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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第二部）》

内容概要

模仿犯第壹部故事回顾：
一个姑娘神秘失踪了，不久有人在公园的垃圾箱里发现了一条被砍断的右手，案件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
“我就是那个把右手扔到大川公园的人，你们不想再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了吗？”突然有一个电话打
到了电视台的直播节目组。罪犯不止一次地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兴奋地谈论着案件的相关情况，同时
还预告了更恐怖的事情：“直播我的犯罪。”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杀人计划”。
然而，一场车祸似乎结束了这种恐怖的直播报道。警方证实，两名嫌疑犯在一起意外坠崖车祸中死亡
，案件真的会这么简单地结束吗？
模仿犯第贰部故事梗概：
就在大多数人认为死于车祸的粟桥浩美和高井和明就是罪犯的时候，一个男人闪亮登场，出现在媒体
面前，他就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犯罪心理学家纲川浩一。他认为另有一名真正的罪犯。纲川参加了许
多电视节目，主张自己的“真凶存在说”。
不久，他那极具说服力的主张、潇洒的长相和睿智的谈吐风靡了整个社会⋯⋯“真正的罪犯还活着”
，于是人们开始等待那令人恐惧的结局。可是，纲川认为的那个真正的罪犯到底是谁呢？而他又凭什
么信誓旦旦地肯定“罪犯另有其人”呢⋯⋯
加害人、受害人、遗属、警察和媒体，所有知道这件罪案的人全被卷了进来，而案件也进入了极具讽
刺意味和冲击力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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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第二部）》

作者简介

宫部美幸，当代日本文坛最耀眼的天后，1960年12月出生于东京都江东区。1987年《我的犯罪的邻居
》获得第二十六届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第十三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睡龙》获得第四十五
届日本稚理作家协会奖。1993年《火车》获得第六届山本周五郎奖。1999年《理由》获得第一百二十
届直木奖。她还有《七级》、《地下街的雨》、《蒲生邸事件》、《Crossfire》和《愚人》等其他众
多著作。本书于2001年获得第五十五届每日出版文化奖的特别奖。2002年第五十二届艺术选奖的文部
科学大臣奖。并且，以本书为代表的创作活动，获得了第五届司马辽太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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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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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第二部）》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荣登6项当代日本文坛大奖榜首，畅销日本140万册！    日本当代推理文学的金字塔尖，近年来日
本最畅销的犯罪推理小说！    这是以“杀人”为乐趣的罪犯的宣战，你不能不看的超强犯罪推理小说
中连续杀人案里的众生相⋯⋯和绝望相比，虚假的希望更加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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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第二部）》

编辑推荐

　　模仿犯第壹部故事回顾：　　一个姑娘神秘失踪了，不久有人在公园的垃圾箱里发现了一条被砍
断的右手，案件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我就是那个把右手扔到大川公园的人，你们不想再对这
一事件进行报道了吗？”突然有一个电话打到了电视台的直播节目组。罪犯不止一次地给节目组打来
电话，兴奋地谈论着案件的相关情况，同时还预告了更恐怖的事情：“直播我的犯罪。”这是个前所
未有的“杀人计划”。　　然而，一场车祸似乎结束了这种恐怖的直播报道。警方证实，两名嫌疑犯
在一起意外坠崖车祸中死亡，案件真的会这么简单地结束吗？　　模仿犯第贰部故事梗概：　　就在
大多数人认为死于车祸的粟桥浩美和高井和明就是罪犯的时候，一个男人闪亮登场，出现在媒体面前
，他就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犯罪心理学家纲川浩一。他认为另有一名真正的罪犯。纲川参加了许多电
视节目，主张自己的“真凶存在说”。　　不久，他那极具说服力的主张、潇洒的长相和睿智的谈吐
风靡了整个社会⋯⋯“真正的罪犯还活着”，于是人们开始等待那令人恐惧的结局。可是，纲川认为
的那个真正的罪犯到底是谁呢？而他又凭什么信誓旦旦地肯定“罪犯另有其人”呢⋯⋯　　加害人、
受害人、遗属、警察和媒体，所有知道这件罪案的人全被卷了进来，而案件也进入了极具讽刺意味和
冲击力的最后结局⋯⋯

Page 6



《模仿犯（第二部）》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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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第二部）》

精彩书评

1、我不擅长理性分析东西，写出来的都是“我感觉如何如何”。所以，我感觉宫部美幸的作品不是
我喜欢的类型。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女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她并不避讳人性的黑暗与潜藏的暴力，言语
直白地像利刃，毫不留情地刺入你的心里。看得见血，也看的见光，即使那光芒微弱的出自于一把匕
首的侧面，那也是来自大千世界的反射。在推理作家中，给我同样体验的似乎只有松本清张和天荒童
太。有坚忍的毅力，以手中的笔对抗世间的恶，若不是拥有健康高尚的灵魂，恐怕无法做到。我们在
《模仿犯》里看到了那么多不完美的人，和明、前滋、有马、直一乃至豌豆和栗明，和我们一样，活
生生的存在着。他们在肉体上和心灵上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害，都窥探过内心
的软弱，也都曾哭得像个孩子，然而有些人选择了黑暗万劫不复，有些人则在阳光下重新站起。四册
小书，角色无数，每个人物都有着不同的呼吸和命运，故事有些细碎有些冗长；犯罪里面充满了轻佻
的恶意，轻易让你的愤怒不受控制，我害怕这样完美的恶，也讨厌被人操纵起这样负面的情绪。这样
的书我从未看过，也看的十分艰难，断断续续两年后，终于临近阅读尾声，只觉得身心俱疲，却也试
着学会宽恕，获得释然的机会。《模仿犯》，即使你不喜欢这个故事不喜欢宫部的文风，你也会被深
深打动，因为人性的光辉终究冲破妖魔鬼怪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前进。
2、一开始就知道凶手看得实在很没意思，就当社会小说看，还算可以了。依旧是那么冗长，而且宫
部的书一大特点是冗长的都是前面唬烂的地方，最后结局超级短---比如《理由》（其他人的理由都给
了就除了凶手的，囧）甚至没结局（比如《火车》）。。这部依旧是。。后面就那么一段突然就完了
，不过宫部再编下去读者就都洗洗睡了。。。早玩早结束吧·····不过依然还算是宫部比较好的
了。。对社会一些问题还是有点看头。。
3、看的是电子版，只找到第一部（上下），第二部（上下），原先看海南出版社有BOOK1,2,3,还以为
少了第三部呢，遍寻网络也没找到第三部，有点闷闷不乐，看书没有尾巴总让人不爽。还好，这是另
一个版本，故事是完整的。第一部昨晚看的，让我感到超级恶心和不爽，似乎又回到了看《异常》的
日子，看好几个变态游戏人间，随意剥夺他人性命，觉得十分恶心。还好第二部少了很多变态举动，
而且结局大快人心！第二部修正了我之前的几个观念：1、笨不要紧，处世的关键是真诚。聪明人失
败的原因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世人大多聪明伶俐，谁也别把谁当傻瓜。像浩美和豌豆这样自以为聪
明得可以把别人玩弄于鼓掌的人，笑不了多久的。就算是傻瓜也会狠狠还击的。和明说，我的脑子是
不太好，但我知道这是欺骗。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是傻瓜吗？明明就是大智若愚，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
。虽然脑子不好，但绝对不会把人命当草芥。2、所谓故意杀人，除去不得已，80%是为满足自己的支
配和控制欲。3、人不是独创的动物，大家都是在模仿别人。正常人就是模仿社会常识模仿的最好的
人。（看到这里我突然有种“苍天饶过谁”的感觉。。。）4、你说了很多似乎很了不起的东西，但
是你连自己在说什么，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真有虎躯一震的感觉！这句话送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一
个人，每一个从小被教导说假话，隐藏自己感受，背诵教条政治理论的人。5、你欺骗了很多人，最
后谎言还是被揭穿了，谎言是一定被揭穿的。（再次有种看苍天饶过谁的感觉。。。）
4、浩美篇。如果说浩一是孤独的话，那么浩美就是恐惧。这么多年了浩美一直生活在幻觉之中，一
直无法脱离那个噩梦，梦中的女孩子一直在追着自己，想掰开浩美的嘴然后进入体内。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浓雾弥漫，也看不见去向。然而女孩子却的的确确在追赶着浩美，以为逃脱了，她却绕到了前
面。可他除了让自己继续忍别无他法，至少在父母那里他得不到慰藉，因为他的一切噩梦也是起源于
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姐姐在出生前就被母亲杀死了，而母亲寿美子却一直活在姐姐还在世上那个生活
里，并且给浩美这个名字也是之前死去的姐姐的名字。当时还在世上的爷爷奶奶也反对寿美子不能起
一个死了的人的名字。可是寿美子非常固执，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并且浩美从婴儿时就在与死去的
姐姐“弘美”的比较中长大。寿美子数着死去的那个孩子的年龄，确实是把他和弘美进行着比较，要
是死去的那个孩子，她会这样了，她会那样了。等到栗桥浩美懂事以后，寿美子采用了更凶恶的手段
。任何事情，她都是嘀咕着说。不能大声说话，她故意用很小的声音，可这种声音足以能让还是个孩
子的栗桥浩美听得见。如果换做任何人都不会接受吧。至少我不会接受。“为什么弘美死了，这个孩
子却还活着？这个社会太不像话了。”甚至在浩美生日的时候，寿美子插了8支蜡烛，想把弘美的生
日也一起过了，而6岁的浩美哭了，又被父亲喝斥男孩子是不能哭了。寿美子则把蛋糕扔了。说以后
再也不会为他过生日了。那种痛苦、悲哀和苦恼，我想浩美一辈子都不会忘掉吧。他认识了浩一，尽
管他不了解浩一，但是他经常幻想自己如果是浩一家的孩子该多好。自己的家已经算不了家，甚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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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第二部）》

家里堆放的颜色发黄的旧纸箱厌恶到简直难以容忍的地步，甚至想一把火把它们全给烧了。为什么自
己的家就不能像豌豆家呢。再加上他的父亲在根本不之情的情况下和寿美子结婚的，“谁会娶一个母
亲与男人情死的那样的女人呢”，他的父亲知道受骗了也只有忍耐。甚至怀疑刚出生长女浩美，婴儿
浩美，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活在丢人和痛苦不幸福的生活中。并且父亲用烟头来烫伤他说是这样教育
才是对的。浩美也曾梦中梦到过父亲和祖母，母亲之间的情景。随着这份常年累月存在心里的恐惧感
，浩美也长大成人，可那噩梦还是在不停的纠缠自己 。浩美已经无法控制，只有把这种恐惧感转换为
家庭暴力，并对母亲施加。直到最后好朋友和明的不离不弃。浩美才会明白被浩一一直欺骗着。或许
浩美已经忘记是从什么时候不是自我的。从很久 很久以前吧就已经忘记了吧。如果父亲和母亲没有结
婚呢？如果母亲不会活在死去姐姐的生活中呢？如果他没有碰到浩一呢？可一切都回不去了，死之前
所有的恐惧都还在不停歇地纠缠着他。回忆、回忆、回忆。人就是回忆，它会突然在脑海闪过。许多
回忆被一层叫做皮肤的东西包着，便变成了人。由孩子长成大人，人长大了，之所以个子也长高了，
只是因为其中的内容增加了。浩美的回忆就是这样。在没有希望的没有绝望的生活中活着。现在，叫
栗桥浩美的人的皮肤破了，包藏在里面的回忆一下子涌了出来，开始是缓缓的，后来气势汹涌。一切
的回忆都会即将消失。　　
5、《模仿犯》的好处不在案件推理上。倒是很多对社会众人的分析有点儿意思。比如，援交少女为
什么会喜欢看上去落魄的摄影师。我们这一代人又怕什么呢。不是怕死，是怕无聊。怕自己一生都如
此无谓。想必宫部美幸看待人的本领，推理上反而显得差劲了。犯罪本身的设计，也不是很巧妙。就
像高井和明质问栗桥浩美的：你不觉得你们的犯罪会被人发现么。我尤其不喜欢结尾。自大的害人的
。我们研究所的胖博士，在玩杀人游戏时因为有人说“这个杀手实在太聪明了”他不禁大笑，暴露了
自己。同理，豌豆肯定不能接受别人说他是模仿犯，但我仍然认为，他的性格应该比书里写的这种更
沉稳，更偏向于自我控制。最失败的一节，是他给增本打电话要求他伪装罪犯。宫部一步步写了一个
犯人的自我毁灭。可这毁灭，是他完全不能察觉的么？他应该能感觉到，但察觉到了之后，依然要做
一些危险的事，这样才会有兴奋的快感。这个过程中，他应该一直在寻求智力挑战，而不是沉浸在接
受采访的满足感里变笨。栗桥浩美在勾引了一个姑娘之后，带她去便利店，姑娘问他的名字，他看到
墙上便利店店长的名字就用了。这是很危险的。－ 但他在那一刻想赌一把。把自己的命运和那女孩的
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豌豆身上，宫部只写出了自负和对犯罪批判的恨意，却没这种真正的敏锐。 
6、第一部翻译也有错，第二部更是差强人意。有些是明显翻译错误（对熟悉日语的人来说）；还有
很多，从逻辑上可以推知是因为译者不熟悉日语的写作逻辑，结果把动作的主体完全搞错了的。否则
的话，那原作者说话可太颠三倒四、病得不轻了。
7、我是看了蔡康永在《今天不读书》里的推荐才找来看的。的确是很好看的。作者要表现的不是情
节的曲折，而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恐怖。所以，第二部的后半部分读者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但是还是
被作者领着去看凶手是怎么“表演”的。特别是在最后，我很惊奇作者让凶手这样暴露出来。但是也
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凶手本来就是在“舞台”上，所以，他的暴露最好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作者功力
深厚。和一般的侦探小说不同，作者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涉及了非常多的人物，并且很好表现了各
个人物的异同。事件涉及的每个人物的刻画都十分细腻。并且，把自己也作为一个人物写到书中。（
应该就是滋子，这是美幸的一贯的风格）。
8、老实说，这部小说如果单纯作为推理来看，是比较让人失望的。凶手并非完全没有留下线索。浩
一的那个电话已经使他彻底暴露。被抓是早晚的问题。那个在外地唯一从凶手手里逃离的高个女孩已
经指证了他。建筑师完整的分析出了作案场所的特征和大致地点。条崎和真一这样的普通人都看出了
浩一行为的不合理。案子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完全是作者还想让浩一表演下去。这本书让我最震撼的是
那群完全被人忽略的普通人。卖豆腐的老人有马义男和荞麦馆的高井和明。老人单凭一己之力推断出
孙女已经死了和犯人至少有两人，远胜过那些白痴刑警了。更重要的是，他再得知孙女死亡、女儿发
疯、小店破产的时候，还在凭着自己的力量追查这个案子，同时还鼓励真一振作。再他让真一和他同
住时我感到了人性的温暖。高井和明一直是作为笨蛋出现的，以他们那一家人的智商都看出浩美不是
好人，他还在默默被敲诈简直不可思议。但作者最后还是完美的解释了这个问题：和明是要拯救浩美
，即使明知道浩美一直在和他说谎还是踏上了死亡之旅。和两个凶犯的对话，让浩一这个自诩天才的
人狼狈离去。在书中好像是仅有的一回吧。他让浩美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是想逃避自己
的魔障，点出了浩一完全在利用浩美。甚至连浩美心理障碍的源头都找到了。这哪里是个笨蛋的所为
。在这部黑暗的小说里，他们两个是最大最亮的光芒，让我这个愤青不能不向他们致敬。社会中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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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至少让人感到了希望。
9、最让人唏嘘的是高井和明的死。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从愚钝的小孩长成的愚钝的年轻
人，但他却确确实实是最先洞悉整个案件真相的那个人，也曾经几乎一手将所有的罪连根拔除，只是
作者的手抢先一步将他生命的烛火捻灭。浩美和豌豆都是聪明的孩子，头脑好，体育好，善于对大人
察言观色；和明是笨拙的孩子，学习差，性格懦弱，是连妹妹也引以为耻的哥哥。可是，用智商来给
孩子分类是多么愚蠢，孩子就是孩子，象种子一样，有的好，有的坏，好孩子顺利的长大，踏入成人
的世界，而坏孩子，从根部就已经开始了腐烂。
10、严格的说，这本书不算是推理小说吧，应该是社会小说。犯罪者以犯罪导演整个社会，将每一个
人变成舞台上的演出者，虽然他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可也因此败露。我想，如果他在和明和栗桥
死后选择沉默的话，警察是永远也发现不了他的吧。书里有很多人的行为和话都让我很不理解，最后
的结局似乎被加速地进行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第一部，因为它看上去更像一部完美的谋杀。
11、出生到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长大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不同的
环境，受到宠爱，遭到伤害，于是我们就变得不一样了。尤其是伤害，童年、少年时代的伤害，对一
个人是如此刻骨铭心 ，以至于影响一生。可能是父母的一顿责骂，可能是亲戚朋友的窃窃私语，可能
是老师的漠视，可能是同学的村八分，甚至可能是路人甲的一句难听的咒骂。看完小说，回望自己的
人生，有多少人那么幸运的没有被伤害过的？这些伤害，或多或少支配了自己的言行。每次回忆翻起
来时，都让人那么压抑不堪。
12、不错的小说，称得起“引人入胜”四个字。虽然长得要命（佩服作者的耐性），也坚持看完了，
还是看的电子书。书中从旁人的角度总是描写栗桥和豌豆聪明优秀。小时候是优等生，长大了是“任
谁看也会产生好感”好青年，但随着情节的推移，才明白他们不过是小时候没有得到关爱，甚至受到
伤害，成长了也无法挥去心里阴影的畸形人格拥有者。栗桥和豌豆当然是聪明的，他们什么事都能做
得出色，也容易让人产生好好感，可是他们扭曲的人格使他们变得盲目了，混肴了一时的好感和真正
的善意，看不出旁人和朋友的曲别。旁人无数，朋友有限，而真正信任你，以至于最终被你利用还可
能原谅的，只有真正的朋友而已。对豌豆来说，他只浩美（由美子查觉豌豆对她并无爱恋时醒悟；增
本直接拒绝被他利用。），对浩美来说，他只有和明（这个似乎有讨人嫌的惯性呀，呵）。可是他们
都当对方是棋子，却没注意到这棋子是唯一包容他们的人。除了和明，没人接受浩美的敲诈；除了浩
美，也没人对豌豆言听计从。不是包容你的人呆笨，而是在他的心里，对你有一份在岁月中积累下来
的信任。可惜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就轻易地将自己这唯一的朋友当作棋子丢弃了。珍惜信任你的人。
这是我读完书后最大的感慨。不论他是你的亲人、爱人还是朋友，对社会来说，他不如沧海一粟，是
十几亿分之，但对你来说，他却是无可替代的宝贵。
13、太长篇了，后面读书会觉得非常累，情节的推动力不够，细枝末节叙述的太多了，可能作者不舍
得删掉或者试图通过旁观者再给出些社会对犯罪的观感，但是最终还是觉得男孩，前田烟子，医院隔
壁大妈等等其实都可以删掉，不影响整体的节奏，但是读起来会轻松不少。模仿犯的心理太幼稚了，
最终的对决也非常不给力，看完第二部算是解密篇有些失望，没有第一部好看。
14、《模仿犯》是我非常赞赏的作品。虽然其语言无甚引人之处。是完全凭借故事的延展细节、及其
包含的作者的反思来吸引我的。作者宫部美幸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慈祥的家庭妇女。这竟然不影响到她
兼备同情慈悲和残忍理智。女性的天赋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得遭受多少负重的平衡，才能达到这种兼
备呢。第一部书里具体反映了媒体对残暴事件的贪婪。高智商的连环杀人者精心策划的脚本上演时，
全社会都被吸引了。感到无比恐惧不安是一种吸引，感到激动兴奋乃至无止境猜测也是一种吸引。你
分不清哪一种投入才是正直的。没有人是正直的，因为每一场罪恶的指向都不同，受害者永远无法真
正互相怜悯，更无法得到旁观者们的真正怜悯。第二部书接续着第一部终结时令人意外的结尾，却改
头换面，写出了另一番境界。被确定的杀人犯其实并非是杀人犯。真正的犯人继续投入地演出，亲身
出演，甚至在受害者、受指控者面前涌动真心真意地安慰（因为他的确清楚：那些人都是受害者）。
故事到了这里，受害者的范围越来越大，作者颇有耐心地勾勒出被残杀的受害者的家人、被折磨得毫
无头绪的警察、被良心和工作压抑困惑的作家、以及一系列颇属于“周边受害者”的形象。这是连环
杀人案的蝴蝶效应。这是之前很少有人真正涉足、且充满耐心和善良地予以充分补足的内容。宫部美
幸反问了很多。当同情心蔓延到杀人犯那里，世界满是受害者，邪恶就突然不见了。当职业感迫使警
察重现犯罪、作家重现犯人形象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以模仿犯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呢。当犯罪事件的幸
存者发现自己也有罪孽时，受害和受罪便没有了区别。这么多的人还活着，却活得那么痛苦，你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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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比被罪犯杀死更残酷的事情。而且，这个作者是一个家庭妇女模样的女人。这一点尤其让我动
容。大抵男作家就不会这样有耐心地写百万字、却并非为了描述作案本身的刺激。那么请问我自己，
为什么不能这样，善用女性天赋的善解人意，写一些残酷到底的事情？《模仿犯》第二部下阅读中。
。。
15、一千二百页，字还印的密麻麻，定力不够还真是没法坚持。出场人物之多之频繁，估计让改编的
导演都麻了抓。推理成分有，但诡计部分没什么特别之处，非典型推理小说。中译本翻译的可看，但
流畅度似乎颇有问题。下部似乎比上部难买⋯⋯一部有这么多难以看下去理由的推理小说还能存活当
然有其理由。我拖了数日终于啃完以后，对宫部阿姨的理解又深了一点点。她就不是个写推理小说的
人。因为推理小说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最后最是要让人长出一口气，而她的小说总让人憋啊憋啊憋到
最后憋成了哮喘。密密麻麻的字压缩在心里出不去。可是我还是一步步的喜欢上了她。因为她书里那
些人虽然偶尔行为超现实，但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好像大型游戏里的NPC，每个都有自己的生活轨
迹，却都逃不脱制作者的安排。此书的结构也证明了把一厚本扯成两本分着卖虽然从哪个角度看都是
忽悠买家的行为，但只要收住了，分再多册也能成为藏品。一个基本上失败的例子：《密室物语》⋯
⋯我实在想像不出这四本书如果不坚持完就放弃会多么郁闷。看不到尸体，看不到结局，理解不了书
名的意思，没有任何积极性可言。所以我的建议是，对于此书，要么不看，要么硬挺着看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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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模仿犯（第二部）》的笔记-第三章

        武上认为，引起人的灾难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把这种关系如此露骨
地表现出来的事情却很少。追踪调查栗桥和高井的所作所为，就像在露天挖掘人类的邪恶，到处都能
看到散发着腐臭味的乌黑的矿脉。他们的野心非常简单，就是要从自我满足发展为获得社会的喝彩，
他们用最简单和最具破坏性的办法实现着每个正常人都应该有的正常欲望。

2、《模仿犯（第二部）》的笔记-第18章

        ——如果你觉得害怕一个劲地躲避，那只会更加害怕。正是因为害怕，所以人们才要去面对。

——如果你觉得火灾很可怕，你就去做灭火的消防员；如果你害怕干坏事的罪犯，你就去做抓捕罪犯
的刑事警察。这比起一味担心无力应对的意外和灾难，会让你安心得多。

3、《模仿犯（第二部）》的笔记-第10章

        “我们回到房子里，环顾四周，并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和墙壁。用了两种墙纸并画了墙线，还有房
间的隔墙，这些设计看上去都不错，但我突然之间想到了它的意图。建筑师介绍说，这个家到处用的
都是锐角，这是一种穷追不舍的角度。这是一栋被人监视、压制的房屋，如果它是按主人的意思修建
的，那这位主人会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太容易回答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暴君。杀人犯就是这家主人，不会是别人。

“建筑师说，只要看一看房子，就会知道住在里面的人的心态，一个人的住处能反映他的心态。杀人
犯的家是一个样，而骗子的家又是另一种样子。他非常明白其中的道理。”

4、《模仿犯（第二部）》的笔记-PART3

                他们的野心非常简单，就是要从自我满足发展为获得社会的喝彩，他们用最简单和最具破坏性
的办法实现着每个正常人都应该有的正常欲望。
       无论是谁，都戴着王冠坐在自我幻想这个小王国的宝座上。这个想法本身既不邪恶，也不罪恶深
重。要在这个勾心斗角的现实社会中生存下去，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坐在宝座上的国王却向往着成为专制君主，这也是任何人都会有的很自然的想法。无论是他
，还是她，每天都放眼外面的世界，希望扩张领土，让住在自己建立起来的城堡都市里的臣民越来越
多。以重复某种程度的“练习”之后，在自己的力量得到确认的时候，国王就会决定出手了。
　　但是目标是千差万别的。他和她到底要做到什么样？怎样才能满足？要建立什么规模的王国？是
实行善政还是实施专制？武上认为最后的结局也许就是人生。一个女人，作为一名顺从、心地善良、
性格温和的妻子，她也许就是一个男人的女王，有着幸福的人生。一个男人，如果能成为一名企业家
，被作为当地人物传中的名人流传，他也许会因为成了几百个职员的国王而满足。一个女人成为一名
演员，也许她会建立一个成为某个时代女人们的偶像、获得男人的向往与欲望的自我王国。一个男人
，成为一名学者，潜心于研究，即使没有很多的钱，但在为世人所不知的领域里取得重要成绩，也许
这就是他的王国。
　　人都是这么活着的。武上作为一名警察局报告书的责任编辑，也获得了周围人的好评，他也在建
立自己小的王国，至少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臣民，同时，他也是妻子的臣民。人们知道这是一种危险的
关系，互相压制，如果无法忍受就会移民走人。但是有一点是不会错的，那就是大家都是臣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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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幻想中存在并生活，夺取领土，联合与分裂，共同开拓，互为臣民。武上想，说人是脆弱的，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有些国王有时不需要进行谈判、交战、达成协议，也不需要进行意气相投地商量而扩大王国，留
住要移民的人，强行增加臣民的数量。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国王有时会触犯法律，有时又不会触犯法
律。但无论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人。
　　具有破坏性的人决不会成为别人的臣民，他只想做国王，因此他很孤独。正是因为孤独，所以他
们希望有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的永世臣民，有的人在生理上、有的人在精神上允许杀人。生理上的例
子如北极地区的连环杀人犯，栗桥和高井不过是孤独的国王中的一员，他们身后留下了尸山和血河。

5、《模仿犯（第二部）》的笔记-第16章

        
      “怎么说呢？滋子，任何人都不是独创的生物，大家都在模仿着别人。” 

　　滋子想，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观，无法问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也许真的是这样的。滋子没
有说话，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儿，她又反问对方：“你也在模仿什么人吗？”
 
　　对方哈哈地大笑起来：“是的，我也在模仿。” 

　　“模仿谁？”　　 

　　“我所模仿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概念。” 

　　“概念？”　　

       “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普通的观念。一个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男人非常喜欢漫画和动画片，不喜
欢去公司上班，早上起不来，光是写文章，记忆力很好但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什么，就在漫画和动
画的世界里走过了四十年。就是这么一种概念。” 
　　
        “什么？” 

　　“所以日本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作家，只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说着同样的事情。”

6、《模仿犯（第二部）》的笔记-第18章

        一个人如果是好人，就是站在地狱的针山上，他也还会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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