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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习俗》

内容概要

十六世纪中叶，伽利略发明了时钟。自那时起，时针转动的规律成为人类约定俗成的行动法则。人们
准点进食、按时入睡，却丝毫不曾怀疑，在时针的巨大阴影之下，也会有罪恶悄悄藏身。
嫌疑人几乎没有作案的可能，除非他能够同时出现在相隔20公里的两个地点。面对无懈可击的不在场
证明，三原刑警踩着嫌疑人行动的时间点一步步深入调查，却在时间倒错的无底深渊中越陷越深。阻
碍他解明真相的，正是人们与生俱来对“时间”的盲目信任。
悬疑宗师松本清张，以滴水不漏的诡计和挑战物理法则的想象，将人类赖以生存的“时间”玩弄于股
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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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习俗》

作者简介

松本清张（1909-1992），卖过扫帚的日本悬疑小说宗师松本清张，出身底层，小学学历，二战老兵
，40岁以前一度以沿街叫卖为生；正因为如此，他洞察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每一
个秘密。
松本的小说以情节紧张、高潮迭起、结局意外而闻名，但真正让他成为一代巨匠的，则是他的小说对
现代社会入木三分的剖析与批判；笔下的每一个悬疑故事，都像是在撕开现代社会层层包裹的和服，
让您窥见人性的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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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习俗》

章节摘录

当天早上八点。一位三十七八岁的客人来到小仓站附近的大吉旅馆。他身着黑色外套，提着茶色大行
李箱，肩上还背着相机包。他没有坐车，是步行去的。“欢迎光临。”旅馆的女佣迎了上来。毕竟是
车站边的旅馆，有客人一大早住店，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我是东京来的峰冈。”那位客人平静地
说道，“我记得我给你们发过电报的。”“峰冈先生⋯⋯没错，我们收到您的电报了。”女佣低下头
说，“请进，请进！”“房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是吗，那真是太谢谢了。”那位女佣
大概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两颊鼓鼓的，甚是可爱。她将客人带去位于二楼的客房，里面是一间四叠半
的小房间连着一间八叠的大房间。客人从大房间的走廊走去庭院，看了看外头的风景。庭院的景致十
分朴素，有一汪泉水缓缓流下。“哦，这儿就是后院啊。”客人轻语道。“是的，外头有些吵，而这
儿特别幽静。”女佣搬完行李，立刻用火铲往火盆里拨了几块炭。“你们倒还记得帮我留个房间啊。
”客人坐在了火盆旁边。女佣一边往火盆里加炭，一边回答道：“那是当然，只要您给我们发了电报
，我们就会为您准备房间。”“那可真是太好了。呼，真是冷死我了。”说来这位客人连外套都没脱
。他缩在火盆边上，不住地摩擦双手。“哎呀，火车里这么冷吗？”见眼前的客人浑身发抖，女佣不
禁问道。“不不，火车里有暖气，不会这么冷的。其实是我昨晚吹了一夜海风，才会冻成这样。”“
为什么要吹海风呀？”“怎么说呢，门司那儿不是有个和布刈神社吗？我去看那边的祭祀仪式了。”
“是这样啊。”女佣终于明白了，“照这么一说，今天好像是春节呢！”“你是本地人吗？”“是的
，我家离小仓大概五里路，在一个叫行桥的小地方。不过我从没去和布刈神社参拜过。”“是吗？大
概是离得近，反而不会特地去看吧。”说着说着，客人几乎都要把自己的脸埋进火盆里了。“这么冷
的天，还要在海边站上一整夜，肯定很难受吧？”“是啊，真是冷死我了，现在我的背上还是冷冰冰
的呢。”“那我再把火生大些吧？”“麻烦你了。”于是女佣又加进几块炭。“屋子马上就会暖和了
。早知这样，您来之前我就该把火生好了。”“电报嘛，没法写这么详细。”“您是东京人吗？”“
是啊。”“哎呀，您大老远的到门司来，就是为了看那个仪式吗？”“是啊。”“天哪，那可真是辛
苦您喽！”那女佣一激动，说话都带口音了。“你看我是不是太爱凑热闹了？”“哪里哪里，只是我
们去趟东京也会嫌麻烦，没想到还会有人为了看那仪式，特地从东京赶过来⋯⋯”“也是哦。”“和
布刈神事在东京也这么有名吗？”“恐怕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会大老远跑过来看的，大多是对俳句
或和歌感兴趣的人。”“那您也会写和歌俳句吗？”“会一点吧。”客人揉了揉眼睛，“屋子里好像
真的暖了不少。身子一暖和，就觉得困了。昨天一整晚都站在海边，累得够呛。”“您太辛苦了！我
这就给您铺床吧！”“那就麻烦了。真想好好睡一觉。”“是，是，那我先去准备热水袋。”在女佣
铺床的时候，客人坐在走廊的藤椅上，眺望庭院中的景色。“这院子可真漂亮。”客人赞叹道。“是
啊，这栋房子曾经装修过，唯独这院子一直保持原样。”女佣抱着被褥说道。“原来是这样，难怪这
么古朴。石头上长满了漂亮的苔藓。”“我们老板最喜欢的就是这苔藓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客人转向女佣问道。“我吗？”女佣笑道，“我叫文子。”“文子啊，真好听。”“哪里哪里⋯
⋯”“对了，我正好带着照相机，要不以庭院为背景帮你拍张照留作纪念，如何？”“这⋯⋯我穿成
这样，多难为情啊。”“不碍事，就这样挺好的。等我回了东京，就把照片给你寄过来。”“是吗⋯
⋯”女佣好像挺感兴趣。“那我先去院子里等你吧。”客人站起身来。“可是⋯⋯”“没事的没事的
，你快过来吧。”客人打开相机包，取出一台漆黑外壳的照相机。“您带着照相机跑来跑去，肯定很
沉吧？”文子看着照相机说道。“是啊，麻烦死了。不过拍照还是很有趣的，让人爱不释手啊。昨晚
我还带着它拍了不少和布刈神事的照片呢。”“那么暗也能拍出来吗？”“当然要用闪光灯啦。对了
，里头大概还剩下半卷胶卷，就用来拍你好了。”“哎呀，那可真是太浪费了，拍完神仙，再来拍我
吗？”“没事的，你快点过来就成。”客人来到走廊，走下阶梯。他身材高大，略显肥胖，表情非常
柔和。他换上木屐，一会儿看看院子里的石头，一会儿又瞧瞧地上的苔藓，脸上还带着倦意。“让您
久等了。”女佣文子笑着换上木屐，走去客人身边。“哦，你来啦。”客人取下挂在肩膀上的相机，
让文子站在合适的位置，调整距离与焦距。“站这儿行吗？”文子笑着问道。她身后被当作背景的是
架在池塘上的小桥，以及小桥后面的一座假山。“这构图不错。”客人看了看取景框，“那我可就拍
了哦！”说完，他按下了快门，响起“咔嚓”一声。“谢谢您了。”文子正想低头致谢。“再来一张
。”客人伸手阻止，又按下了快门。“对了，你再往这边来点儿，换个背景。”客人用手势指挥文子
。“拍这点就够了吧？”“没事，胶卷还有剩下的，再拍一张吧。”“哎呀⋯⋯好难为情。”虽然嘴
上这么说，文子还是站到了客人用手指向的地方。这次他跪在地上，用仰视的角度拍了一张。“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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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习俗》

，你玩得挺高兴的嘛！”路过走廊的其他几名女佣调侃道。“别看这边啦！”文子感到很不自在。“
那我就拍了哦！”客人让文子摆了个姿势，接连按了两三下快门。“好了，辛苦你了。”他拍了拍膝
盖上的土。“谢谢您。”文子低头说道。“真的很漂亮，一定能印出好照片的。”“真的吗？”“我
一回东京就给你寄来，反正我知道旅馆的地址，收信人就直接写你的名字吧？”“那就麻烦您了。”
文子一路小跑进了房间。客人则不紧不慢地从走廊回到自己的客房。他面朝走廊伸了个大懒腰，还打
了个哈欠。“您是不是很困啊？”文子从身后的房门走了过来，手上抱着热水袋，“十分抱歉，洗澡
水还没烧好。”“没事没事，我现在只要有热水袋就能睡着。”“真是对不住⋯⋯”文子掀起被褥的
一角，把热水袋塞进去放到合适的位置，又伸手拍了拍被子，“请您好好休息。”说完她便走出房间
，拉上了纸门。之后过去了整整一小时。文子清楚地记得，电报送信人是九点半来的。“峰冈周一先
生是不是住在这儿？”送信人来的时候，文子正巧在打扫旅馆大门。“没错，是我们店的客人。”文
子立刻想起，自己刚刚接待的客人就姓峰冈。“有他的电报。”文子心想客人肯定还在睡觉，自己就
代他敲了印章，收下了电报。电报好像是从东京来的。她也不知道客人醒来了没有，姑且去了二楼的
“枫之间”。“打扰了。”她在旁边的小房间轻声说道。里头没有回音。于是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时
，房间里传来了短促的应答声。文子打开纸门，发现客人的半张脸还埋在被褥里。“您醒了吗？”客
人睁开眼睛说道：“听见楼下有响声，就醒了。出什么事了吗？”“有一封您的电报。”“什么？电
报？啊，他们知道我住在这儿，就给我发电报来了吧。拿来我看看。”他从被褥里伸出一只手来。文
子跪着挪去床铺旁，将电报递给了他。客人打开电报，仰卧着看了一眼，惊声喊道：“什么？死了？
”他一下子坐起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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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习俗》

媒体关注与评论

松本清张的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他向来不满足于传统推理小说的诡计解谜，在作
品中加入了社会写实内容、人类的欲念和犯罪动机分析，从而开创了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之先河。—
—《环球时报》松本清张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际存在着许多的“潜规则与黑幕”，而当时人们的“集
体无意识”对此熟视无睹或者将其当作禁忌。松本清张以推理小说的形式，从正面以他特别的写法描
写“社会的腐败和权力的疯狂，以及强权者的非人性”。——《维基百科》我认为探讨犯罪动机和塑
造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此刻心理状态就形成了犯罪的动机⋯⋯除了动机
还应加上社会性，这样，推理小说的发展性就广阔了。——松本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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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习俗》

编辑推荐

悬疑宗师松本清张，挑战物理法则与想象极限的推理大作。推理迷、清张迷难以忘怀的警探二人组—
—《点与线》三原与鸟饲时隔34年再度与中国读者见面，击碎推理史上最坚不可摧的“假面具”。两
度改编为电视剧。

Page 7



《时间的习俗》

精彩短评

1、开始就锁定嫌疑人，比较不符合逻辑。推理比较弱，完全没什么惊喜。书的开头吸引我看下去的
最大悬念就是犯罪手法，早就证明了照片是实地拍的，而且不太可能有个帮手代拍，我就等着看凶手
如何杀人后再赶去拍照片，结果看得我真想骂人啊。不知道哪里冒出个冤大头，拍了照片后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被凶手翻拍了去，这叫什么玩意啊。这还不如说有个帮凶代拍了照片我还好接受些。另外那
个男扮女装的桥段也基本没有什么意义，人还是峰冈杀的，死者是被女的还是被男的骗出去的，对情
节没有根本的影响。凶手和帮凶的相识经历本来也是个看点，结果成了一个未知的迷，这点我也觉得
作者好敷衍。这本书要打分，我最多给到5分，能够一口气看完主要还是作者的写作风格我比较喜欢
，文笔我是很欣赏的，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情节推动的很快。
2、看得还是丝丝入扣的
3、读的推理小说不多，但是这本让我看的津津有味。
4、这本书的开头是一个割海带的民俗祭奠，活灵活现地仿佛去了岛国亲睹。后续的故事继续是警察
们计算人物的时间可能。正像之前的评论里说的，出现了与点与线重复的侦探。但也不能说是重复，
这个案件侦查的主辅关系换了一下。我很支持松本先生这点。我不喜欢那些围着一个男神没完没了打
转的侦探小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遍地皆侦探嘛。
5、收到的书没有塑封，有折痕！难道是2手的？很不爽！
6、很多推理小说都是因为警察的直觉...
7、第一次看松本清张，有些不明白作品的逻辑...莫名其妙有一个嫌疑人就想尽办法证明他有罪？而且
小说后半段像赶稿一样把前面的坑都填了是什么节奏...
8、这是我看的松本清张的第一本书。不是很喜欢这种一开始就靠直觉锁定一个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
的设定。而且案件每个突破，都是因为巧合和直觉，逻辑性不是那么足。虽然这种遍地死查的方式复
合警方破案的日常模式，但是要是三原没有跟鸟饲重太郎保持联系讨论案件细节，凶手这么谨慎，案
情真的很难告破。
9、松本大师带读者回顾了那个彩色照片还没有普及的时代。预先知道凶手有点无趣⋯
10、说你有嫌疑就查死你，用直觉办案的警察无解。
11、早就听说松本清张有一本和《点与线》有着共同主角的小说，但是一直都没出过简体中文版。最
近突然发现它出了⋯⋯那就买下来吧。这个故事的写作思路感觉和《点与线》还是蛮像的，本格的味
道比较重，推理也很严谨，结构比较紧凑，对像我这种本格推理小说迷来说，还是值得一读的。
12、情节比《隐花平原》紧凑，脑洞很大，读起来都是一种特别紧张的状态，特别是后半部分，由于
情节设计的缘故，最初感觉男主都在意淫....个人感觉很棒，读完了一直在回味都忘了要还要开会，郁
闷
13、日本的推销小说一直就是经典，关于时间和地点的移形换位，看嫌疑人如何利用视觉的忙点制造
时间的蛊惑呢？很有意思的悬疑推理小说哦~~~
14、时间的诡计。除了推理，松本清张还细致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风貌。看完好想去日本看祭典。
15、凶手之所以会被警方盯上，就是因为不在场证明准备的太充分了⊙﹏⊙∥
16、连贯到一口气读完，时刻表诡计果然有意思！不过这个警部补可以说是先凭直觉办案，再来补充
证据啊⋯⋯
17、不过也算了，毕竟看的第一本松本清张的，虽然有点牵强，也还是看完了
18、3.5分，还行，没啥悬念
19、愤怒自此在心中燃起，痛苦、喜悦、矛盾与挣扎更在心中久久萦绕不去
20、比较罗嗦，其他还好吧
21、2016.10.17
22、两个比较重要的诡计都隐藏得非常好。破案的刑警是东京警视厅的三原。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
一方面是线索极少，而且每逢有新的疑点线索时，又一次一次被推翻。三原就像一头困兽，四面突击
却总是无法破壁。然而只要有一点不合逻辑，三原就会死死抓住。终于在第二宗案件发生之时看到了
破案的曙光，嘛，总是要有些主角光环的（感觉松本清张小说里的巧合是无法破解迷案时的一个套路
）。总而言之人物描写得非常精彩。
23、旅行途中的侦探小说。太带感了。松本清张这类悬疑很有他自己的特色呀，连看基本基本就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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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习俗》

了东野圭吾。
24、动机就这么一笔带过了吗
25、民俗+时刻表推理
26、[凶手自带吸引警察体质]调查和科研类似的部分有很多，其中包括在初期选择突破口，两者都带
走依靠经验与直觉的性质。本案的问题在于，初期对凶手的怀疑并没有太多理由，更多依赖于直觉。
这样的例子恐怕只能出现在有能力与职权的警察身上啦。
27、很多细节处都很完美，但是警察完全凭直觉然后不停的探索下去实在是牵强。
28、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看完了，平淡无奇。
29、没想到比《点与线》好看，喜欢松本清张的人不能错过。不喜欢的看了这本，会有新发现。另外
这本书适合减肥的人，一翻开顾不上吃饭了。
30、不像是社会派松本清张的作品呐，更像是本格派作品。动机和侦探的直觉是两个槽点。
31、就是平铺直叙，看着一点不紧张
32、说不上有多好，也说不上糟，故事中的地理位置对我是个难题
33、渣渣
34、相比构造故事情节，更注重推理的过程，不是很喜欢所谓刑警的直觉而抓住一个嫌疑人不放的设
定。
35、从《一个背叛日本的日本人》开始一直追读客版的松本清张系列一直到现在，真是各种五味杂陈
啊⋯⋯现在只希望能一直延续这个风格（好像是日本古画？）继续做下去吧。几本摆在一块儿还挺有
感觉的呢。
36、一气呵成读完这本书，拿来放松一下最好不过。推理还是要看松本清张，节奏感与力度都恰到好
处；层层推进的情节，犹如拨开洋葱一样，既保持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又利于结构的完美展开，读起
来轻松又过瘾。
37、买给妹妹的 她很喜欢的
38、日本侦探小说
39、早就听说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了。。。就买了最近新出的几本试试看，不过这本好像基本
看不出社会派的感觉，那本《十万分之一的偶然》更有“社会批判”的味道。嘛，拿来当本普通的推
理小说看看还是不错的，推理也比较严谨扎实的作品。
40、波澜不惊的
41、推理部分不咋地。
42、松本清张作为一位社会派推理作家，突破了本格派与变格派的窠臼。
43、来回温州的火车上看完，没有想象中那么精彩。
44、江苏文艺出版社这套松本清张系列的选图还挺有意思的，不像现在市面上很多扎堆用浮世绘作包
装的日本小说，随便挑个好看的图就印封面了。这一本只有读完才知道选个戴面具的家伙到底是啥意
思，那凶手简直太假了23333心理素质好到爆嘛。
45、第一次读松本清张，看得停不下来。唯一觉得不够的是杀人动机。会继续读他的其他作品。
46、烧的脑疼，却又停不下来。阅读时间：一天
47、第一次读松本清张的推理侦探小说，一开始对三原咬定疑犯的做法很惊讶，所有证据都证明疑犯
不在现场啊，可是，越是完美的证据却越有可疑，对不对？所有不在场证据都证明你在场，感觉爽极
了。
48、很规矩、很踏实的推理，也一如既往地有着社会派大师独特的人文情怀。真的很喜欢松本清张的
作品。
49、不在场证明诡计。
50、可能在那个时代是很悬疑的故事了。
51、依然是用详细的航班、巴士、火车等时刻表将读者的脑袋绕晕，不过倒是可以通过此书了解到一
些那个时代日本社会的信息，消磨时间的读物。
52、微信阅读。第一次看本格推理，看的时候想：啊原来本格推理就是这样子哒(后来查了下松本清张
好像不是典型的本格推理作家).昨晚看完免费章节后，为了凑币还看了下菲茨杰拉德，中午买到手一
下子就看完了
53、又是一个玩弄时刻表的套路。看了前四章脑海中已经有一个很成熟的手法推断了，并且以为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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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如此，然而却并不是。果然读者只有被作者牵着鼻子走的份。
54、所谓社会派，大概也是因为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吧。但我也很想知道杀人动机啊，我也很想知
道他们是在哪里约会的啊清张老师！【这个诡计虽然很灵但我不太喜欢呐
55、松本清张的小说总是某警察由于某件算不上是可疑的小事而锁定嫌疑人（作者归结为直觉），然
后就是不断地推出假设再推翻，和走南闯北的关系人调查，最后找到某个与嫌疑人有关的关系人或从
某件小事上找出灵感而查出嫌疑人的作案手法。这种故事虽然真实，但看多了就会觉得千篇一律而没
有任何新意。（真实归真实，不过现实生活中这种调查得出的线索恐怕多数都与案件无关，直觉这种
东西也就在小说和影视剧里随便看看就好了，至于灵不灵完全由作者和编剧自己决定。）不过小说中
在时间上的手法确实很赞。
56、约定俗成的事物最具迷惑性，骗局总是藏在你熟视无睹的地方。
57、松本清张很少写系列人物的。。。呃，差不多没有吧。 至少我读过这么多篇还没有碰到过。这本
是另外！
58、故事情节紧凑，很吸引。
59、三星半。猜到了。
60、本格啊..
61、这不是一本单纯的推理小说，而只是一本围绕人性展开的长篇小说。
62、松本清张令人惊异不已的极作
63、凶手考虑到了每一个步骤每一种可能，无奈警方相信直觉，哪怕一个纰漏，就有可能翻盘。
64、罪犯好可怜，演再镇定也架不住偏执狂一样的警察紧咬着不放啊。本来安排得挺复杂挺周全的犯
罪，就洋葱一样地被一层一层剥开。遇到瓶颈，没问题，换个方式继续剥，反正认定了凶手。警察的
直觉也是厉害。

那个一直在说的传说中的卖笑女突然就变成男人了，我也是醉了。
65、对时刻表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凶手真是心思缜密啊，可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做过的事，
都会留下痕迹。
66、刑警的第六感很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也许有时候是太过于滴水不漏的完美无暇了
67、明明是完美的犯罪，却因为刑警的直觉而死死咬定了犯罪者。气死犯罪者也气死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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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2014年11月22日，读完了《时间的习俗》，共16.2万字。作为世界推理小说三巨匠之一，松本清张
的这部小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凶手几乎滴水不漏的完美犯罪，在谜底揭开的时候让人非常过瘾。
神奈川县北端相模湖畔，一个男士带着一个腼腆矜持的女性到宾馆吃饭，他们并不是非常熟悉，但男
士极力挽留女子在宾馆过夜。晚饭后两人到湖边散步，然而——最终人们在湖边发现男子已经死亡，
随行女子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失踪⋯⋯刑警的直觉指向了一个嫌疑人——他几乎没有作案的可能，除
非他能同时出现在神奈川和福冈相隔千里的两个地点。面对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三原刑警踩着嫌
疑人行动的时间一步步深入调查，却在时间倒错的深渊中越陷越深。阻碍他解明真相的，正式人们与
生俱来对“时间”的盲目信任。悬疑宗师松本清张，以滴水不漏的诡计和挑战物理法则的想象，将人
类赖以生存的“时间”玩弄于股掌之中。不同于其他侦探小说，读者在刚开始就知道凶手是谁，而如
何破解他几乎天衣无缝的证词，才是小说的精彩所在。 在国内，读客、新经典和新星社均出版过松本
清张的不同作品，因此他的作品并没有系统地出版、被中国读者所认识。这部小说框架很大、剧中案
情发生地几乎遍布半个日本，剧情很复杂。过程很精彩，当然也有一些遗憾：比如作者最后只是证明
了峰冈不在场的证据是假的，但没有证明两起案件是他所为；三原刑警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咬定峰冈
是凶手，也不是很合常理。但总的来说，在日本推理小说史上，松本清张的作品算的上质量上乘了。
松本清张（1909~1992），与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并称为世界推理小说三巨匠。相比阿加莎，
松本清张的小说并不着重于案件本身以及其相关的证据，而是把案件放在的日本的大背景下且影响广
泛。松本清张出生于北九州小仓市的商贩家庭，小学学历、二战老兵，40岁以前以沿街叫卖为生。正
因为如此，他洞察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线索。在松本清张之前，日本推理
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偏重虚构成分，主旨开拓不深，情节上追求离异。直到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
的崛起才掀起第二次日本侦探小说的高潮。松本清张创作风格标新立意，主要表现在全方位描写日本
社会的矛盾冲突，批判锋芒直指统治集团；没有固定的侦探，通过小人物展现对命运的抗争；平易近
人的文风和很高的艺术趣味。他与1950年开始在文学征文比赛中开始展露头角，后来转向侦探小说。
这部小说大概写于1962年。剧透分割线 ——————————————————————————神
奈川县北端相模湖畔，国内主要交通报刊之一的《交通文化消息》总编辑土肥武夫带着腼腆矜持的米
子到宾馆吃饭，他们似乎并不是非常熟悉，但男士极力挽留女子在宾馆过夜。晚饭后两人到湖边散步
，然而——最终人们在湖边发现男子已经死亡，随行的女子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失踪⋯⋯东京警视厅
的警部补三原纪一根据办案经验，认定“极光交通”的负责人峰冈周一是杀人凶手，因为有人特意拍
了电报将土肥的死讯发至峰冈周一的宾馆告诉他，而他们并不非常熟悉，显得非常可疑，像是故意制
造不在场证明——可他确实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命案当天（6日）他乘飞机到千里之外的北九州
的门司市，并且于第二天凌晨，即2月7日在和布刈神社参加举行的迎接新年传统仪式：神官趁海水退
潮时进入大海，割取海带，供奉神明。还有徘人在此吟诗作对。刚开始的调查似乎证明了峰冈周一的
清白：日航从东京到福冈的飞机当晚确实有他的名字，并且满员；有人在东京到大阪段的飞机上看到
了他；他提供了命案第二天凌晨两点四十在和布刈神社拍的相片，并且上午在一家宾馆休息，下午在
当地大东商会洽谈工作无视分钟，乘坐晚上的火车，第二天回到了东京。如果命案确实是他所为，土
肥在6号晚上9~10点死亡，他是不可能赶上千里之外凌晨两点的神社仪式的。调查深入，当地警察鸟
饲重太郎告知三原：7日峰冈从商会出来，到返回东京期间，有两个半小时行动不明。商会有职员看
到他在买福冈公共交通的月票，令警察很奇怪，因为他平时在东京而不是福冈生活，应该用不着月票
。峰冈称自己到了近郊的都府楼遗址参观，他喜欢在那里写俳句，还参加了一个叫“荒海”的诗歌社
团。三原刑警本以为峰冈的照片是从电视或者电影的影像中翻拍的，但后来被否定，但得知拍摄照片
的顺序并不一定按照胶卷的顺序，可以通过盖上镜盖按快门，然后把交卷卷回开头重新拍的办法把后
发生的事情拍在前面。因此拍摄神社可能是后来再拍的。会不会是峰冈偷拿了别人的胶卷或照片？经
查没有。两个多月过去了，突然太宰府町附近发现一具男尸和一个女士手套。男子死亡时间、死因跟
上案类似，而案发地点跟峰冈去的“都府楼遗址”很近。警察猜测可能是峰冈和那个神秘女子再次以
同样的方法作案。经查，死者是同志酒吧的服务生，叫须贝新太郎。他很可能男扮女装，在峰冈指使
下杀死土肥，随后换成男装，因此逃走时没有人认出。后来又被峰冈灭口。最后查出来峰冈买月票时
冒用了梶原武雄的个人资料。他的出现才使真相大白：峰冈在俳句的杂志上看到了梶原武雄酷爱摄影
，并且得知他也会参加神社活动，就冒用他的资料办月票，把月票当身份证件使用，到彩印的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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梶原武雄拍摄的神社活动照片和底板取回，在暗室中翻拍成黑白的到自己交卷上。这样就有了他胶卷
的不在场证明。而他在第一个命案当晚坐飞机从东京出发，在大阪中转时，将下一段的机票卖给别人
，再坐飞机返回，与须贝合力杀死土肥。原因是土肥掌握了他在极光交通中的贪污行为。随后他将搭
档须贝谋害。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他让梶原武雄独自到东京，企图将其谋害，最终被警察成功制止
⋯⋯
2、看到有些人在问这《时间的习俗》“又是哪一本”，在这里做个简单的答疑吧。会有这样的疑问
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松本清张作品实在太多，最近各个出版社也在大量地推出新版本，再加上有些作
品引进后被改了名⋯⋯一时半会就很难对号入座了。其实《时间的习俗》沿用了该作品原来的标题（
時間の習俗）未作更改。在松本清张的所有作品中，它可能不是最有名的，却是最特殊的一作。熟悉
清张老师的人都知道，他几乎不写拥有共通角色的作品。这与推理小说界的惯例——即创作拥有共通
主角（多半是侦探，也有可能是凶手或是其它角色）的系列小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大家的印
象里，清张老师的笔下没有像福尔摩斯或是金田一耕助那样的“读者的老朋友”，而《时间的习俗》
却是唯一的例外。看过清张老师代表作之一《点与线》的人，应该会记得其中那对扮演侦探角色的警
察搭档——三原纪一和鸟饲重太郎，而《时间的习俗》中的那桩纠结倒错的谜案，也是由这两人合作
化解的。不过对比这两部小说，会发现这两位角色的性格和行动在两边有着非常微妙的差别（这是笔
者的个人意见），也许是不写系列小说的清张老师的确不太擅长处理共通主角吧⋯⋯当然，以上谈到
的这一点并不妨碍大家将《时间的习俗》当做独立的推理小说来阅读。而作为一册优秀的本格推理小
说，《时间的习俗》在案件布局和解谜上下的工夫是很深的，也许能改变很多人对于清张老师“重社
会轻推理”的固有印象。总之喜欢清张老师，或者喜欢推理的童鞋不妨一读。
3、应该算是比较严谨的时刻表推理了，而且作者把侦探追查、取证、推理的过程完整地呈献给了所
有读者，甚至连里面的航班信息也都是完全真实的。遇上这种从一开始就一口咬定凶手，玩命追查的
模范刑警，凶手也算是倒霉了。协助办案的那个老刑警也是，居然真的对那么多小旅馆挨个调查。PS
：一直觉得像现在天朝这样，火车票什么的都要实名购买，小说里面那种不在场证明的把戏实在玩不
出来啊，鸟饲老刑警也不必逐个排查旅馆了，开房记录一查就行----------------------分割
线---------------------下面是我的一个疑问：当三原认定了第二起凶杀案的死者就是第一起案件中的“
女子”（也就是峰冈的帮凶）之后，为什么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第一个死者土肥是由峰冈的帮凶单
独杀死，而峰冈确实是去看了那个仪式，之后为了灭口再犯下了第二期谋杀。之前警方认为，一个弱
女子是无法独自勒死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因而否定了“女子”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但既然之后确定
陪死者去旅馆的人并非女性，那为什么单独作案的可能性甚至都未被考虑过？
4、本来以为《时间的习俗》字数少分量轻可以看得轻松点儿，但是有个认定了凶手就咬住不放、偏
执到令人发指的警探人物让阅读者情绪参与度一下高了两层楼。松本清张以往不紧不慢、镇定自如的
叙事方法放在一个顽固的人身上可以一步步把人逼到抓狂。太执着的人物总是不太讨喜，有凭有据的
事实都看上去有点神经质。甚至案件越来越清晰、推理也显见得严丝合缝也还是不甘心，简直顾不上
谁好谁坏，只想先让胸有成竹的正义之士跌一跤才痛快。不过，还是佩服松本清张以不变应万变的推
理方式。没有奇葩设定，华丽语言，每一次都踏实地书写一笔，却从来不重复自己。技巧性东西会过
时，用烂，还是老派够经典耐读。
5、如果不是有职员看到他在买福冈公共交通的月票 还能破案吗？2.6日下午 3点 峰冈周一坐飞机去福
冈 晚7点10抵达福冈 P40 P45【P40、41有矛盾啊，2.6号下午晚7点到福冈访问大东商社 下面又说2.7日下
午1点访问大东商社 到底是哪一天访问的啊？】下午 6点 相模湖酒店出现一对男女下午 7点25 男女出外
散步下午 9点——10点 男人死亡 P40下午 11点发现男人 土肥武夫 尸体2.6日夜7.10——2.7日早8点 峰冈
周一行踪空白 P462.7日 凌晨3点 峰冈周一出示 神社照片早8点 峰冈周一出示 大吉旅社 服务员照片早9
点半  峰冈周一受到电报下午1点 峰冈周一大东商社会谈下午2点半 有职员看到峰冈周一在买福冈公共
交通的月票 P81下午2点半——四点  峰冈周一行踪不明16点30 峰冈周一坐朝风号回东京 2.8日9点 峰冈
周一坐朝风号回到东京
6、表面上证据足以证明疑犯无罪，但因为警察的执着，或许是因为脸丑，认定你是凶手，努力扒啊
扒，终于找到证据。对于转牛角尖的警察，任何凶手只有倒计时的份。这个过程就像初中做数学题，
一个既定的结果，要你给出过程。解啊解，终于解完的感觉就是这样。
7、松本清张的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他向来不满足于传统推理小说的诡计解谜，
在作品中加入了社会写实内容、人类的欲念和犯罪动机分析，从而开创了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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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松本清张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实际存在着许多的“潜规则与黑幕”，而当时人
们的“集体无意识”对此熟视无睹或者将其当作禁忌。松本清张以推理小说的形式，从正面以他特别
的写法描写“社会的腐败和权力的疯狂，以及强权者的非人性”。　　——《维基百科》我认为探讨
犯罪动机和塑造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此刻心理状态就形成了犯罪的动机⋯
⋯除了动机还应加上社会性，这样，推理小说的发展性就广阔了。时间的习俗(2张)　　——松本清张
8、看了前面的评论才想到，哦原来和点与线是一个破案组合呀！由于三原的锲而不舍，最后终于是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说起来开始三原到底是恩么怀疑上峰冈的还是有点小诡异，因此我可以理解为凡
是不在场证明非常合理又非常完美的全部有嫌疑嘛~虽然峰冈的不在场证明是有点假啦。对照相技术
不怎么了解，如果了解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猜到一些。这一本里对于破案的一步步推进描写的很详细，
反倒是峰冈这个人并没有怎么说明，除了知道这孩子非常谨慎，而且很会演戏外，其它都是通过别的
描写了解到的。我这个人有个不好的毛病，就是特别喜欢事情最后有一个结局，不要让我yy那种，所
以开始读东野圭吾的一些开放式作品时我就很是苦恼，现在这一本又是这样，最后也没有了解到详细
的杀人动机和鸟饲想调查清楚的事，虽然书里已经说得比较明白了。要是有个后记我就更开心了~书
本身不长，跟松本清张的其他作品相比真的算短的，基本上就是三原确定了凶手后，一步步找到如何
打破不在场证明的办法，如果看了书背面的简介，基本上也就知道凶手了，虽然不了解手法。。中间
有一些细节有些出乎意料，如果再多一些鸟饲的描写就好了，相比较三原，不知为何我好像更喜欢鸟
饲。但是说真的，这样的杀人动机总觉得有点。。。。（虽然这样的杀人动机很常见，一定是我普法
节目看多了的原因）而且为了杀这个人费尽心机想到这样的办法，我也真的很佩服峰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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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时间的习俗》的笔记-第68页

        人的先入之见常在无意中发挥作用，使人容易对约定俗成之事熟视无睹，这是很可怕的。司空见
惯的常识会产生盲点，是常有之事。即便该常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在查案时也要从零加以检讨。

2、《时间的习俗》的笔记-广州后勤医院前面那段路好黑

        那段路好黑那段路好黑那段路好黑那段路好黑那段路好黑那段路好黑

3、《时间的习俗》的笔记-第71页

        P71这起事件绝非冲动杀人，事件的起因也绝非单纯的口角。犯人头脑聪明，冷静。行凶计划经过
反复推敲，甚是周密⋯⋯
在这之前的分析：

尸体发现：凶手杀死被害者后立即未做任何处理当场弃尸
P23在小木屋附近搜索时，偶然发现一具躺在地上的男尸。男子的脖子上缠一根粗麻绳，足足绕了有
三圈之多。
同行女子相关调查：未坐火车离开，可能乘坐汽车，湖底没有尸体，可能是凶手。
P24负责检票的两位列车员都说，他们并没有见过那样的女子。P25警方自然也考虑过坐汽车的可能性
。P30警方并没有发现她坐过包车或出租车的迹象。有本部警员猜测女子的尸体可能沉在湖底，于是
派船搜索了整整一天，却毫无斩获。
杀人动机：
1、土肥纠缠女子，被拒绝并勒死。
P25警方判断，是那名女子勒死了男子，行凶后便仓皇逃跑了。至于作案动机，很可能是情杀。三原
否定并提出
2、情夫2杀死情夫1
P33这不可能是单纯的杀人案。女人勒死男人是很不自然的。假设男方真的逼女方就范，而女方假装
屈服，乘其不意，用绳子勒住了男人的脖子，男方也能用蛮力摆脱。很可能是女子的另一个情夫。被
害人土肥想要将女子占为己有，而她还有另一个情夫躲在暗处，待两人来到湖畔，便趁天黑伺机下手
。同僚的反驳：
P34凶手没必要杀死土肥啊。因为依照当时的情况，那女子还不完全属于土肥呢。如果要报复土肥横
刀夺爱，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支持三原的论据：不过，情杀案的凶手大多情绪激动，他们的犯罪
带有极大的冲动性。可以说在现场的他们都失去了冷静判断的能力。最后制定的调查方向：而犯罪动
机除了情杀，可能还掺杂着一些怨恨的因素。因为土肥工作的关系，他极有可能会得罪人。
之后三原简直是一见钟情似的咬上了峰冈。

能支持P71三原判断的只有P33便趁天黑伺机下手而其间有仓皇逃跑情杀案的凶手大多情绪激动可以否
定其判断。

那他到底哪来的自信？

======================================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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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不过有时会莫名奇妙带一大笔钱回来。这种独特的捐赠体系一旦出现黑幕，便很容易成为恐吓行
为的温床。
全文对于真正杀人动机的铺垫只有这两句，松本清张先生写文章这么不拘小节么我读书少谁来告诉我
？？

4、《时间的习俗》的笔记-第261页

        封面内容：约定俗成的事物最具迷惑性，骗局总是藏在你熟视无睹的地方。
封底内容：
约定俗成的事物最具迷惑性，
骗局总是藏在你熟视无睹的地方。
十六世纪中叶，伽利略发明了时钟。自那时起，时针转动的规律成为人类约定俗成的行动法则。人们
准点进食、按时入睡，却丝毫不曾怀疑，在时针的巨大阴影之下，也会有罪恶悄悄藏身。
嫌疑人几乎没有作案的可能，除非他能够同时出现在相隔20公里的两个地点。面对无懈可击的不在场
证明，三原刑警踩着嫌疑人行动的时间点一步步深入调查，却在时间倒错的无底深渊中越陷越深。阻
碍他解明真相的，正是人们与生俱来对“时间”的盲目信任。
悬疑宗师松本清张，以滴水不漏的诡计和挑战物理法则的想象，将人类赖以生存的“时间”玩弄于股
掌之中。
书本第68页：不过，他忽然想起身在福冈的鸟饲老刑警曾说过的一段话来：“人的先入之见常在无意
中发挥作用，使人容易对约定俗成之事熟视无睹，这是很可怕的。司空见惯的常识会产生盲点，是常
有之事。即便该常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在查案时也要从零开始加以检讨。”
本书内容：凶手一开始便已让三原警官觉察出来，但最重要的是证据，因为凶手无法一边杀人一边照
相。事实上，照相的人不是峰冈，而是用了别人所照的照片。先利用梶原的身份买了月票证实自己的
身份，去生产商那里拿梶原寄过去的底片和照片再翻拍并利用暗室完成照片顺序，用完照片后再装成
是摄影器材公司寄过去的。即便冲印照片需要几天但峰冈在时间上豪赌了一把，相信警方不会那么快
查到峰冈身上。至于动机就是被害人掌握了许多峰冈的不利情报借此敲诈峰冈，才杀死了被害人，同
时也是找了一个“同志”来帮忙。
书后感想：情节上还行，更重要的应该还是案件查明的逻辑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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