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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邏輯·人的魔法》

内容概要

沒有看過《神的邏輯?人的魔法》你等於不真正認識西澤保彥!!!
「我，御子神衛，今年十一歲。原本和父母一起住在日本神戶的我，某日突然失去了記憶，恢復意識
後被一對從沒見過的男女交給了『校長』，把我帶到這個『學校』和大家一起過日子。某天，一位新
成員的加入，徹底動搖了我們在『學校』的生活⋯⋯」
在充滿美國南部風味的地區，佇立在荒野當中的「學校」，一名十二歲的小學生御子神衛甦醒之後⋯
⋯發現自己從日本的小學被帶到這所神秘的校園當中。而同樣被帶進這所「學校」中的學生共有六名
。在日復一日的規律作息當中，他們的作業居然是──尋找犯人、解開謎題（？）
難道這裡是偵探學園嗎？
此時，「校長」宣佈有一名新生即將入學，並喚醒了潛藏在「學校」當中的邪惡東西⋯⋯
以「死了七次的男人」「人格轉移的殺人」震撼日本推理文壇，
讓森博嗣、法月綸太郎、田中芳樹也讚嘆不已的作家。
作品謹守最合乎邏輯的解謎、最公平的線索，最具意外性的真相。
當代日本SF新本格推理第一人　西澤保彥
西澤保彥的作品在台灣一直是備受期待出版的前幾名，
他的作品也都獲得相當高的評價，
像這本《神的邏輯?人的魔法》以簡潔的文字架構出一個科幻的推理異世界。
一開始類似《奪魂鋸》的開場，描寫六名被禁閉在寬廣校園內的十二歲少年少女，有定期幫他們煮飯
的廚房大娘、神秘的導師負責上課，生活過得很規律，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
故事中段開始變成《一個都不留》的孤島殺人劇情，學員們開始一個個被殺害，
充滿著緊張懸疑的劇情，新來的學員到底是否真的存在？兇手的目的又是？
故事最後，西澤保彥又以驚人的爆點作為ending，原來之前異世界的架構充滿著合情合理的解釋，扎
扎實實是一本令人佩服不已的本格推理。
2003 本格推理best10 第六名
2003 GooBoo本格Best selection 國內篇 第二名
2004 JMAI（Japan Mystery Award on Internet）第三名
神的邏輯．人的魔法──異教徒的南柯一夢∕寵物先生
輕質化的設定，但是⋯⋯
「我，御子神衛，今年十一歲。原本和父母一起住在日本神戶的我，某日突然失去了記憶，恢復意識
後被一對從沒見過的男女交給了『校長』，把我帶到這個『學校』和大家一起過日子。某天，一位新
成員的加入，徹底動搖了我們在『學校』的生活⋯⋯」
作品融合科幻、超現實搭配理性邏輯風格的西澤保彥，於二○○三年出版了本作。開頭以少年的口吻
道出故事架構的世界：主角阿衛與史黛拉、「詩人」、「中立」、「家臣」和「王妃殿下」六人是一
同生活在「學校」，年齡相近的同伴，此外，還有「校長」、「舍監」以及被稱為柯頓太太的老婦等
三人管理他們的生活。在這處位於荒郊僻壤的「學校」中，主角六人每日被教育基礎知識，和接受如
推理遊戲般的課題訓練。
作者以簡單輕鬆的筆調，透過主角的敘述道出圍繞在這特異舞台，學園式生活的點點滴滴。除了如推
理競賽般的課程，日常生活中還會發生一些謎樣的小插曲，待主角們探求真相。在動漫畫風格的舞台
之下，人物方面也讓每個角色套用各種國籍，還幫他們取上綽號⋯⋯諸如此類的設定，將本作染上「
輕小說」般的氛圍。或許可以如此期待：讀者們將在懸疑的氣氛中，隨著作者平易近人的筆觸看小朋
友們大顯身手，破解縈繞故事的每個小小謎團，一起攜手邁向圓滿大結局吧。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身歸何處」的幻想，不過⋯⋯
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一定會察覺一件事，那就是故事舞台的「地理位置」其實是渾沌不明的。而且
這點對於書中的六位「學員們」而言，同樣也是個謎，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所處的「學校」是在地球的
哪裡，只知道當自己的記憶斷層回復後，就被帶到這兒了。事實上，故事中就有一段是幾位同伴聚在
一起，針對自己所處的這個陸上孤島，發表各自的世界觀推測。
以本格解謎的態度觀察本作就會發現，雖然故事中有幾個日常生活的小謎團，有零食消失之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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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邏輯·人的魔法》

課題的謎等等，但主要謎題其實是如上所述的「世界觀之謎」。這個支撐故事架構的謎團，不僅帶有
漂流異地、醒來時人事全非的「荒島探險」色彩，各個角色推理出的世界觀，也將本作披上一層幻想
式的外衣。從脫離現實的舞台出發，將各自對世界的想像堆砌其上；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會逐漸被
引入另一種型態的幻想之旅。
當然，整個故事的「幻想」，並不僅止於此⋯⋯
驚愕的真相，不運的傑作
在閱讀的過程中，藉由角色彼此互動，或因各種衝突而從內心不時引發的異樣感，讀者會體驗到一種
懸疑的氣氛。但這些異樣感最後所指出的真相是什麼？讀者到最後才會得知。書中所出現的每一段插
曲，舞台的每一個不自然處，最後都因一連串的殺人事件發生而急轉直下，最後指向一個事實，令讀
者在驚愕之餘，卻又感到無比的悲哀。正如本書的文庫版介紹文所述：「在讀完之後沒有因感傷而嘆
息的人，想必不存在吧！」
以輕質化的設定為起始，急轉直下的沉重真相為結尾，本書可說是值得一讀的傑作。然而，卻因為和
「某部作品」核心概念類似，且該作又剛好早了那麼幾個月出版，導致該作大放異彩之餘，本作卻無
法完全得到應有的評價。這或許是在日本競爭激烈的推理市場之下，因機運造成的一項遺憾吧！
(本文引自謎詭雜誌v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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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澤保彥(Yasuhiro Nishizawa)
1960年出生於日本高知縣，畢業於美國艾可德學院（Eckerd College），曾任教於高知大學。1990年以
《聯殺》投稿第一屆?川哲也賞，進入最終決選；1995年以連作短篇集《解體諸因》獲得島田莊司賞識
而出道。同年另發表了兩部帶有科幻風格的推理作品《完全無欠的名偵探》及《死了七次的男人》，
並陸續發表匠千曉系列、神麻嗣子系列、和屬於科幻推理的非系列作品《人格轉移殺人》。
西澤保彥的作品多以超乎現實的場景為主題，但故事完全符合本格推理的定義，解謎過程合乎邏輯，
更具備足夠的意外性，堪稱科幻與推理的完美結合，受到許多推理迷的喜愛。
西澤保彥中文小說官方網站(59.120.14.127/htm/other/7/metamorphosis/web/nishi/index.htm)
◎1995年以連作短篇集《解體諸因》獲得島田莊司賞識而出道。接下來連續以《完美無缺的名偵探》
和《死了七次的男人》震撼日本推理文壇。
◎1996年的作品《人格轉移殺人》同時入圍當年度「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本格推理BEST 10」「最
佳SF小說」前十名，同時跨足推理與科幻領域，成績斐然。
◎由於曾經在美國讀書，因此故事中常出現歐美式的遣詞用語。
◎作品多採用科幻設定，又能維持通俗有趣的推理解謎為其獨特的風格。閱讀西澤保彥的小說，是永
遠不會害怕情節老套的，因為他的每一部小說總帶有一個獨特創意，因而被推崇為「SF新本格之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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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惊叹！
2、叙述性诡计
3、也许一切都是幻象。。。
4、灰暗
5、名字起的很宏大，有点叙述性诡计。
6、从这一本开始成为他的脑残粉。
7、前半截还以为是科幻小说...
8、竟然没想到会是这样，结局太出乎意料。
9、推荐。
10、西泽 I 服了 U!
11、诡计我是没想到，揭穿了之后感觉跟以前看过的一本叙诡小说一样，但是读的时候还是很动人的
，满心凄凉
12、结局说不出的失望和“孤寂”。。。爱情线太勉强了吧
13、果然推理小说还是风格对路最重要啊，这本一直读的挺开心，甚至略有意犹未尽之感，然而打分
区却是一片腥风血雨。伏线留的是及格以上水准，不过可以再多掺杂些线索进去。日常“实习课”的
推理不太给力。从第一起命案到解答篇的进度有些过于快。解答本身还是挺有趣的，有没有推理成分
另说。包装略欠但核心到位的作品吧。另外，大家默契地不透底撞了哪本的梗，挺有爱的。
14、世界观的冲突么。。
15、结尾萌到我！
16、以往西擇的作品是給你一個架構，讓你來從這個架構下進行推理...可是這次卻沒有提前告訴你，
而是從書中裡頭一步一步帶你推理...我覺得各有好壞，不過這本神的邏輯.人的麼法裡面談到的心理學
還滿令人感到有趣~~
17、無力吐槽
18、txt。。。宣传文案狗屎，神马“沒有看過《神人》你等於不真正認識西澤”明明是“看过《神人
》你就不想再看西泽”了好吧。。。
19、中规中矩。
20、明明很有道理的说，干嘛那么多人不喜欢
21、首次接触西泽，感觉不如外界评论那么差，可能也与尚未读过歌野晶午有关。核心诡计的铺垫不
错，但世界观的哲学解说太弱，感情刻画失败。
22、个人不喜欢这种风格
23、主角失憶、入讀與世隔絕的學校、在校園發生離奇事件、有個性的校務人員、神秘的氛圍、主角
經歷的那種難以描述的不安感...... 這些故事元素與我喜愛的恩田陸小說《沈向麥海的果實》極相似。
不同的是，恩田陸的文筆較好，氣氛建立得好，寫得較有詩意，一眾角色也比較有魅力。不過《沈》
的推理成份不強，《神》則較重推理，令讀者感到驚喜。謎底不但嚇了我一跳，也帶有餘韻，虛幻的
情節，建基於現實世界，令人傷感。作者對宗教有一套獨特觀點，帶有哲學味。
24、借用日本动漫中一句口头禅来形容书中人物——真是一群搞不清状况的人啊
25、①神邏輯是指殺人動機吧一定是這樣；②唯心主義出人才。
26、果然我喜欢这种脑洞奇大的作品。。对啦我就是西泽脑缠粉啦！
27、看了开头看不下去就先看结尾了。。。幸好没看完。
28、后劲不够啊
29、这本书的设定呢⋯⋯你要么觉得太扯淡了太雷人了这他妈都是啥，要么觉得出人意料有创意有惊
喜还有感人的爱情。我觉得，挺好的，适合睡前阅读^^
30、直接看最后3页就可以了
31、很牛
32、看了我一个月才看完。。看的时候就觉得没意义的推理段子太多了看完发现果然还是没啥意义。
。没什么特别的手法凶手也能想到不过最终结果还是挺意外的。。。但是没有根据的YY猜想描写太多
了看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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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西泽老湿也有不合适的时候⋯
34、誰會料到竟是這樣的一個故事？最可惡的是，明明就給了那麼多的提示，自己卻全沒放在心上！
35、2017.1.25.叙诡本身没什么亮点，可贵之处在于把使用叙诡的动机合理化了，尽可能地尊重了读者
。
36、倒是喜欢它扯理论，只是后面没兜住。
37、重点非杀人，结尾是泪点。
38、看的TXT档（作者对不起日后我会补实体书）。问题是混在一堆轻小说里我还以为是谁的出道作
，结果被刷了一把，所谓推理小说读的少就惊喜越大系列。
39、考试那段时间看的、找个时间记录下我看过的书里面到底讲的啥、感觉= =蛮多以前看过的忘记了
。。。
40、和XXXX一样的，不过主题不错挺好玩~
41、这跟<樱的圈套>是同一个圈套耶
42、＝ ＝太神展开对本格健康不好的～
43、再读，再读。仍是目前最喜欢的西泽作品。一部以《圣经》和异教徒为引子的“神棍”故事，将
欺诈隐藏于平常的叙述中，虽然后半部节奏略有失控，但真相揭开时，作者对于意识实体的讨论也完
全展开，结尾的画面感更是让人回味良久。
44、赞
45、结局实在太一般了
46、西泽绝对的败笔
47、非常好看！故事里几个小孩的解答就已经非常有趣了，没想到真正的结局还能更震撼（鬼扯）。
氛围真棒，读的时候一直在想，能做成动画或者游戏就好了，看到结局发现还是有难度呀
48、普魯弗洛特哀歌
49、崩坏美，中间的猜想也很有趣，可惜现在的西泽已经写不出这种作品了
50、一边大骂叙诡坑爹一边一本又一本地看这是什么样的精神⋯⋯病啊- -。。。这本还是可以看看的
吧，核心诡计不错，其他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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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撞衫这事在日推界不是很常见的吗？010行人跟岛田也框框猛撞啦。其实本作严格来说并不算叙述
性诡计，虽然确实跟撞车作比起来差太多，但还算情有可原吧，毕竟那本可是那人憋了很多年憋出了
变态杀人狂的眼神儿后好不容易才写出的代表名作，这么比不公平哟！
2、西泽的中文版，目前就剩下《啤酒之家的冒险》和《羊羔们的圣诞夜》没看。在看过的几本西泽
当中，这本《神的逻辑·人的魔法》是最差的。早在很久之前，我就听说这本书的诡计和另一本名作
撞车了。幸好，我先看了那本书，所以看完本书之后，我没有丝毫后悔的感觉。因为本书与它的撞车
作相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当然，如果是事先不知道谜底的人，看这本书一定会觉得结局非常意外
：没想到西泽也会来这么一手。我的阅读之旅不算很愉快，因为我一直都努力在字里行间寻找作者演
绎这个诡计的手法和伏笔。但看到一半，突然有种索然无味的感觉。因为开篇比较平淡，而这一次西
泽的语言也没有前几本那么幽默，虽然中间也穿插了日常推理的小段子，但已经不那么有趣了。或许
也有翻译上的原因，正好同时在看陈惠莉女士翻译的《亡国之盾》，就感觉翻译的语言不是太流畅（
当然《亡国之盾》这种书本来也不好翻）。那么，除去翻译原因，用认真的眼光来审视这本书，也无
法在书中找到更多亮点。当然我相信西泽写书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但这种认真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上
，所以写出来的书也基本上寡淡无味。虽然西泽的确想在故事结局的时候来一个和撞车作类似的感动
，但由于缺少先期铺垫，所以感动来的太快，反而没起到应有的效果。曾经在和孩子先生讨论的时候
，他说这两本书出版日期就相差几个月，但是撞车作赫赫有名，而这本书却默默无闻。现在把这两本
书都看完了，我确实感觉到，撞车作赫赫有名，这本书默默无闻，都是理所应当的。西泽不可不谓努
力，不可不谓精工。而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撞车作并不比本书高出多少，甚至行文当中留下的线索，
更容易让人猜到真相。撞车作尽最大可能发挥出了诡计之外的功力，给诡计赋予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
度。你可能想到他会这么写，但很难想到他会写成这样。两书的核心诡计相同，但撞车作完美胜出的
关键，就是小说中的一闪灵光。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会有
不同的用法。小说情节设计当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销量、口碑好坏罢了。最重要的不是事物的内容
，而是看待事物的眼光。
3、似乎每个推理我都能给出第二个答案，作者很主观，可能因为喜欢心理学，我对节尾的观点还算
喜欢，但与前文融合太差，算是部二流惊悚小说。
4、看了就看了吧，不做過多評價。實在想要了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ff668001000a2n.html
5、看到真相的那一刻，我完全能理解某人想撕书的心情。想看严谨的本格推理的人，听闻西泽保彦
的本格的SF推理名头但还没看过他任何一本小说的人，雷伪社会心理学的人，建议看见这本书就假装
没看见昂首阔步向前走就好了。若非以上三种，这书有闲还是可以一看的。从《死了七次的男人》开
始看上西泽保彦，匠千晓系列看了一本半，外加《人格转移杀人》，虽说不上多么多么了解这位同学
，起码也有个大概的印象。而在我看来，这书的结局，从某种角度说真不像西泽会写的。西泽在推理
方面的爱好，在我看来有两个。一个是喜欢生活化的平常事件，无论是像死了七次的男人那样谁都没
死热热闹闹地收场，还是像解体诸因那样，一个故事一个分尸，西泽都不渲染案件也不制造任何气氛
，基本对于案件受害人和加害人本身，都没有什么感情的带入，而是摆着，“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案子
，我们分析看看可能性”的态度。这种风格让匠千晓系列读起来趣味性和参与感都很强，而且许多偏
向于OPEN END的细节给作者和读者同时留了很大的空间。但是，当他用这种风格写封闭空间，如人
格转移杀人和神的逻辑这本——这两个的设定都类似于荒岛或者被困深山山庄，就会显得有些违和感
了。毕竟这样的案件就很难采取旁观隔离的态度，如匠千晓系列那种听人谈起一个案子大家讨论或者
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有趣的案子，两个人茶余饭后捉摸这样。因此，西泽同学在两次都采取了在第一起
命案发生后的短时间内一口气把几乎所有有嫌疑没有嫌疑的人都杀干净了，然后再回头让两个幸存者
冷静后坐下来讨论案子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显然减少了很多推理的空间和阅读的趣味。这也是我对人
格转移杀人评价不高的原因。嘛，好像有点扯远了。西泽在咱看来的第二个推理方面喜好是，喜欢一
些出乎意料却在逻辑推理上没有什么漏洞的完全可能成立的可能性。西泽显然不是求唯一解的类型，
这大概也是他不用名侦探的原因吧（好吧，完美无缺的侦探我没看过不知道。。）。他的各种可能性
虽然有的时候会抽，但很多时候还是看起来非常有趣的。个人觉得，西泽的推理部分的感觉是，推理
是一个有趣的过程，提出各种可能性，再彼此寻找漏洞就像一个游戏。他的推理小说中的推理，大都
不是为了坚持不懈地找到真相抓出真凶或者得到唯一结论。因此，西泽虽然不时会挂出SF的设定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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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一个挺讲究与读者所处平等，地道的推理的人。也因此，神的逻辑人的魔法这本作者处绝对优
势，结局完全不具有可推理性的故事，在咱看来，很不代表西泽的风格。虽然其间日常生活的小推理
还是很西泽的，笑。神的逻辑人的魔法这本，其实推理点就在世界观上，而雷点也在世界观上。如果
说人格转移杀人里夹杂了一些让人想掀桌的伪心理学，那起码它本体还是正大光明的SF，也就不会纠
结计较了。而神人这本，定位却很暧昧。它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我是SF的迹象，到了最后真相，也不
好说算不算SF（其实个人倾向于，这是神棍），但起码是伪到死完全不计划让读者真正推理出来的所
谓社会心理学。所以，神人这本定位其实很微妙，想来看推理的人看了会掀桌，想来看SF的人看了会
掀桌，想来看世界观设定的人，看了也会掀桌。其实吧，我觉得，把它当爱情小说读，更萌呢，笑。
话说，人格转移杀人当年也给了我类似的感觉。。。。只是，若单看爱情的话，这小说不相关的推理
部分又太多，显然读者对象群又不对了。。。。恩，其实呢，因为那个两个人在荒野上行走的结局其
实萌到我了，所以，我就原谅了它彻底抽掉了的真相了。因为这本书如果被透了就没啥意思了，所以
结果这所谓评论基本都不在说这书。。。。=-=~算了。。。。总之呢，我觉得吧，这本书读起来还是
很有趣的，并且在结局之前都挺吸引人一口气看下去的。所以，已经大概有概念西泽是何许人的孩子
，不妨一试这本书，至于大爱还是大雷，这就得看电波了。恩，以上吧。排在下一本的推理应该是馆
系列了。
6、注：此评目的并非踩低捧高哪本，只是阐述我的个人观点我觉得本书的亮点有：1线索最大化把所
有的线索都放大给你看，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真相2明大于暗把叙述性诡计要隐瞒的东西明着写了
一次又一次，却不是犯规3叙诡不再和故事分离叙述性诡计的效果崩坏不再只限于读者，连书中人物
自己都被事实所震撼4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点出问题所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答，可是真正的解答却
是崩坏5理论实践 设定成线作者主宰这个世界，实验这个世界，但是这不是作者的胜利，而是理论的
胜利6幻想型本质没有SF之表却有SF之心，实验性强烈，超前思想下面是分别阐述：1 线索最大化把所
有的线索都放大给你看，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真相重点讨论的东西在解答上真的是重点，这是我对
推理小说公平性最高的原则。把这个原则贯彻最高的估计就是奎因了，每一次的那个重点真的就是逻
辑推衍的基本。我不喜欢叶藏于林的手段，因为对一个读者来说，太累，把所有的东西都罗列开，的
确很公平，但是如果作者诡计够强大，那么直接告知了重点，读者还是不懂，那么对作者诡计的认同
度就会更高了。本书用到的主理论已经明确讲过很多次，而且是放大地讲，最厉害的谜面莫过于即使
前面多次提醒你却仍然不知道那个竟然是诡计的核心了。同样其他的提示线索也都充分被讨论，还有
零食、总是没有肉的菜、每次来新生的怪异、奇怪的课程等等，都在个人解答中有过重点阐述。而在
最终解答上全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2明大于暗把叙述性诡计要隐瞒的东西明着写了一次又一次，却
不是犯规能把叙述性诡计要误导的东西写得如此明目张胆，我看过的叙诡作品只有本书做到了。相比
较而言，撞车作的伏笔就写得太琐碎了，甚至有人看完了书也迷迷糊糊，必须要靠其他补充的资料数
据来增强认同感，这就完全减少了崩坏的效果。而本书竟然能如此高端得把要隐瞒得东西明确写出对
我们和书中人物误导，这种写法因为和主线暗合而没有不自然，所以书叙诡和主线是相辅相成的。我
个人觉得这种明的写法，要比通篇一律的暗的写法有意思很多。3叙诡不再和故事分离叙述性诡计的
效果崩坏不再只限于读者，连书中人物自己都被事实所震撼我一直在想叙述性诡计为何而写？自打叙
诡横空出世，它已成为新本格推理小说的常备元素，很多作者都挤尽脑汁得想写出新意，甚至出现只
有叙述性诡计的作品，比如《杀戮之病》。叙诡已经成为新本格的救命稻草。但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
，比如《杀戮》除掉叙诡，他什么也不是，也就是案子上没有亮点，写法上有亮点，这个写法只限于
读者，是一种为了欺骗而欺骗的欺骗，是没有除去欺骗读者的其他目的的，他和故事本事有一种分离
感。但是本书的叙述性诡计是有强烈的目的性的，他并不是像撞车作一样是为了隐瞒而隐瞒，不是为
了单纯的欺骗读者而存在，他是为了服务主线，为了图谋本书的本质。从另一种角度看，这并不单单
算是叙述性诡计，而是一种利用，终于让我在一群新本格式叙诡里看到了叙诡的另一种价值。原来叙
述性诡计和故事也可以没有分离感。4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点出问题所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答，可
是真正的解答却是崩坏一开始就在想，为什么“学校”要打引号呢，后来才发现，这个引号其实就是
文眼，是贯穿全文的重要线索。这里的学校是不同的，是孤立的，是奇怪的，是充满问号的。本书从
一开始，就不停的有问题冒出来，不光是我们读者不断觉得不对劲，连书里的人物也觉得有矛盾，完
全就是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里的学生们也做着各种各样的假设，然后借着这些假设，我们读
者可以窥探到整个学校的怪异之处，剩下的就是自己推理出结论了。每一次的推论都只利用了部分事
实，而到最终却能给以全部事实合理的解释，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崩坏。5 理论实践 设定成线作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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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这个世界，实验这个世界，但是这不是作者的胜利，而是理论的胜利其实这一点和森的《百年》系
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实验自己世界观的作品，不同点在于森的是摆明了告诉你这个世界的不同，
是明着讲；但是西泽的这个是让你以为这是个我们认知的世界，但是结果却是崩坏，是暗着讲，这点
和道尾的某篇很像，但是比道尾的那篇有更高的认同度。总之，本书用一个长篇解释了一个偏哲学的
实验性理论，这比直接给你一个理论，让你认同它要容易接受得多。我喜欢设定型的故事，比如北山
的《少年检阅官》，所以在大框架有创新的作品我都喜欢，相反对于依靠细节的作品好感度一般，属
于典型的喜大略小，当然这也和我有时候读书不够仔细有关。本书的设定框架很赞，从一进入故事开
始，诡计就已经悄悄展开，理论和线索轮番轰炸，最终带来崩坏的结果，看书的时候我一直在大呼过
瘾。6 幻想型本质没有SF之表却有SF之心；实验性强烈，超前思想SF推理就是科幻推理。本书虽然没
有同SF推理一样设定什么特殊的背景或者超能力。但是本书的世界观却深深烙印着超现实，即一种科
幻之心。所以我说本书没有SF之表却有SF之心。被主流肯定以为着现在被接受，或者说符合现在的社
会性，于是就相对市区了前瞻性（比如撞车作，符合当时国情，一下被捧上了天）。被少数人认同则
也可能以为着将来的某天被接受，而成为一种对现在来说的超时代，比如梵高的画，比如孟德尔的遗
传定律，所以现在即使不被主流接受也不代表一定被否定。对于本书的真相，很多人都有撕书的冲动
，但是我却认为他是一种超前的思想。本书的诡计和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紧密相连，而且最终上升到
一个哲学理论高度，这是一个基于实际的幻想，前面给的铺垫很多，而且我认为这种幻想型本质很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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