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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2》

内容概要

全书以中国唐代宰相狄仁杰为主人公，描述狄公在州、县及京都为官断案，为民除害的传奇经历。全
书故事纷纭，案情凶险，情节扣人心弦，谜底逼人追索。
作者笔下的狄公迥异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青天大老爷”，他有独到的办案风格：重效率而轻缛节
，讲操守而又善变通，重调查推理，而不主观妄断。狄仁杰断案如神，被西方读者称为古代中国的福
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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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2》

作者简介

高罗佩(Robert H．Van Gulik 1910-1967)
荷兰职业外交官，通晓15种语言，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他曾评价自己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职业
，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作为一个西方人，高罗佩对中国古代琴棋书画十分
痴迷。他20岁开始练习中国书法，且终生不辍：他研究中国古琴，师从古琴大师叶诗梦，并与于右任
、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他能写中国旧体诗词，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大师都有唱和；齐白石、沈尹
默等人的画上也有他的上款。《大唐狄公案》的插?均为他自己所画。1943年，高罗佩任荷兰驻重庆使
馆一秘，与同在使馆工作的中国洋务大臣张之洞之外孙女水世芳结为伉俪。
他一生汉学著作颇丰，学琴，著有《中国琴道》；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亲自饲养猿，著有《长臂猿
考》；出版《书画鉴赏汇编》，教西方人辨识中国文物；编《东皋禅师集刊》，翻译陆时化的《书画
说铃》。
他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是中国古代性文化，写下《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而大型推理探
案小说集《大唐狄公案》则是一部在东西方读者中影响最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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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2》

书籍目录

四漆屏
县令家的四漆屏图案有了奇怪的改动，难道这图案暗示了什么离奇的事件？与此同时，一名钱庄掌柜
莫名其?地自杀身亡。于是，狄公与乔泰二人乔装混迹于一帮盗贼中间明察暗访⋯⋯
湖滨案
在古老县城的花船上，狄公撞上一起谋杀案。正当他对此案进行勘查时，却又碰上了两起新的疑案。
很快，狄公发现自己身陷于贪婪和邪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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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2》

章节摘录

　　牟平县县令滕侃直立在书斋的门后呆呆地发愣，只觉头晕目眩，神魂颠倒，眼前飞星乱闪，什么
都看不清楚了。他闭上了眼睛，慢慢抬起双手压一压太阳穴，剧烈的头痛渐渐缓解，耳朵也不嗡嗡作
响了。　　时已入夏。县衙里，午休后的衙役们又开始忙碌起来。滕县令听到后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心里想：该是管家来给他送茶了。　　这时，他的魂灵总算附了体，自觉神智渐渐清醒，目光也亮
了起来。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抬起眼来再向书斋里细细看去，却是一滴血迹也没有。巨大的紫檀
木书桌漆得亮亮的，像面镜子一般，将绿玉花瓶中快要枯萎的花叶都映出了影儿。他恍惚想到他的夫
人就要来给花瓶换上新花了，因为她总不忘从花园里摘些花来插在花瓶里。　　忽然，他的神经一阵
剧烈震荡，只感到全身痉挛，晕眩又一次向他袭来。他蹒跚着走到了书桌旁边，扶着光滑的桌沿气喘
吁吁地转了几转，一屁股坐在太师椅上，紧紧地抓住太师椅的扶手，死劲地挣扎着、喘息着。　　晕
眩过去之后，他慢慢睁开双眼，猛然发现靠墙立着的那座高大的朱漆屏风，心里不由一阵寒噤。他迅
速移开了目光，然而这漆屏却像是随着他的视线在移动。他瘦长的身躯开始战栗起来，本能地又将身
上穿的青色旧袍裹紧了胸襟。&ldquo;难道我真是疯了吗？&rdquo;他心里想。　　他的额头上直冒冷
汗，牙齿捉对儿厮打，浑身如同中风麻木一般。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卷公文，强迫着自己聚起精神来阅
读。　　&ldquo;老爷，请用茶。&rdquo;老管家托着茶盘走了进来。他习惯地想答应一声，但唇焦舌
敝却连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只用那战抖的手接过茶盅，很快呷了一口。　　老管家侍立一旁，像是
要启禀什么事情。　　滕县令厌恶地看了他一眼，生气地咂了咂嘴，却没有说出什么来。　　&ldquo;
老爷，&rdquo;老管家轻声地说，&ldquo;有位沈先生送来一封信，说是要见老爷，此刻正在外厅等候
。&rdquo;　　他满腹狐疑地看了一眼那封套，封套上醒目地写着：牟平县县令滕侃亲启。左下角是登
州刺史府的大红印。滕县令拿起信，便伸手去摸他的裁纸竹刀。　　作为登州刺史辖下的一名七品县
令，他只不过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庞大的行政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但是在他自己管辖的牟平县里，却是
十万百姓的父母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老管家信还算送得及时，照他的经验，带着上司官印信函
的客人是不能怠慢的。谢天谢地，他的脑子这会儿已经可以有条有理地思考问题了。　　他裁开封套
，里面是一张官府用的公笺，公笺上简短地写着三行字：　　滕侃密鉴：蓬莱县县令狄仁杰，于州衙
议事之余，欲在牟平稍行耽搁。望严隐其姓名，宽与其便宜为盼。　　刺史私章　　滕县令将信慢慢
折叠起来，心里寻思道：&ldquo;这位蓬莱县的同行恰恰在这个尴尬的时候来到这里，又不肯露出姓名
，莫不是出了什么麻烦的事情？刺史大人处理公事总是那么藏头露尾的，现在他介绍这位狄相公来此
，会不会是微服私访，要瞒着我查缉什么弊端？&rdquo;他想到自己如今不能推病不见，因为衙中上上
下下的人都看着自己早上还好端端的，尽管他这会儿真像个得了失心疯的样子。他一仰脖把剩下的茶
一饮而尽，便吩咐道：&ldquo;再进一盅茶来，与我打点衣帽见客，请沈先生到此书斋叙礼。&rdquo;
　　滕县令穿戴整齐，坐在一把双人乌檀靠椅上，身旁空着一个座位，专等那沈先生到来。　　这书
斋庭户虚敞，窗棂明亮。正中墙上一幅金碧山水，墙下一排四扇朱漆屏风，却被那大书桌遮了一半高
低。右边书架上满堆着书籍。沿窗一张长方几上摆列着文房四宝。窗外竹篁萧萧，石泉潺潺，煞是清
雅。那滕侃坐在太师椅上，只呆呆望着那四扇漆屏出神。　　门开了，老管家进来禀报，呈上一张大
红名帖。名帖上黑溜溜两个大字：沈墨。左下角注着身份：福源商号牙侩。滕侃抬头看时，只见一个
躯干丰伟、相貌轩昂、颔下飘着长长美髯的人跟着步进房来。他慌忙欠身拱手说道：&ldquo;不知沈先
生驾临敝邑，有失迎迓。今日得睹风采，深慰平生。&rdquo;说着溜眼看了看这位冒了沈墨名字的蹊跷
的同行。见他穿一件褪了色的鸦青葛袍，头上一顶黑弁帽，足下一双黑皮靴，浑身虽无一点官员的装
束，却是人才雄伟，气度不凡，心里先是服了三分。　　狄仁杰长揖答礼，宾主就座。管家献茶毕，
滕侃使了一个眼色，老管家唯唯退出。　　狄仁杰飞快地看了滕侃一眼，声音温恭地说：&ldquo;滕相
公风流儒雅，蜚声诗苑，我在京师奉职之时便已久仰大名了。相公笔下那十来卷诗作，真是行行锦绣
，字字珠玑，令人感奋鼓舞，喝彩不已。&rdquo;　　&ldquo;狄年兄过誉了，&rdquo;滕侃忙答道
，&ldquo;我闲时胡乱涂上几行歪诗，只是为了一时消遣，实不敢劳年兄屈尊枉读。论文学，年兄乃是
当今泰斗，自领一代风骚。况且政绩昭著，朝野播扬，专断滞狱，勘破如神&hellip;&hellip;&rdquo;他
微微又感到一阵晕眩。停了一停，又说道：&ldquo;容我无礼动问一声，刺史大人手札之中命我严隐年
兄名讳，莫不是特来敝邑查办什么案子？&rdquo;　　&ldquo;滕相公此话差了，&rdquo;狄公笑道
，&ldquo;刺史大人的信游离了辞色，你好歹不要为此存下疑心。你知道这蓬莱县是我外放的第一个任
所，公事十分冗繁，直到今天才偷得暂时的清闲，专想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消消乏。听说贵邑山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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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2》

物甚是幽美，且有许多名胜古迹可寻。所以暂时就隐藏了姓名，欲想尽情享用几天，亦可省了许多麻
烦和应酬。你知道我的名帖上写着&lsquo;福源商号牙侩&rsquo;，也就大可不必拘泥。&rdquo;　　滕
侃点头说道：&ldquo;原是这样。&rdquo;心里却怨着狄公来逛山水却不拣个时候。　　&ldquo;不知年
兄带了多少衙员随身？&rdquo;　　&ldquo;只有一名亲随干办，名唤乔泰。&rdquo;　　&ldquo;二位乔
装百姓，往来于三街六市之间，会不会乱了礼数，比如说&lsquo;不敬&rsquo;？&rdquo;滕侃疑惑不解
地问道。　　&ldquo;我却从未这样想过。&rdquo;狄公觉得有趣，随之要求道，&ldquo;请先为我们安
排一个整齐干净的旅店，千万要避人耳目，再指点一下几处名胜的所在。&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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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2》

媒体关注与评论

高罗佩很了不起，虽然是外国人，但比很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mdash;&mdash;国学大师 南怀瑾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习俗和中国人心理的把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西方人用汉文写小说(《大唐
狄公案》部分篇目有汉文写本)，前无古人。错综复杂的情节，如茧抽丝，娓娓展开，最后才真相大
白&hellip;&hellip;它使读者从超凡的逻辑智慧中获得快感。　  &mdash;&mdash;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石昌渝　  他是名士派头的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汉学
家&hellip;&hellip;现代西方人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　 
&mdash;&mdash;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 赵毅衡　  &ldquo;狄公小说是我们从高罗佩博士那里得到的最
后的中国公案小说&hellip;&hellip;他的逝世使我们所有侦探小说的鉴赏家们都感到十分悲痛。&rdquo;
　  &mdash;&mdash;《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对高罗佩逝世的评价　  在高罗佩的神笔之下，古老的中国
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mdash;&mdash;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阿伦&middot;丁&middot;赫
宾　  如此严格地遵循中国古典文学的风格进行创作，而写下的一切又是如此美妙地使现代读者获得
满足。　  &mdash;&mdash;《纽约时报》　  狄公小说写出了中国唐代的所有魅力、残忍和高深莫测。
　  &mdash;&mdash;《芝加哥太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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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2》

精彩短评

1、翻译的太有神韵了~
2、这一本就有点像神探狄仁杰了，不过留的线索好像还不够
3、荷兰人写的中国的福尔摩斯！
4、书小巧精致，作者不用说，翻译水平上乘。
5、很经典，居然是外国人的作品
6、那个年代高罗佩就暗示了精神犯罪的可能，顿觉高端洋气好多
7、长篇果然是更有发挥空间，更为出色。《四漆屏》翻译太直白，故事倒是精彩；《湖滨案》文字
古风，案件却稍显造作，各有优劣。我尤是喜欢《四漆屏》，特别是狄公揭开了媵县令道貌岸然的伪
装，一直高潮到结尾，却突生悲戚之感。
8、超好的文笔
9、中国版的福尔摩斯啊！
10、跌宕起伏，有趣
11、四漆屏破案偶然性太大，不过四个美少女的破绽还是被我忽略了，人物性格还挺特别的。湖滨案
是翻译的问题吧，密码虽然没破解不过一看就知道是密码了，但没想到不是反贼基地只是被利用的财
宝
12、是最经典的翻译版本，很好。书是小开本，拿起来很舒服。印刷和纸质都很好，值得保存。
13、初中图书馆有这书，重读，感觉仍是津津有味。只是翻译比起其他几本，明显差好多。
14、情节紧凑，推理明晰。不错
15、四漆屏，拍过电视剧，也拍过电影，非常著名的一个案子
16、荷兰人能把文言文字运用到如此高的水平，难怪南怀瑾大师推荐。
17、很好，这是新的版本，共8册，和上下册的老版相比，全书的印刷和装订质量明显好于老版。每册
厚度不大，读起来也方便，值得购买。
18、同城送货挺快的。书薄了点。
19、放开手脚了很多，但最终还是公堂结案。可以说这两篇在一开始的致敬+摸索过后有了大展拳脚
的自我表现，《四漆屏》我蛮喜欢的，其实按照现在的眼光看，这个案子的拓展性非常大，很有趣的
。高罗佩每个大案子至少要牵扯3个小案子的布局真的蛮可以的。下一本就有我最喜欢的《朝云观》
啦！
20、意淫大于推理
21、历史小说，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值得一看
22、狄公案之四漆屏
23、高罗佩的故事编排能力是很强的，案件之间环环相扣永远让人猜不到结局。但不知是不是译者的
问题，总觉得这本的文风跟之前读过那几本有很大出入⋯⋯某些对话读起来让我感觉在看早期的译制
片⋯⋯
24、书没有想象的大  很小 像小儿书一样
25、久闻大名 终于决心拜读 粗略翻看了一下 很有感觉！相信今天下午就能看完~
26、渐入佳境
27、本格派？社会派？国际友人改良的“公案派”。。。
28、非常精彩，依然是本格下的多线叙事，但叙述手法大有飞跃，《四漆屏》一篇加入大量心证推理
，直击人性，部分片段近乎惊悚，《湖滨案》则干脆被写成一部政治惊悚小说，很是刺激。
29、好喜欢这套小小的狄公案啊！很精致，很据收藏，原作插画也很吸引人，一套令人喜爱的小说。
30、《四漆屏》大白话，索然无味，《湖滨案》略与第一册同。P28，炸葱——鲁菜有一名菜叫油焖大
葱，这个焖和炸还是有区别的吧？炸葱？是要做葱油么？P49，但是身上没穿衣服（一丝不挂），说
明她是在床上睡眠时被杀害的。——高罗佩是不是浸淫《中国古代房内考》太深，以为中国女人都是
裸睡？P85，狄公说： “⋯⋯。”——多一空格；P151，多一空格；P199，那个棋谱太假了：1、无座
子；2、白多黑少且无提子痕迹；3、三·二位一般是不会有人下的；200页说棋谱是印刷的，但是唐代
棋谱是以长方形的框标以数字，白棋白底黑字，黑字黑底白字，斜印在各“点”上，况且说是棋谱，
却没有印落字顺序。最后，《四漆屏》和《湖滨案》之间缺少过渡，突然就由蓬莱县令变成汉源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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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2》

了，汉源？总让人想到川康之交⋯⋯
31、读完不光佩服这个荷兰人，更佩服翻译，不说根本看不出来是个外国人写的好吗！什么叫翻译境
界之信达雅啊，这就是。小时候看的觉得关于狄仁杰最好的那部电视剧原来是根据这个改编的，后来
有元芳那个拍的是什么啊，不能接受。
32、渐入佳境。附：现在看推理，如果没有最后的转折，简直就是非主流了。
33、书本身不错，印刷的质量也挺好。但作为收藏不合适，我没有想到尺寸如此小，口袋书还行，但
收藏就不合适。
34、比想象的还好！！
35、吓人！
36、自从初中时,看了一部血溅画屏的电影,就记住电影原著的作者:荷兰的高罗佩。这套书整体大小、
厚薄、字体都很适合随身携带和阅读。书没得说，制版也不错。
就是快递送来的书，有部分没有包装，封皮也脏了，需要当当改进。

37、县令家的四漆屏图案有了奇怪的改动，难道这图案暗示了什么离奇的事件？与此同时，一名钱庄
掌柜莫名其?地自杀身亡。
38、好像不适合孩子们读
39、因为是外国人写的书，虽然是古代的，也有很深的中文造诣，翻译时也尽量有中国原特色，但字
里行间透着外国文学特有的直白，没有中国那种说不出的韵味。
40、虽然是相同的译者，但感觉和《断指记》不是一个风格，语言变得现代化了。
41、湖滨案有些牵强。。。这书妙就妙在把当时的社会百态都展示出来了 不是只有官府破案 还有有各
阶层百姓的生活夹杂其中
42、湖滨案不算严丝合缝，但瑕不掩瑜，两则故事读来对作者的才情大为佩服。
43、版本、印刷、装订一流，是休闲阅读首选。
44、如果不看封面上的原著作者，任谁都会以为是中国人的原创之作。我想说的是：原作棒，翻译更
棒，可谓是珠联璧合之结晶。感谢伟大的翻译家，也钦佩荷兰人对我中华文化的执着钻研，如此，才
有了今天仍然深受众多读者喜爱的这部独特的作品。
45、这个杀人者冒充死者逃出重围的手法屡试不爽啊
46、内容精彩，很吸引人。值得一看。
47、这书的分太高了 据说这翻译还被广泛称赞 别的不说 单这四漆屏翻译的真不行 这哪叫半文半白 这
纯粹叫不中不洋 很多话看起来费劲的不行 后边那篇湖滨案还说得过去 有点《神断狄仁杰》大手笔案
子的雏形 配图不行 人物都带着一股猥琐劲 许多词句文法 唐代风物习俗简直闻所未闻 不知道是高罗佩
本人就一知半解 还是翻译不行 
48、这本书我买了
49、该书，小本，携带方便；内容是引人的，给小朋友读读，带动思考；放在书架上，随取。探案专
家集。
50、四漆屏真是一点掩饰的意思都没有，一直在秀
51、一个大案子套几个小案子，从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中偶然获得重要线索，这套路已然形成，直观感
受就是：黄金案、断指记、四漆屏和湖滨案都好像啊。高罗佩在故事编排、人物塑造、背景刻画等方
面都很见功力，唯独一个缺点就是——灌水太少·····故事情节那么复杂紧凑、充满巧合，一点
水都不灌就这么一路读下来也不让人歇歇！合上书感觉很多细节回想起来都有点费劲啊啊。（你说你
这叫不叫贱）
52、故事短小精悍，引人入胜，文字精炼优美，比电视剧好。
53、同城送货挺快的。书稍微薄了点。
54、书比较小，内容不太吸引人，看不下去
55、有插图、故事简洁、不错，外国人笔下的狄公很是有趣
56、当当每次都要在其中放一本不太好的书，我每次都中标，这次的第四集就是一本旧书。总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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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算可以，这个价格不算便宜了，小32开的书，印刷还行，但是纸张一般，这样的大小也不是用来收
藏的。不过内容确实没的说，高配罗太厉害了，现在的中国人也不一定能写这么好的小说了
57、高罗佩的“狄公案”是推理小说史上的奇葩，在世界推理正典中刻下了中国文化仅有的痕迹。本
书并非出自汉人之手已是奇迹，跟何况小说的故事情节、谋篇布局、文字功力均属上乘，妙哉妙哉！
58、四漆屏 可以改编 
59、2015年50本之9：四漆屏最棒。
60、我艹 这是老外写的翻译过来？  你骗我 绝对中国作者233
61、不错，很好看，女儿很喜欢，排版，印刷的字体，纸张都不错。
62、一个外国人，可以写出这样的书，除了惊讶就是佩服了。
63、长篇比较好看
64、四漆屏好棒！这种类型的心理作很少见呢！湖滨案就有点平常了，密道密道复密道。
65、很有意思哇
66、多年前看过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写得精彩，译得也相当精彩！印象深刻，爱不释手。后来又
购读了时代文艺版本（质量不好，疑似盗版）和此版本，百读不厌啊。。 
67、第二部中的两个故事《四漆屏》和《湖滨案》我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前者，是高罗佩典型的变格
风格的源泉。《四漆屏》情节神秘莫测颇为诡谲，且分为两个离奇的案子。案子的谜团非常精彩、有
趣。小说还附带了两个与爱情相关的凄清惨绝的悲剧，实在是动人心肠。小说中最精彩的当属腾县令
那缠绵悱恻的故事，实在是太动人了，但是被揭穿之后，也实在是吃了一大惊。《湖滨案》是小说中
第一个谋反案，也很精彩，但是稍逊于《四漆屏》，但是这一篇的诡计非常精彩，尤其是棋谱之谜是
少见的诡计路数。小说的解答严丝合缝，四起命案最后汇集在一起，成了一桩惊天的谋反案，主谋的
落网更是大出意料之外。小说由于涉及了很多名望子弟，本作的文笔华美，辞藻众多，而且引经据典
也比以往的几篇故事要多，诗词歌赋更是一大亮点。而案件本身反而落于下风了。
68、感谢高罗佩吧！
69、多线索叙事和环境描写都很棒
70、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故事。自古红颜多薄命。四屏漆的故事真的编的栩栩如生。
71、上学时很喜欢看，这一套开本太小，不适合买。
72、故事是好的，翻译真的是⋯挺一言难尽的，跟其他的那基本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73、比阿加莎厉害！虽然几个故事没有环环相扣，但也比一线牵多条，一人带几篇要强
74、推理小说中的名著，毗美福尔摩斯
75、作者对人性的了解入木三分。
76、看过电视剧，没看过书，应该还行。就是书的纸张质量不太好。
77、第二册中两个故事都十分精彩，相比之下，《四漆屏》的故事叙述儿女情长、肝肠寸断，尤为感
人；《湖滨案》中，我很喜欢的人物陶甘上场了，他机智果敢、阅历丰富，常年混迹于市廛，对诸多
内幕洞察秋毫、各路伎俩也聊熟于心。边看小说我也边在网上搜索86和96年拍摄的电视剧《狄仁杰断
案传奇》，却感叹电视剧改编的有点面目全非，很多人物特征都消失了——比如陶甘脸上的黑痣与痣
上的三根毛⋯⋯而案子细节也被忽略，狄公就跟包青天一样铁面无私、所以便也没有了个性，但小说
里的狄公更为传神，他不仅深谙女儿风情、娶进三房夫人，还通晓刀枪武术、善于强身健体。
78、最乱的一个故事
79、狄公在四漆屏案中捡到了陶甘，说实话，陶甘这等人物换做是我是不敢捡的。
80、⋯⋯⋯⋯原来这本书是这套书试译的第一本=_=。适时两个主翻还在读研究僧。原来如此。我⋯
⋯且释然了。
81、渐入佳境，这一步陶甘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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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大唐狄公案2》的笔记-第44页

        “······嘿，我再问你，你在衙门里做公的那阵，经常折磨女人吗?”
“快走!”狄公催促道。
秀才还在唆不休:“你知道许多的女人都喜欢我，但我却不喜欢她们。那些令人讨厌的贱辈!嘿，当你
用烧红的烙铁往她们身上贴或是用夹棍拶她们的手指头时，她们会像杀猪一样惨叫，是吗?她们受刑时
都是尖声鬼叫呢，还是号啕大哭?”
狄公抓住秀才的一只胳膊，用他铁筋般的五个指头使劲一勒，秀才痛得失声哭了起来。
“你欺凌弱小!”秀才抽泣着用另一只手托着受了伤的那条胳膊。“你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狄公和
蔼地说，“现在，你自己做出了回答。”

2、《大唐狄公案2》的笔记-第84页

        “县令老爷是什么号的人，你是知道的。假如你、我的老婆被人杀了，我们去报官，衙里的公差
先将我们数落一顿，‘为什么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住'?然而现在是县令老爷自己的老婆，那便是另一
回事了。如果杀人凶手不是很快被抓到，那么全城将会发生一场骚乱，夜里宵禁，白天搜查，到处是
衙门里派出的兵丁、缉捕、探子、细作。这些家伙又称自己便是王法，他们会将这城市翻来覆去地翻
腾一个遍才会罢休的。你我之辈看来要卷起铺盖溜了。我所以激动，所以要你设法马上抓到那个凶手
，就是这个道理。”

3、《大唐狄公案2》的笔记-第110页

        （狄公）“······一个孤独的旅行者的思想很自然地会转向另一个方面······这儿
你可知道哪些地方会有叫人满意的女人······”假如没有后半句，这也可算一个名句了（笑）
。

Page 11



《大唐狄公案2》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