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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眼少女》

内容概要

第六十四屆推理作家協會賞　受賞
第十一屆本格推理大賞　受賞
本格推理Best10第一名
同時榮獲三大首獎 推理界最大的驚奇！
身著古裝，手持摺扇；
翡翠左眼，身姿凜然，
究極之謎，究極的美少女，
究極的傲嬌偵探，御陵美影，登場！
十秒、二十秒⋯⋯時間靜靜地流逝。
少女依然紋風不動，只有從河面吹來的微風，拂動著她的黑髮和櫻花色的水干。
——不久，少女再次睜開右眼，用充滿自信的聲音說：
「我的左眼，能看透一切真相。」
＊＊＊
一九八三年，一個初雪比往常來得更遲的冬季。
喪失了一切生存意義，自我放逐的大學生種田靜馬，來到了位在信州深山的栖苅村。
傳說中，這裡曾是半神半人的女英雄「須輕」，以蓬萊之琴擊敗巨龍的場所；然而，放浪的靜馬對這
故事一無所知，只是每天坐在龍首化成的巨岩上，順著龍吹起的落山風，漫無目的地仰望著蔚藍而狹
窄的天空。
直到，那名不可思議的少女出現⋯⋯
「在我眼中，一切都是被當成言語來看待的，在那當中沒有任何曖昧與含混。」
眨了眨翡翠色的義眼，穿著古式水干、宛若不屬於這人世的少女如是說道。
少女自稱為御陵美影，是位出身偵探世家，年僅十七歲的天才見習偵探。
就在這巨龍棲息之地，見習偵探美影首次踏上了出道的舞台，
而她所要面對的，正是發生在須輕傳人家中，一連串陰慘的殺人案件。
自當代須輕的繼承人琴折春菜以下，須輕血脈的繼承者陸續遭到不幸，
而且頭顱全都被斬下，有如傳說中被斬首的龍一般；
而這一切，似乎都與村中代代相傳的須輕源流有關⋯⋯？
是宗教狂信？還是利益糾葛？
面對被奉為現人神，籠罩全村的須輕家族龐大陰影，
僅是一介凡人的獨眼少女御陵美影，要如何找出真相、揭破謎底？
而另一方面，在無意之間扮演了華生角色的種田靜馬，
他的命運又會因為須輕與美影的糾葛，產生怎樣的轉變？
自橫溝正史《犬神家一族》以來，最令人戰慄屏息的偵探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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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眼少女》

作者简介

麻耶雄嵩
生於三重縣上野市（今伊賀市），京都大學工學部畢業，在學中隸屬於推理小說研究社。
一九九一年，在島田莊司、綾辻行人、法月綸太郎等人的推薦下，以《有翼的黑暗 麥卡托鮎最後的事
件（翼ある闇 メルカトル鮎最後の事件）》一書正式出道，
二○一一年以《獨眼少女》獲得第六十四屆推理作家協會賞、第十一屆本格推理大賞、本格推
理Best10首位、「這本推理小說最厲害！」第四名等諸多大獎。
著有《夏與冬的奏鳴曲（夏と冬の奏鳴曲）》、《鴉（鴉）》、《木製王子（木製の王子）》、《神
之遊戲（神様ゲーム）》、《貴族偵探（貴族探偵）》等。
邱香凝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日本國立九州大學院比較社會文化學府碩士。視閱讀與書寫為平衡日常生活
茶米油鹽的人生出口，熱愛翻譯的文字轉換藝術並樂此不疲。
譯有小說《飛上天空的輪胎》（池井戶潤著），《絕不哭泣》（山本文緒著），《愛之詩》（新堂冬
樹著），輕小說《彩雲國物語》（雪乃紗衣著），以及《一路吃下去！騎向台灣第一小吃攤》（石田
裕輔著）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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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眼少女》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在豆瓣绝对过誉了，在作案动机上看不出任何诚意。线索也设计得毫无亮点，扯东扯西最
后是假线索。空有一个神话背景，却不知好好利用，之前埋了许多线头，作者写到最后估计自己也没
想好凶手该是谁，所以好多线要不就忘了，要不就牵强附会，要不就说是凶手故意设下的陷阱。真是
很失望。
2、不管规矩的话其实还OK，主要是最后对GAL GAME桥段做出的解释让我比较满意吧。。。虽然不
喜欢少女（喜欢少年\(>▽<)/（够 || #（依依不舍但还是⋯⋯）Farewell, CUHK Lib#
3、全篇满溢着作者的推理无用论怨念嘛
4、书有俩部分 没有在第一部分看完就给三星真的是万幸 因为重头戏在后半部 凶手是谁你永远猜不到 
虽然有点变态 但是确实是出人意料的推理
5、 2013-11-17 
明明是很扎实的推演 说好的崩坏在哪里 余味好
6、1.毫无公平性减1星，2.动机太扯淡，太荒谬（我从来没在动机上给任何一本本格减分，这本例外）
减1星，3.人设白板，人物过于愚蠢（你没杀人认罪干嘛，还是好几个人都这样做）减1星，4.为了逆转
而逆转，为了崩坏而崩坏，麻耶你赢了，我欣赏不来，减1星。总计1星

7、给五星的是不是都是抖M
8、因为当年听说看完这部有着可以媲美20次11连抽都没抽出UR的心塞感，于是昨天通宵看完了，结
果这部相当本格，一点都不鬼畜，感觉受到了欺骗...
9、你以为犯人是A？其实是我让你这么以为的！
叙事文笔真的毫无美感可言，看到中途差点要弃，不过中间转折过后情节似乎又有点意思，而且各个
细节也都能解释清楚，要说犯人身份犯规也说不上，只是谜一样的转折看得让人有种“？？？”的感
觉。
10、腹语有点扯，不过总体太牛了。
11、前半部分看得昏昏欲睡 还在想 这样也算好看 终于~~~到了70% 剧情发展才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没
有直接猜中凶手 但某些点 还是想到了 
12、我借了你的精子，你还得赔上一条命，好吗？
13、因为被剧透了所以看完就，哦（）
14、三重伪解谜还是厉害的！
15、从头到尾毫无阅读乐趣或快感可言。叙事稀烂。多次运用排除法进行推理，许多环节都有细想不
通的地方，更糟的是读者也能隐约感到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为了以后的逆转铺垫。逢坂刚说三津田
信三人物写不好，他要是看到这本书大概能昏过去：琴折家在大结局里提都没提，这种用完就丢的做
法才是教科书般的「把人物当做牵线木偶，毫无灵魂可言」。没办法欣赏这样的写作，推理同理。
16、奎因流烧了我几回，但实在崩坏得厉害..结局好歹圆回来了，不然一颗星送上
17、幌子，你翻开书页所看到的一字一句，都是幌子。幌子建设得再华丽复杂，揭穿的瞬间也只会让
人徒呼空虚，觉得情感错付。而底子有人觉得崩坏有人非常喜爱，是因为它完成了少女感的传承，却
破坏推理原则。鱼与熊掌，各取所爱。年轻而朝气蓬勃的少女不愁没有拥趸，老了变成鱼目非常可恶
？谁在意，新一代的少女又横空出世了。
18、狗逼结局，气死人。
19、我已经吃屎吃上瘾⋯⋯
第一次看见男主的名字我就心里吐槽了一句，没想到居然是伏笔_(:_」∠)_

20、虽然推理还好，但我看完整个人都不好了。
21、麻耶雄嵩真是大神
22、真的，对于凶手是谁真的不感到意外。从静马口中说出跨坐在龙首上可以看见塔，而美影对静马
露出微笑；美影在十八年前的须轻自杀时露出的复杂表情⋯只是先前相信的美好一切崩塌得如此彻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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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眼少女》

23、致郁天坑
24、崩还是没崩已经分不清
25、原来是这种崩坏，不喜这本的动机。
26、真的很难接受这样的作案动机和推理啊。
27、还蛮有趣的诶，是我口味越来越重了么...
28、服。
29、轻须大人一家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30、四星半
31、早在读本作之前就因好奇而被完全泄底了，之所以还会读大概只是想见识一下（传说中）麻耶精
巧的逻辑推演。读完之后发现还是很令人惊喜的，逻辑推演的桥段很多，而且也相当有质量——但是
在早已知道真凶的情况下，却觉得这些看似扎实，实则对于后期奎因问题毫无抵抗力的推理充满了讽
刺的意味。麻耶在本作中并没有提出后期奎因问题的“对策”，恰恰相反，他更像是在集中并突出地
暴露推理小说所面临的这一本质问题：“看啊，即使是如此精妙的逻辑推演，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一本
正经的胡说八道罢了”。不过在这“险恶”的用心之外，作者总算是给这个故事保留了一丝温情，这
大概是被麻耶所愚弄的读者所能得到的唯一慰藉吧。
32、说好了不崩坏的呢，结果还是崩坏了，好在整体动机的解释还是不错的。阅于2016年7月 By
Kindle2。
33、即使之前看了几本麻神的书提高了警惕，看到结尾还是目瞪口呆！同时突破了上下限的杰作
34、前半部分比较无趣，但后部情节突转直下，真相有些崩坏。
35、作为小说有非常流畅，爽的阅读体验，戳烂萌点的侦探少女
36、小心翼翼的看到最后，居然没有大崩坏，感动的留下四星。夏与冬的阴影刻骨铭心啊！
37、春夏秋，花雪月，三缺一。
38、后期奎因问题。。。大结局琴折家一个人都没有登场，更遑论杀人目的的刻意性了。。。
39、结尾崩坏感并没麻神其他作那么强烈，但是这中二的动机还是让人大呼什么鬼⋯少女你是如何通
过男主名字判断出他有一发入魂的spec啊，琴折家貌似是特出其实是四番简直哭晕在厕所，一家子菜
我也是快醉了⋯⋯
40、读的这版，文笔很差。故事的走向猜到很多，但还是没猜到核心真相。前面做出的解谜的违和感
强烈，让人感到作者好像强行拉低侦探和旁观人士的智商，后半段给人感觉侦探智商提升，然而群众
演员的多余表现依然让人感觉无存在的必要性，让人觉得读这么长而乏味的文字相当浪费时间。
41、周末良心。
42、棒！
43、很崩的结尾 如前言所说的对后期奎因问题的探索探索若真的存在那就再好不过了
44、因为知道他是麻神最后绝对会放！大！招！所以看到最后应该“卧槽”的地方我居然就淡定地"嗯
？！"过去了。这本真的蛮精彩的，而且一点都不招人烦（别怀疑我是在说夏与冬）原来大家最开始都
把男主的名字看成种马啦~还有里面居然那么多菜，一定是素食爱好者的天堂。
45、罗杰探案！！！
多重解答！！！
46、如果柯南以此为结局。。。-_-|||
47、本作故事背景的设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横沟或三津田的作品，但作者的侧重点显然与之不同。推
理部分还是挺中规中矩的，都是一些较为基本的逻辑推演，且总体比较零散，不如青崎有吾作品以及
《星降山庄杀人》最后解答中大段的怒涛般逻辑推理来得痛快。不过考虑到本作多重解答以及“后期
奎因问题”的情节设定，这一点也就无可厚非了。个人觉得，本作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真凶的意外身份
了，表面上看似“犯规”，实则不然。至于动机部分，还是很难让人理解，而且手段未免有些太“脱
裤子放屁”了，不过动机不奇葩那就不是本格推理了╮(╯▽╰)╭ 总之，难得麻耶写了这么一部相对
来说还算比较“正常”的推理小说，给个四星吧。
48、【刷新了我对本格的一些认知】
49、宗教孤村的传统背景，独目少女的卖萌设定。分散的四层解答，推演的畅快没体验到，连续逆转
的畅快则失去了。而杀人却不停止，颇显冗长。因为，这些解答不是赠予读者的逆转，而是作者对后
期奎因问题的介绍与实践。专为该问题而著的一本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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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眼少女》

50、偏远的村落、人心惶惶的大家族、古老的传说....看起来似乎是传统的本格推理要素，摆到麻耶雄
嵩面前，却能烹制出别样的风味。书中数段推理逻辑严密，但结局崩坏感却不如以往。或许是读者对
于他的套路已经比较了解所致。可喜可贺的是，本书通俗易懂，没有大量的炫学和深奥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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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眼少女》

精彩书评

1、要讨论这个核心的问题，就必须【泄底】，所以没看过的人就请自动忽略了。【泄底】，【泄底
】，【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
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
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
【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泄底】，根据书后
的一小坨评论，后期奎因问题是真假线索的难题，以及之后所导致的侦探介入的正义性问题。凶手似
乎越来越聪明（或者说读者越来越不能轻易被满足），所以在杀人后可能会故意制作出虚假的线索，
来误导侦探，让侦探“诬陷”他人。而这一行为的原因被奎因所苦恼，因为他认为是因为“侦探”的
介入，并且是侦探的“推理力”的介入，让凶手想到必须要玩这么一招来误导侦探，不然自己就只能
被侦探的“奎因式”推理给推理出来了，况且如此一来自己还可以将罪孽借侦探之手推到其他人身上
，岂非一举两得？不亦快哉？当然，一般的推理小说结局都是邪不胜正的，即便是侦探的确被凶手误
导了，最后也能翻盘，所损失的不过是没能阻止接下来的几起命案罢了。所以，就算加入了假线索这
个桥段，总体看来，这样的推理小说和一般的推理小说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只不过是侦探受了次挫折
罢了。但是将“正义感”引入小说世界之中，那么小说世界之中的侦探就要承担责任和内心谴责了。
这种谴责在奎因后期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显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小说世界不过是虚假的娱乐世界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惊奇感。但如果作者能够“深入”到小说世界中，去除这种掩盖着的虚拟性，那
么其所感受到的就和小说中侦探所感受到的相同的：因为自己误信了凶手安排的假线索，导致更多的
人被杀害、导致无辜的人身陷囹圄。这种“深入”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从小说中重新扩展到现
实世界中，将这种忧患真真切切的带入到现实世界中。从而对于“名侦探”介入事件之本身，就产生
了莫大的质疑，甚至是谴责。但这种忧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凶手是因为名侦探的存在才考虑到
用假线索，于是名侦探造成了无辜的人的死亡。这种基础未免太过迂腐，如果没有名侦探的介入，凶
手就不会想到制造假线索了吗？如果名侦探介入之后无法察觉自己被假线索所蒙蔽，故事可否因此而
结束？当然不能，侦探必须察觉到自己上了当，并推理出自己上了当，这样作为“推理小说”的小说
才能圆满结束。因此可以这么说，这种忧患是有始有终的，始于侦探发现自己被利用，终于侦探阻止
了或惩罚了凶手。所以不管这种忧患是否还是继续，至少在小说中都已经结束。然而不管这种忧患是
否有道理、是否有其必要性，均表达了一种对于推理小说本质的怀疑，对于逻辑推理（从数学世界上
升到真实生活）本身的莫大怀疑。这种怀疑通过推理小说的创作形式表达出来，而名侦探作为逻辑的
代表又自然是这种怀疑的经受者。这种忧患其实表达了对于推理小说中的“推理”一物的各种不确定
或负面的感受和思考，包括怀疑、否定、厌倦和嘲讽。当然我的这种说法是从较为基本的层面探讨这
种忧患，直到奎因等将其从潜层次上升到明确的小说的“事件”和“行动”的层次，这种忧患被压缩
和简化了，成为了“假线索”这样的套路和对名侦探的折磨。我们可以这样说，奎因后期问题是一座
大冰山，浮在海面之上的不过假线索这样一个例子，海面之下所潜伏的有两大块。一块是对逻辑推理
——尤其是被运用于推理命案——其本身的怀疑甚至否定。一块是作者将现实深入到小说世界中因而
产生的道德问题，而第二块的产生也是第一块中逻辑推理之所以失效的一个原因。奎因忧患于此，但
只要他写虚构的推理小说就无法解决这种充满现实性的问题，只能再次回归正常的推理小说来让故事
完结。但奎因后期问题绝非是庸人自扰，或许也只有深谙推理之道（并产生怠倦感）的作者才能困扰
于此。回到《独眼少女》这本书来。首先抛开后期奎因问题，本书的文风给我的印象是“轻”，当然
你也能将之“归罪”于麻耶要卖萌。麻耶虽然喜欢结尾玩一点不那么好的逆转，但是整体文风还是比
较厚实凝重的，但在此作中一切都轻小说化了。另一个印象则是有太多人为和拼凑的东西了。书中的
一切都是作者安排好的，并且作者有“权力”安排这一切。作者可以任意塑造出任何特例，来让侦探
完成推理。书中的推理其实靠几个主要的推理点来结合在一起的。不难想象，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
并非是指创作本书），麻耶必然积累了许多可供推理的细节。这些细节并非是从一个整体的事件的大
推理中取下来的，而是零碎的。但麻耶用一个目的可以将这些推理点给集合起来，那就是——这些推
理点可以判定凶手的某种特殊“形象”（并非单指外表）。比方说，推理点A可以判定凶手的一个特
点，B可以判定凶手的另一个特点，那么将它们放入小说中，就可以指向一个拥有AB两个特点的凶手
，而作者所要做的只是刻画出这样一个拥有AB两个特点的凶手以来区别于其他人，从而让“凶手”成
立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以“伏线”来论麻耶的推理小说特点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够的。“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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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永远都是作者安插的，而放入推理小说的世界中则出现了和一般小说截然有别的部分：侦探
的推理需要依靠这些伏线，而这些伏线是作者安排的，自然得出了侦探的“超越性”，而这在其他类
型小说中表现的并非如此强烈。再说回后期奎因问题，奎因的苦恼在于侦探介入事件是否会造成因其
介入而特定地造成的悲剧。《独眼少女》的布局非常清晰，侦探并不能成为最后推理出“真真相”的
侦探，而是一个利用推理来辅佐自己杀人计划的凶手（此处指母亲）。在书中具体说来就是：母亲要
杀自己的父亲（因为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实在只能呵呵），但是怎么不让自己被怀疑呢？于是母亲安
排了（就是自己亲手杀的）一系列在最初和自己要杀的人无关的谋杀案，在谋杀案的某一阶段“引入
”自己要杀的人，从而完成谋杀。但这仅仅是完成了谋杀，母亲还要让自己不被怀疑，那么她就以“
侦探”之职业之便，来插入假线索，将罪案推到别人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插入假线索中的
假线索就实在是技术层面的趣味问题了，可以说本身并无太多意义，而麻耶书中的假线索中的假线索
似乎被当成一个重点来说。）可以看出，这其实并非是对于后期奎因问题的回应，或者解决，因为此
时事件中的“侦探”并非是侦探，而是披着侦探外衣的凶手。她并没有为这个问题而苦恼什么，一切
都是她所为，她为了某奇葩目的而“过度”的杀了这么多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整本书甚至是恶心
的、可耻的，而既然一切都是作者所安排的，那么就更看不出“为了布一个局而让这么多人死亡”的
作者存在“因为深入到小说世界”而产生的忧患感了。麻耶雄嵩仅仅是想写出这么一个令人意外的东
西，而与什么后期奎因话题根本毫无关系。他根本不曾困扰、苦恼和忧患什么，甚至是很开心的安排
了这么多人的死亡。这点甚至是反后期奎因问题的，是这个问题的反面。换言之，他不是对于问题的
解决，而是通过一个方法瓦解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不喜欢的麻耶的部分，恐怕就是他不够
真诚，从来都是凭借过度依靠某种技术，表现出一种冰冷感和不负责任的恶意。这是他没法和奎因相
比之处，奎因可以有失败，是一种光明而温柔的失败，但麻耶的胜利显得投机，显得非人道。当然，
作为一本推理小说来说，没有给读者展现“真真相”是不够的，于是安排了第二部，也就是真正的侦
探——女儿登场，来让凶手——母亲伏法。这样一来，就更是确定了母亲为凶手，而并非侦探。从这
种为了让故事完结的角度来说，第二部的一系列谋杀又是意义不多的了——为了不让女儿重走自己的
路而杀了女儿的父亲，这样的动机怎么看怎么蠢——仅仅是为了让故事完结。而这样的做法更加深了
整本书给人的一种恶心感和可耻感。第二部的女儿的形象塑造也远不如母亲，情节太快就急转直下，
似乎是为了完成作者赋予的任务。我倒情愿是这样：没有挖眼这种莫名其妙的动机，侦探杀人的动机
仅仅是为了要制造一个事件来解决，并在这过程中“滥用”推理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当然这种更为歹
毒的对于侦探和推理的极力抹黑，我想也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接受的吧。这可以说是侦探推理的阴暗面
了，并非是仅仅玩弄逻辑推理和诡计，而是试图想让读者世界的道德良知的忧患感真正降临小说世界
，并在最终从小说世界升华影响到读者世界。这种真正的对于奎因后期问题（甚至是对于这个问题的
潜层面、冰山下的层面）、推理其无用性的问题的探讨的小说，有没有呢？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有，
当然这样的小说如何处理结局是一道非常大的难题。对了，说到动机，什么挖眼杀父实在牵强，不过
这个动机却是可置换的第二层动机。站在作者的角度 所要解释的动机其实是对于布局来说更为直接的
：侦探为何要杀另一帮家子人？而杀父动机可算是动机之动机（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因为要杀父，
为什么要杀父，因为挖眼的历史遗留问题。），随便换什么原因杀父都对杀另一帮子人毫无影响。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依然是和小说世界分离的，因此绝对无法解决后期奎因问题。奎因问题的关键
其实在于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还有什么腹语就实在吐槽无力。。。。或许扯得太远，不过针对此
书来说，实在看不出有任何比较有诚意的奎因后期问题的回应，甚至作者的态度有些令人恶心（当然
，大部分新本格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态度都是这样的）。以一般性的眼光来看，推理和布局都是不错
的（虽然仍旧摆脱不了极其刻意的通病——什么凶手踩在尸体身上，因为椅子在屏风后面（虽然这是
个假线索）），文笔上有待加强，动机只能呵呵，情节太过平叙直述（个人估计书中人物要求侦探一
定要抓到凶手的文本累积应该有五十页之多吧）。从推理小说的角度上来说，虽然亮点不多，但水准
应该可以有个四星。但谁叫他是麻耶，最后的东西虽然想做到一种别具一格，但这种刻意的别具一格
却往往令我感到难以接受和恶心，所以只能给个三星了。
2、如果这本书的作者不是麻耶雄嵩，如果麻耶雄嵩不是以“崩坏”出名的作者，可能我只会把这本
书当作众多普通本格推理中的一本，打个三星了事。但正因为麻耶雄嵩的名号，才让我看到除了故事
以外，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含义，才让我明白，作者到底“崩坏”了什么。侦探就是凶手的设定并不
奇妙，第一部分没读完，我就看懂侦探必定是凶手了，奇妙的是麻耶到底怎么让读者看出侦探就是凶
手的：麻耶在第一部分设定了双重解答，每一重解答的推理都比较漂亮，但仔细翻翻就会发现，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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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完了，还好多疑问、线索没有解答或者被模糊地混过去了，而且线索的真伪判断基本没有依据，
完全是靠侦探自说自话，说哪部分是真就是真，说哪部分是假就是假。到了第二部分的第三重解答，
推理完全是靠侦探把一部分线索硬说成假的、另一部分线索合理解答进行的，最可笑的是、不是凶手
的凶手真就认了，麻耶给出的唯一原因是“压力太大”，至此侦探和作者沆瀣一气、自说自话的意味
完全凸显出来。综合以上，第四重解答水到渠成、没有悬念可言，唯一可能是凶手的只能是侦探，或
者说侦探和凶手和作者根本是同一人（这也是事实），因为“作者写小说”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侦
探注定早就知道谁是凶手，侦探注定是自己设置所有推理线索，侦探注定就是凶手。这就是推理小说
作家的极限和悲哀所在（即所谓的“后期奎因问题”）。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读完这本书，我完
全没有真相拨云见日的感觉，回想最后一段美影（母）对美影（女）的殷切期望，我反而是毛骨悚然
，谁敢保证不是美影（女）杀了雪菜、月菜、花菜，嫁祸给母亲，而美影（母）甘愿认罪以助推女儿
出道呢？毕竟，整本书都凌乱了，你根本没办法判断线索的真伪，这都是侦探自说自话的。第五重解
答呼之欲出。有人说《独眼少女》结尾的崩坏感觉不如麻耶其他几部作品，那我只能说你没看懂，因
为麻耶在这本书里面崩坏的不是结尾，而是整本书，是整个推理作家创作一本书的过程，甚至是整个
推理小说领域（当然我偏向于指本格派）。读了《独眼少女》，回头想想那些我曾奉为圭臬的本格派
经典，我不禁自问，那些推理真的精彩么？那些推理真的独一无二么？如果那都是假线索，故事又该
怎么进行下去？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梦，都是作者的自说自话，那推理小说又有什么意义？从这
点来说，麻耶雄嵩是个不厚道的作者，他揭开了推理小说太多不能揭开的东西。但麻耶雄嵩也是个认
真的作者，他真的在认真思考本格派的未来，也在思考的过程中持续迷茫和焦虑着，所以他必须崩坏
，只有借着崩坏，才能抒发心中走投无路的感受。但有句老话，叫做“不破不立”，既然旧的东西都
崩坏了，那就该建立新的体系，真的希望看到麻耶雄嵩或者某某某有朝一日走出崩坏，用一种全新的
方式建立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新新本格”，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作品，但我衷
心期待着，即使我需要向天再借五百年也行啊。
3、我说的是男主。以往助手小天使低智商衬托侦探智力光环也就算了，白瞎到这地步是闹哪样？全
身金光闪闪的白痴圣父光环，你确定你是jesus吗可以求退货吗亲？说真的，求退货啊麻耶。情节没意
见，鬼侦探我也没意见，有意见的就一出：能别拿读者和你那二百五低智商男主平级吗？身为读者只
能从他的角度和脑袋来看这个故事真的让人好不爽啊？你就算搞个第三人称都可以吧，第一人称来这
么一出我真觉得脑袋运转速度低到快弃坑了。脑袋被装进水壶的感觉真是有够糟糕。不过鸦那部虽然
也够坑爹，怎么也算良心一点么不是。但从这部看来，麻耶是做好准备玩放置play，接下来就等着大
家自动去做脑白质切除手术了。三番五次来这手，你不烦我都烦了真的。麻耶阁下，拜拜了您哪。
4、1.所以这本书要叫《独眼少女》啊⋯⋯仔细研究了一下腰封，其实还是有点泄底的：“难以名状的
深渊”⋯⋯2.我一直以为其实是有冬菜的。这样一来，春菜、夏菜、秋菜可以提前被杀；大家最后几
次看到的女孩，其实都是冬菜假扮的。冬菜可以藏在须轻大人的屋子里，必要的时候再出来。结果证
明是我想多了。但其实麻耶老师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3.总体感觉就是麻耶特别想让人夸他路子正
、根正苗红，不像某些新本格作家那样只会写些不着四六的，所以这部书拼命往精巧了写。6个犯罪
场景，每个场景只有1-2个线索，很多线索都要给出2个或更多的解释，这对读者是很大的考验：比较
无趣。奎因当年《凶手是狐》在没有任何情节进展的状况下，把一个葡萄汁罐子研究了半本书。与此
大致相同。4.ONS生女梗真是让人无从吐槽啊哈哈哈【摔5.这部书除了那个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结尾
以外，最让我觉得作者挖空心思的，就是那个须轻力量的计算⋯⋯6.作者想要展现一个全体误导的格
局，想法非常有趣，但是陷进怀疑论有点太深了。如果要是通篇都可以出现误导的话，岂不是人物对
话统统可以反着理解，小说还怎么写⋯⋯
5、本来一开始看书评，都说这本书没有了麻神以往的崩坏成分，但在我看完之后，还是久久不能平
静，结论：依然很崩坏！之前看的麻神作品，如《鸦》，《夏与冬的奏鸣曲》，《神的游戏》等等，
都是布局上甚至世界观上的崩坏，可以说是到最后进行一次对前面情节的一次颠覆性逆转。但是，这
次的独眼少女，的确没有了以往那种世界观上的颠覆，但是，从推理上，以及凶手上，却完全是一种
崩坏.....XX（粗话），真的是最没有可能的人，就是凶手了。然而，这个意外性，其实有部分是被前
言的书评误导的，如果带着不同的心态去读，可能会少一些意外，毕竟我也是看过超过100部推理小说
的人了，什么手法和设定，没有见过呢？话说，我一直想写一本这样的小说，早早构思好凶手的设定
，居然，被麻神捷足先登了。麻神，依然是麻神。
6、这本书，麻神用一如既往的唠唠叨叨的笔触，描写了一个种马少年和侦探少女的相遇，携手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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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18年后崩坏的故事。奇怪的是，第一部分有着类似轻小说的人物设定和故事走向。如果不是因
为杀人事件太过血腥，我还以为这是《冰果》。同样是封闭内心的少年遇到坚强开朗的少女，而少年
对少女一见倾心，却过于自卑不敢接近。在破案的过程中，他逐渐支持她，了解她，她也慢慢信任他
。到这里还基本上算是轻小说范畴了。啊，你说杀人手法太血腥？不要计较这些细节。。。。最后，
案件告破，少女却在ons之后悄然离去。少年继续踏上自杀的旅程。于是日本侦探界多了一位破鞋美少
女。好吧，就当作是青年漫画之类的东西吧。狗眼彻底瞎掉是在第二部。前代美少女的女儿出现，故
地重游，而没死成的少年已成为大叔，捡回记忆之后也来缅怀故人。结果tmd又死人了！！！还是一
模一样的手法，在同一个家族！好吧，前代抓错人了⋯⋯好囧啊。于是侦探和助手再度协力。只是这
一次，助手对侦探抱有着是类似父亲的感情。在犯下几个错误，数次对前一次的推理翻盘之后，新美
少女终于揪出了真凶：自己的母亲！独眼美少女的传说是从前代的母亲开始的。母亲不幸早逝，前代
由父亲独立抚养。动机是前代被迷恋着独眼美女侦探母亲的父亲（有点乱）挖去了左眼，为了让她能
更接近传说的母亲的形象。啊其他人就不用在意了，他们只是红鲱鱼而已。所以侦探费了大劲，布置
了现场，留下了好多好多伪线索，预先留下后路给几种不同的凶手人选方案，最后借种马一用，去生
孩子了。这是个有趣的命题。看到其他的豆油评论说，这个叫“后期奎因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为
什么死神小学生和死神中学生的生意好到爆（作者安排的，呃）？没有案子可以破的时候，名侦探怎
么办？歇业？御陵美影的选择，是自己杀人自己制造案子。顺便把真正想杀的人掺进去，因为藏起一
片叶子最好的地方就是森林。一石二鸟，同时完成华丽的出道和阴惨的复仇。御陵美影揭穿真相，之
所以让我们那么难受，就是因为她从最根本的价值观上面颠覆了侦探的守则。侦探小说二十条现在已
经没有人真的在意了。不如说，以挑战这些默认规则为乐趣的作者大有人在。但是不论侦探是警察，
法医，检察官，记者，教授，学生，无业人士，还是你们能想到的任何奇怪的职业，大体上，他们都
追求着真相，也基本上都尊重生命的价值。这就使得我们相当地能认同这些侦探，并且为他们的胜利
叫好。如果侦探就是邪恶本身，就是死亡的源头，别人的生命是她的舞台道具，解谜本身就是一场无
所谓的秀，你还可以认同这样的侦探吗？麻耶雄嵩在更早的作品中，塑造了“麦卡托鲇”的特立独行
的侦探形象，就已经游走在善恶边缘。麦卡托根本不在意事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心情，事件是他炫耀
智商的理由，甚至在明知道事实真相会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造成太大的打击时，他也戏谑地一语中的
。已经看过很多的读者对麦卡托颇有微词。而这一次，麻耶彻底走到了极端，让名侦探作为最穷凶极
恶的罪犯出场。侦探作为凶手的作品不是没有，阿婆就写过两篇，但是他们的动机都是正常的甚至高
尚的，而且并没有滥杀无辜。御陵美影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存在。说到底，这个故事之所以成立，
其实是基于推理本身的不完备性。侦探们常用的推理，应该说是归纳法居多。归纳法的问题是，你所
知道的事实都是必要条件，你很难去确认它们是否也是充分条件。打个比方，推理就是用事实函数在
低维空间的投影试图去反推高维空间的函数参数。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如何选取正确的数据，以
及如何拟合。人为的假线索就如同无效数据，可能是测量时产生了误差，需要把它们剔除以后再拟合
。选择什么样的函数去拟合，如何防止拟合不足和过拟合，也是需要考虑的。这样看来，要形成唯一
正确的解，并不是那么容易。当你从数据集里面选择不同的有效数据集合，或者加入新的数据，删除
已有的数据，都会影响到拟合的决策。这就是为什么可以不停逆转的原因：我选取不同的证据集合，
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释。要知道哪些证据是真线索，哪些是无效甚至伪造的线索，通常需要一些
运气。所以一般的侦探小说都会安排一些巧合，比如某人看见某人在哪里在几点钟干什么啊，帮侦探
减少工作量。这一招在没有目击者，或者犯罪嫌疑人不是限定小范围内的人的时候，就不好用了。例
如《剪刀男》的误判。这篇作品很巧妙地反映了侦探小说的一些戏剧性特质，用解构的方式来使读者
反思以往对侦探深信不疑的思路，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其实我是希望他不要写得这么重口味⋯⋯但是
如果口味不重就不是麻神了。所以连他这一面一起接受吧。如果以后能有以新一代御陵美影作主角的
短篇集就好了。加油啊。
7、诗云孤村突遭无妄灾，掉头少女三胞胎。美影侦探初出道，春夏秋冬全歇菜。莫道石头一只眼，
淘宝尚无美瞳卖。御陵基因真厉害，破案技能传三代。萝莉母女赛一赛，种马只管射出来。坑爹叙诡
加崩坏，你说变态不变态？
8、今年开始恶补麻神大作，从&lt;鸦&gt;、&lt;萤&gt;到&lt;夏冬&gt;一路看下来，这本&lt;独眼少女&gt;
是其中最好的一本（虽然还有一本&lt;贵族侦探&gt;未看），也是今年我看过的最好的推理小说之一（
另一本是&lt;玻璃之锤&gt;）。本作细微入至的逻辑推演，深得奎因神髓，麻神内里果然还是灰常古典
派的。从线索一个小细节展开，反复推演论证，再三翻转。或许不喜欢的人会觉得沉闷，我却看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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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灌顶。一如宠物先生在后记所述（详见http://book.douban.com/review/6270530/），本作对后期奎
因问题做了反思和实践。以往侦探推理的流程是“发现线索&gt;逻辑分析&gt;推导结论”，麻神将其增
补为“发现线索&gt;验证真伪&gt;逻辑分析&gt;推导结论”。如果说麻神以往的崩坏都是不可复制的，
那么他这次对推理过程的革新却是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可供未来推理作家们大展拳脚了。当然，凡
事过犹不及，万一像&lt;火凤燎原&gt;后期那样走火入魔，侦探看破了凶手误导线索的计中计，凶手看
破侦探看破了自己于是再布下计中计中计，结果发现是侦探诱骗凶手的计中计中计中计⋯⋯囧⋯⋯至
于另一个侦探是否促成罪犯的悖论，个人觉得其实很好回答，只要把侦探换成警察就一目了然了，因
为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相信不会有人同意因为警察的存在可能导致凶手犯罪更加谨慎而应当取消
警察吧？推理小说常出现“N年前的案件”这样的故事背景设定，但是像本作一样把这起“N年前的
案件”完整写了出来，并由一个主角带着读者一起亲身经历事件前后18年的时间跨度，当中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的感触是以往同类作品鲜有的。萌系巫女侦探和颓废自杀男的组合，个人不是特别感冒但
也不反感，总体感觉还是挺有趣的。只是读斜阳院姐姐的&lt;元年春之祭&gt;在先，多少有些即视感罢
了。麻神文笔比之前看的几本流畅许多，没有特别艰涩或卖弄的感觉。说起来，无论是珂允、乌有还
是“种马”，麻神似乎特别爱用这种懦弱又厌世的男猪脚，严重怀疑麻神本人是不是也有点自杀倾向
呢？关于最后的“崩坏”，忽然想起了&lt;恶之教典&gt;那句名言“隐藏尸体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尸体
堆积如山”。几位大大连说如何“崩坏本格”，个人倒是觉得冲击力远不如其他几本，毕竟侦探=凶
手的设定并不稀奇，而杀父动机虽然略欠铺垫，但也非奇葩到无法理解的程度。看来看的麻神多了，
连口味也愈发重了，寻常崩坏已经见怪不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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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獨眼少女》的笔记-第317页

        “真的长得一模一样。这次轮到你带她来了啊。”
静马故意不去否认。
读到现在唯一一句打动到我的

2、《獨眼少女》的笔记-第14页

        他身材高大，手臂和大腿都比静马大概要粗上两倍有余。

静马童鞋该是有多瘦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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