這裡根本不是人類該來的
地方！泉開始納悶，裕司為何要邀請自己同行？原來這是只有有緣人才得以造訪的妖怪夜市，小時候
曾經誤入夜市的裕司，在這裡買到了『打棒球的天分』，但付出的代價卻令他懊悔至今。於是今夜，
當蝙蝠預告夜市即將舉行，裕司決定帶泉一同前來，重新進行一項重要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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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

作者简介

恒川 光太郎（つねかわ こうたろう、1973年 - ）日本小説家。東京都出身。大東文化大學經濟学系畢
業。現居沖繩縣，繼續從事寫作。2005年以中篇小説「夜市」獲第12屆日本恐怖小説大獎（出同名單
行本時另收入「風之古道」一作）而正式出道。該書之後進入第134屆直木獎候補。2007年「夜市」由
円谷娛樂公司電影化，「風之古道」也開始在『週刊ヤングサンデー』上以「まつろはぬもの～鬼の
渡る古道～」的標題連載漫画。2006年的單行本長篇『雷季結束時』（雷の季節の終わりに，全2冊）
，進入第20屆山本周五郎獎候補。2007年出版了生平第三作『秋天的牢獄』（秋の牢獄，角川書店版
）。作品數量不多，幾乎是每年一部，且都是高水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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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

精彩短评

1、奇幻感強於恐怖驚嚇,故事總感覺似曾相識,個人比較喜歡故事二"風之古道",但以此書作為日本恐怖
小説大獎我還有保留,可能之前看過太多奇幻古怪的書藉和電影吧
2、⋯對不起覺得蠻老套的和他的其他書一樣
3、文风大概是志怪类小说最合适的一类风格了，如水一般缓缓流动，自然道来。不煽情也不可怖，
主角们冷淡而缺乏人气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正正和整体的风格融为一体。正如夜市结尾所说，一切事
情的发生与完结，并没有我们可以介入的空间。
4、令人窒息的想象
5、五颗星全都给<风之古道>⋯⋯太喜欢了，感觉一定要读一下原文才行TvT
6、隐藏在城市里妖怪的夜市和古道，非有缘人不得见。
7、第一个故事没意思，第二个倒是很不错
8、比较喜欢第二篇《古道》
9、故事不错，就是想要表达的东西太流于表面了。
10、说不上黑暗也谈不上温情
11、精致
12、第十二届恐怖小说大奖的作品，我以为应该恐怖阴暗至极，却温情地出奇！
13、同样写奇幻，这位比朱川凑人不知道高到那里去了，期待新作！
14、更喜欢风之古道
15、3.5
16、寂寞的古道如寂寞的人生。
17、阅毕。私以为古道优于夜市。
不得不说这本书排版真是悦目，再加文中夜市古道那种苍凉的气息，混合食用更搭。
故事虽然并不恐怖，但这种奇特的味道还真是回味无穷，这种小说还是只有恒川能写出来。
18、两个故事都很奇特，妖怪的夜市，和不存在的妖怪道路，都有一种奇妙的惆怅感
19、中学恐怖小说？太幼稚了..
20、如此温情哪里是恐怖小说！更喜欢风之古道！
21、两个中篇。能交换任何东西但不交换者不能离开的《夜市》，与人类世界交界的奇异地方《风之
古道》。展现的都是奇怪的异世界，主角都是十多岁的少年，虽然作者说，这并非什么成长蜕变的故
事，因为一切都没有结束，也没有变化，或是克服什么困难。但实质这就是成长蜕变的故事，关于得
到和失去，关于孤独与追寻。
22、看不够，还想看！才两个故事不能满足！
23、有意思
24、文案也太夸张了。文风和故事都不是很喜欢
25、很有趣的故事，希望继续出版其他作品
26、两篇故事都非常精彩，有一点残酷但也不失温情。文中惊人的巧合不知是宿命还是偶然又或者是
作者让读者获取消息的一个途径。第一篇夜市中，裕司想要用自己赎回曾经被他卖掉换取棒球才能的
弟弟竟然就是夜市里在他身边跟随的流浪者。风之古道中，炼在工作中遇到的小森恰好是他的杀父仇
人，炼杀掉小森的过程中致使我的朋友和树死亡，炼带我去帮助和树复活却没有成功，自此我带着支
离破碎的记忆回到了自己曾经所在的世界。故事的可读性很强，情节也较为精彩。最让我动容的是炼
的母亲，为了让死于非命的男友复活，不惜历尽千辛万苦找到方法并且全心养育他。我觉得这才是爱
，希望他的生命得以延续，为了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活，有这样的爱人，还有什么所求呢？
27、有几分古朴诡秘的风致
28、很会说故事，画面感很强
29、风之古道比夜市好
30、两短篇，更喜欢《风之古道》。故事单薄了点，说没意思吧也有点意思，说有点意思吧也意思不
大。想要找吓尿了那种感觉的豆友们，可以绕路了。
31、乱入异界。故事和画面想象力很棒，《风之古道》格调还有点像早期宫本辉短篇但文学性逊色太
多，这样的短篇仿佛就是在坐等影视化或漫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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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

32、“有时，从随着季节变幻而吹来的风中，我可以闻到古道的气味。这时，我脑中片断的记忆会随
之苏醒，令我忆起那段和拉着水牛车的永久流浪者共度的夏日时光，以及在夜里、从古道上离去的昔
日友人。”适合夏日读的日式奇幻小说，更喜欢第二篇《风之古道》，完全可以在脑内描绘出那非人
间界的奇景。两篇的设定其实都可以再深入展开的，尤其是古道篇炼、种子、雨寺的设定，非常引人
遐想，种子是从何而来（死后成树这个设定和安德的第二部太一致了）？还会见到神灵吗？凶神和善
神还会有纷争吗？雨寺还复活过什么人吗？那些人的状况为何？“从你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得到
祝福了。外面的世界没人能和你相比。在遥远的未来，你的肉体会成为大树，灵魂将穿越古道，化为
一阵风，在这世界穿梭。到时候我们再见面吧。”
33、夏季充满幻想的神秘世界，能够和鬼怪们做着诡异的交易，在充满萤火虫还有讨厌的蚊子的夜晚
，一向是我喜欢的元素，充着这点就能给五星。
34、日本的鬼怪故事总是有其独特的怪诞和怪诞中透露的温暖 让人想起印象深刻的《夏目友人帐》
35、不恐怖，闲暇时可看，没什么趣味，可能对这种类型免疫了
36、恒川光太郎，弃。
37、风之古道这篇很棒，明明是一个中篇，背后的宏大构想完全可以写成长篇了。
38、设定很不错，但是结局似乎有些太草率了，感觉可以写的更感人的
39、蛮有趣，过程很儿童，可惜结局有点成人
40、城市郊外，妖怪的夜市，不交易就无法回到现实世界的设定，他是打算出卖我吗？。一段往事，
短篇小说的篇幅，信息量很大，悬念和节奏恰如其分，给五星。
41、风之古道里面人物性格更加明显所以也好看很多 相比之下夜市就有点凑数的感觉 不过对于不碰这
种题材的人来说 还是觉得两篇都很棒 虽然两篇本质上如出一辙但也各有各吸引人的地方 看的时候想
到黑白电车
42、故事和故事里的世界都令人沉醉其间，读完有种怅然若失之感。更想给四星半。
43、不是鬼怪的恐怖，而是消失回不去的人生。
44、怪谈类的两个中篇，像我这种不看恐怖的人都能接受的程度。用了神隐和百鬼夜行这类日系惯常
的神话设定。画面感极强，夜市联想到千寻，古道联想到虫师，要是能动画化就好了(以及千万别真人
化)。
45、夜市古道，神隐之物，我对悠悠扬扬缓缓道来的志怪传说，和这种无处安放难以处之的别离，毫
无抵抗之力
46、故事情节还蛮曲折的，看到后面略唏嘘。
47、跟《草祭》差不多的风味，怪谈中更添一点幽幽，虽然就大众评分来看比《草祭》高出一分多但
我觉得这两本草的深山风味更为诱人，大约是论起小镇怪谈我看得比较多吧。适合改编。
48、三星半吧  不算是特別出乎意料的劇情 但是能吸引人讀下去 看看其他幾本怎麼樣吧
49、味道太淡
50、模糊奇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在异于社会伦理常态的场景中，体会人性的种种。两个小故事，夜
市与风之古道，更喜欢后者，带有浓浓的旅人风，时刻准备着告别的伤感与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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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

精彩书评

1、夜市这本书是两个故事 夜市 与 风之古道夜市这篇其实很短 每一页字很大 空隙也很大 但是就是这
短短的一百页却构造出了一个人间与幽冥间交接的迷幻世界 夜市两个字 我首先想到那句诗 夜市卖菱
藕 春船载绮罗 不过此夜市非彼夜市 青白色的灯光 乘风而来的商人 四处行走的妖怪 没有吆喝声的安静
店铺 形成了夜晚的诡异画卷不过不仅仅是卖弄妖魔那么简单 作者加入了新的元素 那便是人类的欲望
和道德的界限 在这里 只要出的起钱 你什么都能买得到 但如果你什么也不买 那便走不出这个夜市 年少
的主角为了得到打棒球的天分 付出了异常惨痛的代价 而今夜他再次踏进这座夜市之时 他面对的是亲
情的再次拷问 这一次他该怎么选择呢 不那么美好的结局 却充满了爱意我很喜欢这篇的开场白 今晚会
有夜市昆虫的叫声 风的吹拂 飞着的鸟类和蝙蝠都在传递夜市的气息 读着读着 我也觉得这个世界上真
的有如斯奇妙之境了而风之古道则又是另一场异想天开了悄悄存在于无人知悉的巷弄间的古道 与人间
交接 却也被迫发生着爱恨的交织 那永远没有尽头的路 以及带有古意的风物 也让人遐想联翩  两篇的共
同之处在于 里面的夜市或者古道 一般人是找不到的 它们藏在这个世界的不起眼的角落 藏在我们热闹
喧嚣的生活背后 那是个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世界 字里行间里都能感觉得到静谧 感觉到不想被打扰
的隐匿如果误闯了 说不上是好是坏 想要从幽冥离开 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大概就是作者写的 并不能蜕
变什么 只能孤零零的行走 在这漫无边际的迷宫里吧 
2、两个中篇。能交换任何东西但不交换者不能离开的《夜市》，与人类世界交界的奇异地方《风之
古道》。展现的都是奇怪的异世界，主角都是十多岁的少年，虽然作者说，这并非什么成长蜕变的故
事，因为一切都没有结束，也没有变化，或是克服什么困难。但实质这就是成长蜕变的故事，关于得
到和失去，关于孤独与追寻。
3、我一直以为在图书馆撞见好书的几率为零.书架上两个字的书名永远出挑,尤其是在一排赤川次郎当
中.回家后仔细翻了翻,才发觉作者是个陌生的名字,恒川光太郎,以我对&quot;非本格&quot;不求甚解的
知识来猜测,恒川桑应该是一位新人.作为前辈的发掘者和作为后辈的被发掘者年复一年乐此不疲着他
们的庄重仪式,因而每年的日本文坛都有不计其数的新人作家涌向各式纯文学或是通俗文学的奖项,2005
年,这篇&quot;夜市&quot;得到了当回评委高桥克彦的赏识,因而一举拿下了第12届日本恐怖小说大
赏&quot;夜市&quot;里收录了两个故事,另一篇叫做&quot;风之古道&quot;. 两个故事里的少年初长成
的&quot;我&quot;,大多数时候在犹疑的痛苦中徘徊,结尾的时候终于可以以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哪怕暂时
的幸福,我记得叔本华有一句极好的定义,&quot;幸福不过是痛苦暂时的缺乏,不过是欲望与无聊的交
替&quot;.故事里的&quot;他&quot;,都有或多或少的厌世心态,被迫或是甘愿的,选择了自我放逐,前者的
选择关乎欲望和救赎,后者则关乎命运和旅途.个人喜欢夜市里意料之外的情节,喜欢古道里淡然勾勒的
细节.夜市和古道,可以看作现实世界某种神秘意义上的象征,它们和现实有着类似的游戏规则,只是更加
简单明了,不可违背.它们有着现实类似的生命旅程,只不过更加神圣透彻,不停轮回.前者里没有买卖行为
的游客,无法离开夜市;而对繁多的商品再无兴趣拥有的内心,会被夜市觉察,永远的被吞噬.后者里死而复
生的生命,属于古道,只能流浪其中.而在古道里死去的身体里的灵魂,会接受召唤,一步步的前行,迈向终
结,一处旺盛的水土,站成一棵随风飞扬的树,数十载年月,树干斑驳,枝繁叶茂.夜市和古道,都被描述成隐
匿于神迹中流动的灯火,它们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有着一样的本质,一个虚空的永恒的存在,而与之有缘的
生命,都不过是其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土,在自己的轨迹里踟躇前行恒川桑的文笔,冷落而轻盈,这样的笔
触以虚写实,以意寓象,尤显恰到好处.虽然有些说教的匠气,想象与技巧仍然称的上是惊人.其实大力鼓励
新人的文坛氛围,有时候也会有反面的效果,比如,不少一鸣惊人的获奖者之后多年沉寂,碌碌无为,而早年
积攒的名气已经让他们在杂志上写写滥俗的连载便足以糊口. 对于读者来说,往往好的作品可能会需要
以平常心来遇求.恒川桑已年近不惑,也许仍然在妻子的督促下笔耕不戳,&quot;夜市&quot;这样的作品,
也算是我们无法平静期待的理由吧
4、『夜市』泉一直對同學裕司感到好奇，明明是學校裡的棒球明星，卻總是顯得鬱鬱寡歡、滿腹心
事。而謎樣的裕司今天竟然會主動邀她：『要不要去夜市？』 兩人前往海邊的森林，沒想到幽靜、人
煙罕至的林蔭深處，真的有一個奇妙的夜市！披著和服的狸貓與死屍穿梭而行，妖怪販售著長劍、棺
材、人頭等各式各樣的詭異商品⋯⋯這裡根本不是人類該來的地方！泉開始納悶，裕司為何要邀請自
己同行？ 原來這是只有有緣人才得以造訪的妖怪夜市，小時候曾經誤入夜市的裕司，在這裡買到了『
打棒球的天分』，但付出的代價卻令他懊悔至今。於是今夜，當蝙蝠預告夜市即將舉行，裕司決定帶
泉一同前來，重新進行一項重要的交易⋯⋯如果你看过《夏目友人帐》，或者《虫师》，那么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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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

对这篇《夜市》里所描绘的场景和意境感到陌生，如果没看过以上两部作品，那么应该会感觉比较新
鲜和另类，而且，这里的“夜市”氛围更为寂静些，妖怪们的态度也更为冷酷些。总体上，这个故事
本身的发展在我意料之中，最后的结局也不会让我惊愕，或许作者在书中对于剧情的转承提示过于明
显了，因此导致剧情不得不这样发展下去。『風之古道』我最早踏進那條古道，是在七歲那年的春天
，在公園裏和父親走散的我，受到一位奇怪老太太的指引走上那條古道，最終平安地到達家中。十二
歲那年的署假，我跟和樹——我的朋友，再次踏進那條古道，但這一次的旅程中卻發生了不好的事情
。进入“夜市”，或踏足“古道”，原理上基本都差不多，都是进入了异世界，碰到了平常看不到的
东西，相较于《夜市》，我也更喜欢这一篇，凄凉的场景，悲伤的往事，“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确实有这么一种苍茫的、流浪的意境在里面，何况还有令人唏嘘的人生羁绊，以
及那牢不可破，逃离不能之宿命。总评：之前听说恒川更胜朱川，单就本书的表现力来看，我觉得不
如朱川，此书得了第十二届“日本恐怖小说大赏”，就这个头衔来看，我感觉不到“恐怖”的分量，
更多是“寂寞”，或者还是人性吧，而且在故事的意外性上恒川有点儿太规矩了，这一点上也比不上
朱川，当然恒川也有自己的优点，就整本书的气场来说，他的文笔更为大气、洒脱一些，当然也非常
流畅，当然，也不能过早下定论，那就期待一下他的另一本作品——《神隐的雷季》，这是一本长篇
作品，朱川好像从不写长篇，因此我就更为期待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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