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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线》

内容概要

《点与线》通过敏锐的观察和冷静的分析，描述了政界与财界之间的勾结和营私舞弊行为，揭示了时
代的痼疾，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小说通过触目惊心的描绘，披露了资本中义社会的种种丑
态以及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性。司法检查部门明知凶手是谁而有法不依，法律对上层人物来说形同废
纸。石田主任逍遥法外，使人们彻悟到：石田上级的污秽思想的蔓延，才是奸商和贪官污吏得逞的社
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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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线》

作者简介

松本清张（1909－1992）日本杰出的推理小说大家，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并称世界推理小
说三大巨匠。　1909年生于北九州，因家境贫寒，13岁即被迫辍学自谋生计，做过街头小贩、学徒、
《朝日新闻》九州分社制图工，为了养活七口之家，曾一度以批发笤帚为业。1950年，处女作《西乡
纸币》发表，入围直木奖，一鸣惊人。1953年，以《某〈小仓日记〉传》荣获芥川奖桂冠，从此跃登
文坛，开始专业写作生涯。1957年，在《旅》月刊连载《点与线》，以横空出世之姿引起巨大轰动，
开创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先河。随着《点与线》、《零的焦点》、《砂器》等作品的出版，逐渐确立社
会派创作的全新形态。1992年8月，因肝癌逝世，享年83岁。 　　松本清张作品数量惊人，其代表作
除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的《点与线》外，还有《零的焦点》、《砂器》、《眼之壁》、
《黑色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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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线》

精彩短评

1、超乎想象的短但也意料之外的精彩
2、时刻表诡计
3、喜欢结局。推理部分....地理不好没认真看地名。
4、蛮古典的，很好读
5、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了日本人的啰嗦。
6、一星献给【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
7、早期的推理小说不只是推理 总有详实的背景在支撑 比起现在的工于技巧有深度的多
8、并没有那么神，可能太本格的不适合我
9、结尾稍弱。那年代做书真够随性的，后面居然附一篇契诃夫《瑞典火柴》，说是失败推理的例证
。。。
10、从这本书开始喜欢上日本的地名～
11、很精彩
12、“知道不关注数字是不行但是数字太多不想关注” 就是这样的心情下读完了
13、时隔二十年重读
14、推理到是很严谨，不过过于的严谨反而让我觉得有种不自然，太刻板，毕竟是人不是机器，设计
出来的剧情
15、能够掌握时间差的罪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不足之处在于，文章多数章节都是探员盯着嫌疑人找
罪证⋯不像正常办案手法。
16、喜马拉雅上听的，主播声音很有魅力，虽然听到第二集就猜出大概，不过还是四星推荐吧，还是
挺有趣的
17、紧凑、古朴。
18、严谨的玩弄时间的高手，但是读起来总觉得差了口气。另一感想是，在我国实现这种犯罪的难度
也太高了吧，火车也会晚点啊。
19、真正的“情死”大多都会失败吧
20、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微笑着坐在那里，从来未见过面。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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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点——这个小说告诉我们，当刑警就是要不断地问为什么
，怎么做，质疑一切。有疑点的质疑，没有疑点的想出疑点也要质疑！然后就破案了！关于玩弄时间
的推理真的显得非常高智商。
22、时刻表作案，对岛国的分秒不差的地铁系统十分叹服，不忍释卷，每次案情碰壁下一刻又会出现
出口～跌宕起伏，一口气读完～
23、多一星给现实批判
24、个人很喜欢，秉承日本小说一贯风格，值得隔几年重新品读。过思在中医不是伤肺而是脾，不过
过分用脑免疫力会下降，病从鼻入吧。
25、很好看，很复古，Kindle上看的。
26、佩服，大写的佩服。
27、写稿补读。松本清张三杰作里面《点与线》应该是相对最弱的吧。推理方面，对于时间差的解释
略有一点犯规，以及冗长的叙述和时间表堆叠读起来挺累的。PS，老版译本这个内容简介也是太有时
代感，但是第12章那封信倒是译得不错。
28、#2016年读过的书# 很经典的一本日系推理小说，依靠交通工具的时刻表来设计犯罪案件。其实，
我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推理小说，总觉得阅读起来因为太多的时间要点降低了乐趣。而且，这类案件
也只能发生在日本这么死板遵守时间的国家。换到中国，门也没有。抛开推理不谈，这本书其实想反
映的背景是社会上存在的政商勾结的黑暗面，对人性黑暗的表达要多过案件本身。从这方面来说，若
干年后的东野大神的作品要更好看，比如《恶意》。PS，前几天看一部电影推介，韩国片《局内人》
，也是类似的主题，还挺感兴趣，回头找来看看。
29、借鉴一下
30、1979年的版本，开篇就是——这本书深刻的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丑恶，司法部门明知凶手是谁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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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线》

法不依，石田主任逍遥法外......作为一本侦探小说的读者，深深感受到了来自那个时代的恶意，恩。
虽然几十年过去，但此书仍有其现实意义的，批判资本主义这些就算了，购票实名制真是很有用啊~
31、有点说教性 也许是版本问题。不过一丝一线严谨的推理很棒，抽丝剥茧。
32、一个不错的诡计，一本极好的文字。经得起本格推理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时刻表诡计实在精妙，
结尾的悲剧让人悲愤。15分钟的间隙和下飞机后坐火车折返的技巧让人拍案。尤其这每个站“点”与
每条“线”路居然是真正取自现实的列车和飞机时刻表的，实在让我震惊和佩服。
33、感到这个小说里除了时刻表的推理，其他都有些牵强。
34、松本清张似乎比较喜欢写一开始就知道黑手是谁的布局，然后再慢慢推理，这样写的局限性是容
易给读者留下刻意的印象，缺少自己猜疑凶手的趣味。不过这样也让读者可以直接猜想手法。或许这
就是社会派吧，将作案动机与社会事件政治等挂钩
35、我是一脸蒙蔽的看下来的，除了想到很可能是双人作案证明了我脖子上面是脑袋，其他的内容，
特别是时间。。。脑袋炸了都。。。
36、时刻表对我来说太头疼了，囫囵吞枣看了过去，借助“那个”怎么可能那么难想呢，日本那时候
应该挺普及了呀，还有结尾时突然来了那么多个伪证算什么啊(╯°Д°)╯︵ ┻━┻ 月台四分钟和情
杀的设计很喜欢，btw我觉得这本没有那么社会派咯~
37、就是道数学应用题
38、直截了当地铺述案情，言语上无丝毫赘言，作案手法很具想象力，不愧为鼻祖型作家！赞
39、像小时候看的警匪剧一样的画面感扑面而来，情杀、诡计、反腐、推理，针砭时弊，多好的剧本
啊。
40、作案动机现实，手法层层伪装严丝合缝到欲盖弥彰的程度，疏忽点在于销毁餐票、相关人员封口
，其心歹毒，手段却高明。调查人员几丝疑虑一追到底令人佩服，两封信函翻译用词值得玩味推敲借
鉴，直白简洁篇幅精短，好书。
41、还算很妙了，就情节还是有点粗糙了啦。毕竟，连我都能想到可以开车或乘坐别的交通工具，警
察居然花了那么久才想到。
42、去过东京和镰仓后对这两个地方的交通终于有了概念，也亏得日本把地铁JR搞那么复杂那么准点
，才能成就这种时刻表作案。运用了人们认知上“想当然”的盲点混淆视听，松本清张的文笔总是很
严谨，他笔下的日本社会也是这个风格，警探、凶手，连目击者都这种风格，我天
43、列车、航班时刻表！四分钟目击证人 安田和亮子合谋策划情杀 官员佐山和女招待阿时死于香椎海
岸 为石田主任贪污案件灭口 也除去丈夫情人 最后夫妻俩亦情杀 似为病重不久人世的亮子策谋  
44、典型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情节设计特别精妙，给读者一种压迫感。整本小说行文特别流畅，很喜
欢作者这种语言风格，译者的文字功力使这个版本成为经典~~~
45、我觉得我手上这本曾经的主人之一做过中日对照来学日语。
46、推理之王。
47、这个推理看起来爽呆了 在教室旁边图书架上找到的 哈哈
48、很缜密，但现在看犯罪手段略有过时。
49、看得头疼 时刻表要捋清 还总写到线索断了 推理纯粹
50、略啰嗦，只是纯推理，无多少文学修饰，读起来并不觉得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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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线》

精彩书评

1、最近在看松本清张作品集，《点与线》是其中一篇，但是阅读中感觉到翻译的腔调非常80年代，豆
瓣上一搜，果然79年就出过单行本。所谓的80年代感觉，就是那时候翻译常常会用一些非常中国式的
表达，比如汉堡包叫做夹肉馅饼等等。说起来，80年代的翻译作品水平是最高的，因为还有49年前的
欧美留学生，学贯中西的一些学者，而且整个社会的氛围也比较宽松，90年代的书，无论是译作还是
新作，简直没法看，翻译的往往也带有金钱时代的急就章的感觉。书的装帧质量，纸质，都有一种暴
发户的低俗品味。80年代的书则往往包装很朴素，纸质也偏软，但是给人的感觉很舒服。2000年之后
渐渐好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书的品味渐渐回来了。一个人的底色，往往是由他小时候的社
会环境，人文环境决定的。我小时候，很奇怪的是，虽然是90年代早中期，但是天天看的全基本是80
年代，从79年到86、87年的杂志、画报。什么《儿童文艺》《少年文艺》，所以在同龄人里，对于80
年代的了解要多得多。某次在潘家园闲逛，在旧书区翻到不少民国的老杂志，有一本1946年抗战胜利
后创刊的机械杂志，有一条简讯，大意为我国首次派出万吨巨轮远赴埃及运载原油，一下子想起来微
博上曾有博主拨乱反正，指出民国时期我国自己研制的各式飞机，从直升机、战斗机到客机，有十几
种之多，然而这些全部被我们的历史一概无视，似乎我们的历史都是从1949那一年才开始。家里流下
来的旧杂志其实是对历史的很好传承，因为书籍往往没有那么贴近生活，报纸保存下来则往往是以剪
报的形式，很不完整。而经过历次运动，尤其是破四旧，家里还能留下民国的东西，尤其是书籍杂志
这种敏感的东西的很少了。文化传承断裂是必然的。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微博名人“老树画画”，为了
编书，在图书馆翻了几年民国的报纸杂志之后，笔下的画自然而然的流出了浓浓的民国风，甚至典型
人物也往往是长衫礼帽的打扮，于是在当代完全对于我们的过去不了解的网友中，让人耳目一新，终
于脱颖而出。
2、小日本在推理小说上成就，当然胜过了在逻辑推理方面一向薄弱的中国人，但在英美的大师面前
，毫无疑问还是学生角色，即便是松本这个号称大师级的日本推理小说宗师。这本松本的得意之作也
不例外，在阿婆、奎因小说中只能占据一个细节地位的不在场证明，成为了《点与线》苦苦追寻的结
果。所以说，松本的这部获誉良多的作品只有小聪明，而不具备大智慧。另外，找寻不在场证明的关
键在于那些繁琐的火车时间表，印象中西村京太郎是此中高手，但是对于不了解日本火车状况的中国
读者来说，完全如同嚼蜡。总之，这是一部平淡无奇的小说。这也是我一直认为日本推理小说不入流
的原因之一。
3、这本书有些老了，但听说是名篇，就想看看。也许是新时代的故事更加离奇曲折，更注重铺垫。
因此这部旧故事看来就显得有些直截了当。为什么说它是在解试卷题呢？因为主犯办事不但精巧，而
且非常地做作，结果被细心的主角（当然还有其他人这样想）咬定有鬼。所以主角的破案过程就成了
解一道“已知某某，求某某”的复杂算术题，而试卷上的“求某某”是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的。看还是
好看，可惜没留下什么警句。
4、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合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每个角色的背景、性格、命运，都是贯穿的
，非常合理而且真实。 相比柯南道尔、奎因、克里斯蒂的主人公，松本清张塑造的人物更加贴近现实
，更加渺小，也更加不那么神奇。正因为如此才开创了“社会派”，小说本身不过是借推理为载体诉
说更多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5、爸爸的老书，因最近受我影响，哥哥也迷上东野圭吾而找出了这一本古董。越来越喜欢日本悬疑
小说的写法，看了这一本才知道，日系风格真的是由来已久了。虽然故事略显简单，被我猜中了结局
，但是情节依然很引人入胜。关于日本的地理状况，我真的要好好了解了。
6、那个时候看书真是件单纯的事小说不错，是我初次接触日本侦探小说的思维模式和逻辑和更小的
时候看的福尔姆斯感到了很明显的不同当时的感觉，呵呵，挺好玩儿的而且到现在也觉得这本书的故
事写的很好是本好小说
7、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写的挺复杂，可读性还可以，就是那些时刻表，令人头疼，而且读着生厌，
其复杂程度接近森村诚一的《高层的死角》，话说那一部分我是直接跳过去的。大概除了他们当地人
没人感兴趣吧。小说结尾也用了一点悬念，把一些不确定性留下来。不过不像欧美小说最后留下大悬
念那样虐心。能接受。
8、好多年前从家里的旧箱子底翻出来这本旧书，当时觉得还挺好看的，今天才知道原来作者是松本
清张。这次又装在kindle里重新看了一遍，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悬念设置得多么精妙，多么吊人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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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警探如何一一拨开遮目的谜云，追踪罪犯心理的依稀轨迹，而竟然是这个犯罪行为依托的背景
：日本飞机、火车运行时刻的分秒不差~ 而这桩谋杀的策划人正是利用了多次启程、到达之间的衔接
和空隙来制造犯罪机会和布置重重似是而非的不在场证明。看完后不禁感叹，这人也就在日本能得手
，换成在天朝，根本连一丢丢的机会都是木有的啊！！坐第一趟京沪高铁的时候他就要对着手表泪奔
了啊，那尼？！列车员说本次列车因为途遇大风将预计晚点2小时，哇达西计划好的一切一切都要泡
汤了啊，千算万算就是忘了是在中国啊，一切皆有可能呢。。
9、透过错宗复杂的事情表面，我们到底能看清楚多少事实的真相？我们身处在这纷繁杂乱的世界，
究竟还有多少人多少事可以值得我们信任？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们耳朵所听到的，我们的双手所触
碰到的，是不是一定都是存在的？每个人是否也有如同我一样的疑惑？是否也曾为了一个解不开的谜
辗转难眠？这个世界，究竟是简单，还是复杂？周末，台风“莲花”逼近，风大雨大，这种天气，冲
上一杯冰咖啡，一口气读完一个很高明的推理故事，也算得上一件很惬意的事了。松本清张的《点与
线》，据说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尽管我认为评价有点高，但这本为他带来许多荣誉的小说
，确实让我在掩卷之后依然久久回味其中。松本清张是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领军人物，推理作品多
数通过一宗宗并不特别离奇却又难以解释的案件来反映日本社会的矛盾冲突，来控诉日本统治阶级的
罪行，《点与线》也是同样的风格。尽管一开始就猜到凶手可能是谁，却不影响我继续跟着故事情节
的发展去揭开一层层包裹的谜团。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不是通常大家所说的最能代表这
本书的著名的“四分钟的空白”，而是小说里面那篇凶手长年卧病在床的妻子所写的名叫《数字组成
的风景》的散文。由于失去了出门的机会，她在想象里游览各地，她把列车时刻表里列出来的车站站
名一一设想成当地的风景。“丰津、崎山、油须原等，乃是九州乡间车站站名。新庄、津谷、余目等
，则是东北某地的站名。每逢看到油须原这一站，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树木繁茂的九州南部农村模样；
看到余目车站，则又想起荒凉的东北地区的某一小镇。”因此，就在列车时间表里，她“任意浏览，
也就随意在日本全国之内，天南地北，四处遨游了”。  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说写推理小说的人，
依靠的是编造离奇故事的高超能力，但他们遣词造句的能力是远比不上那些写其他小说的，他们最多
只能被称为小说家，文学家的名号是万万不能落在他们的头上的。我想，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没看
过几本推理小说，至少，是没有看过松本清张的小说的。单说能把列车时刻表上面的站名想象成为一
个个美丽的风景，将一张时刻表变成一篇引人入胜的散文，这个想象力之丰富，文学功力之深厚，一
般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看《点与线》的时候我就在想，或许是因为松本清张本人在看列车时刻表的
时候，眼前浮现出各地的美景，而后先写了《数字组成的风景》这么一篇文章，再由此编出一个貌似
普通而又令人迷惑的推理故事。松本清张也给这本书起了个好名，点与线，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个
世界上，每个看似独立的人，都有可能因为种种的关系联系到一起，六度理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
断地被验证；而每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背后，也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个人每一天都在演绎着
不同的故事，周围的人与事，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不知道什么时候渐渐地连在一起，线条慢慢显现
出来，在不经意间，变成一张我们自己解也解不开的网。
10、时刻表轨迹，比较简单，怀旧，社会派开山之作，这应该是所有的关键词了，其实时刻表诡计我
更推崇高层的死角，看的更爽，但是时刻表诡计看多了也没啥意思时刻表轨迹，比较简单，怀旧，社
会派开山之作，这应该是所有的关键词了，其实时刻表诡计我更推崇高层的死角，看的更爽，但是时
刻表诡计看多了也没啥意思
11、虽然没有流畅的小说描写，但严谨缜密的推理直叫人佩服，四分钟，奇妙的四分钟啊~~~好难读
的，花很长时间才串联起整个案件
12、拿到这本《点与线》是在半个月前，从寄给我的一大堆旧书里拆出来的，这本书在我脑海中，是
这次收的旧书里面分量最重的一本。 因为，它是松本清张最负盛名的一本书。之前只听说出版过，后
来再也没有了，只是有台湾版，那本我见过，蛮厚的，价格也很贵。 不过没想到的是，拿到的这本旧
书是最薄的，只有173页，只比CD盒子厚一点。 不是吧？我想，一时还以为是缩写本= = 然后一直都
米啥时间看，今天早上起床后边吃早饭边看了。 173页的话，我的速度一小时。本来是那么想的，结
果看着看着就花了一上午。看完之后，心里只有一个感觉—— 太了不起了！！ 了不起啊！！这样的
精心策划。 要说松本清张的书，国内的旧书基本都让我给搜刮到了，有的留下了一部分印象，但是我
想，这本书应该一直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吧。就是说同样很负盛名的《砂器》，读过几个月后现在
猛地一想也忘记主要情节了。 薄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废话。 本书主要是根据列车飞机等交
通工具时刻表来渐渐地解谜的，交通工具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也在挖掘西村京太郎），我很喜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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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很精细很缜密的计划。 这里稍微再说一下松本清张先生写书的特点。 他是社会派的，这样一般不
要试图在线索之中自己猜结局，因为社会派需要很多很多世纪的资料来支撑，还有很多很多人情世故
，读者只需要感觉那种警官搜寻的心情就已经可以了。 社会派的话，办案的警官通常都是平常人，而
且也绝对不是什么坐在屋里靠灰色的脑细胞那么浪漫，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双脚，奔波在全国各地，带
着对职业的忠诚和热爱来调查的，所以每次看都觉得很现实也很感动。 松本先生的话，写过很多很厚
的作品，在那些作品之中，我甚至觉得他并不是要写巧妙的办案手法，而是深度挖掘日本社会的方方
面面，具有精神价值，所以一直十分尊敬。 而这本书呢，与那些相比就显得特别紧凑精干，人情世故
退居其次，显得更像推理小说吧。 自然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凶手最有可能是谁，这个并不是社会派的
强项。 但是，认认真真地看来却丝毫不减兴趣，因为凶手的话很高段——差不多是看了这么多书里面
属于A级的凶手，因为毫无破绽——至少不想破脑袋是发现不了那个针尖一样的破绽的。 于是就很紧
张，从头到尾看着警探与之的对峙，刚刚进了一步的话，马上又被别的调查给否定了，在面前的石壁
总是久攻不破，看起来真是很着急呢。 顺便说一句，我之所以会喜欢推理小说这种似乎不应该是女人
喜欢的东西，正是因为那种解谜的刺激感。喜欢那种比拼谁更聪明的感觉。 话说书的结构的话，也正
像书中那些列车时刻表，衔接的超级紧密，脑子几乎有点承受不了呢。 最后要说到结局的话，也是十
分高明。因为虽然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最有可能是那个人，但是松本先生到最后揭示出来的完全不仅如
此，看到之后大吃一惊——原来是这样办的——那样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的心理描写，对人性的描写
等，所以并不比别的厚得要命的小说缺乏这方面的深度。 总之我是有觉悟的——每次一读松本清张的
小说，保证让我读完后仍然兴奋感概不已——说起来松本先生的小说似乎也没完全都搞到手的样子，
或者原版的也可以挑战一下吧——于是激发了精进日文的决心，笑。 嗯，《点与线》，这个书名非常
合适，看的过程其实就是把脑中突然涌现的灵感渐渐地连在一起，变成一张网，最后直指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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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点与线》的笔记-第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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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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