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调二人羽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变调二人羽织》

13位ISBN编号：9787513319456

出版时间：2015-11

作者：[日] 连城三纪彦

页数：212

译者：吕灵芝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变调二人羽织》

内容概要

曾经红极一时却臭名昭著的落语家破鹤，因为得了喉疾不得不告别舞台，无法发声的他决定将经典落
语改编为“二人羽织”，与徒弟同台表演，以此作为告别演出。性格别扭的他还专门请来五位“仇家
”观看。
表演结束，破鹤血洒舞台，空留徒弟的双手胡乱地摇摆。一间小厅，仅仅五人，无人近身，死者却被
一枚玻璃发簪刺死。更离奇的是，这枚发簪不翼而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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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调二人羽织》

作者简介

连城三纪彦 Renjo Mikihiko
一九四八年生于爱知县名古屋市，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大学期间创作的推理小说《变调二
人羽织》获第三届“幻影城”新人奖，由此出道。一九八一年以《一朵桔梗花》获得第三十四届日本
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奖，之后开始转向恋爱小说和恐怖小说创作。一九八四年以《宵待草夜情》
获第五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同年以描写两位女性复杂心理的恋爱小说《恋文》获第九十一届直木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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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变调二人羽织
东京的某扇门
六花之印
莫比乌斯之环
依子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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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调二人羽织》

精彩短评

1、最喜歡是六花之環，依子的日記。
2、挺唯美的推理
3、绝望的爱呀
4、文笔太好了！五星还能再多！
5、里面的诡计在成书前的半个世纪就有了吧
6、变调二人羽织很喜欢。六花之印的双线叙述，真相共通和东京的某扇门里的概念令我印象深刻。
7、连城老师真正意义上的出道作。故事虽然没有连城老师一贯的凄美风格，但后面三篇都很精彩，
最喜欢《六花之印》。
8、处女作写得好的作家不会混得太差？《东京的某扇门》这篇好狂啊！《一朵桔梗花》《宵待草夜
情》两本阅毕，本书也是一定要读的，不一样的连城，五种写作的方向。
9、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独特的角度
10、处女作写成这样很不错啊。六花之印很有桔梗花风格了，氛围渲染太好。
11、我想在你的坟前跟你过日子！
12、厉害了
13、《东京的某扇门》的结尾，莫名想到了日和的画面。
14、目前最喜欢连城三纪彦的一部。
15、作为处女作能写成这样，连城三纪彦的笔力和想象力真是天赋异禀，每篇的最后反转都要惊掉下
巴，而且推理还不勉强。读者一定会回答你父亲的那句话：无论什么推理故事，一读就能看出罪犯是
谁，太无聊了。你的作品就完全反证了这句话。依子的日记>六印之花>莫比乌斯之环>变调二人羽
织>东京的某扇门。20170302-20170305【纸质】
16、虽然确实猜不透，但是感觉缺少了连城在桔梗花和宵待草里特有的唯美气息，这种推理反转很多
日系短篇都有，总体给我的感觉有点“泯然众人”，不过本作还是有亮点的，第一篇最佳。
17、质量很高的短篇集，推理性很强，很本格，连城三纪彦初出茅庐就已经如此厉害，实在令人佩服
！四星包半吧，毕竟没有了那种极致的惊艳感觉。六花之印和依子的日记最好！
18、连城的早期作品，看得出笔端还是青涩的，感觉最好的还是六花之印，现代和前代的时空交叉，
相同的诡计在不同时空的演绎，短篇里能做到这样很不错了，果然还是带花名的作品可以体现连城的
笔力吧。
19、后两篇看的有点吓人诶~
20、连城三纪彦老师的《变调二人羽织》就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一本看一本少一本的佳作，无论是其中
的同名作还是六花这一篇创意都可以说是天才，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连城三纪彦老师能有这种文笔也是
太厉害了。
21、除了变调二人羽织，其他的都不喜欢
22、连城三纪彦的推理就是如此的不拘一格，也正应了自己在结尾处引用父亲的一句话“无论什么推
理故事，一读就能看出犯人是谁，太无聊。”不仅仅是结局的反转以及黑色幽默的方式，更是一种文
学艺术方式上的创新与探讨。同名的第一个故事就很出彩，将传统艺术与俗世纷杂完美结合，“六花
之印”最为精彩，跨越时空的双线叙事，诡异而又相似度极高的两起案件，再经由一条细微线索串联
起来，不禁赞叹连城老师的绝妙构思。此外，后两篇也是不拘一格地描写了婚姻生活的窘境和绝望之
感，当然也会反衬出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不断反转明暗难辨的生死赌局，人心是否如此之恶，还是
婚姻让两人相爱相杀彼此折磨伤害？

23、每一篇故事都精彩至极，如饮纯酒般，回味无穷
24、六花之印确实精彩。本人更喜欢变调二人羽织，东京的某扇门也挺有意思的
25、处女作就能达到这种水平了啊！还是比较喜欢老师的推理作品〒_〒
26、看推理小说作品果然要看这个作家的出道作品！这本书着实令人惊艳，五个故事的诡计设计都有
令人称道之处。记得当年初看东野圭吾的出道作品也是如此，可惜现在已经沦为恋爱和社会伦理小说
了，喜欢的诡计设计部分完全不能看。
27、质量颇高的短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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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六花之印的两个时代的交错感很惊艳
29、四星-。按照作者的自述，这些应该算是最早的作品。但不知为何，在读过的三本书里，反而觉得
这个最为亲近，大概是反转的爱好者吧。整体来说诡计设计略刻意，不过也能感觉到连城作品中一贯
的世态感。BTW很多时候人开始写作，只是为了要给爱的人，讲一个出乎意料的故事。
30、与其说连城三纪彦是逆转狂人，不如说他是多重解答爱好者。好久没有读过像六花之印这么精彩
的推理小说，方方面面无懈可击。依子的日记太多地方说不通，或许是我没看懂，求高人指点～
31、7/30
32、这是我读的第三本连城的书，前两本，一朵桔梗花很棒，以我为名的变奏曲观感不佳，怎么说呢
，这本书真是不错，质量很高，尽管有的部分夸张了点，但毕竟这是推理小说，完全可以接受
33、有趣但也无趣。
创作理念令人感动。
想起了写出斩首循环的某京都的二十岁，同样的狂气，同样的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余虽不能至，
心亦向往之。
34、《六花之印》和《依子的日记》设定相似，觉得前者更好些；《变调二人羽织》觉得自己没太看
懂又不太现实；《东京的某扇门》这个结局不难猜；《莫比乌斯之环》这个还是有点儿可怕⋯⋯总之
觉得这本较之《一朵桔梗花》稍逊色了些。
35、#十九君的深夜书局#【2017 NO.64】连城三纪彦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写作手法独特，带着
几许淡淡的感伤与无奈。他不断地为每个故事缔造出一种“神秘”氛围，并一层层设计好每个环节，
借助场景、人物动作、神情等细节把氛围渲染到一个高潮点，然后再一步步为已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
的读者层层揭秘。
36、短篇还是很考功力的，这几篇都不错。
37、打分的时候略纠结，三星以上四星未满，最终还是听友人的建议给了三星，大约6.8分吧，第二个
故事一点都不喜欢，其余故事诡计很好，最喜欢第一第五篇吧，可以说没有第五篇，大概会毫不犹豫
打三星。
38、一部很简单的推理小说，东京夜空飞过一只丹顶鹤，同一天著名落语表演家破鹤在酒店上演自己
的最后一次落语演出，演到最后死亡段的时候，真的死亡了。围绕着这个人的生前过往，讨论了在场
六个人的犯案可能方式和可能动机。整篇给我最深印象的不是犯罪手法和动机，而是死者名字破鹤，
和文中对仙鹤，对落语，对和歌的种种展现，连城的文笔即使是翻译成中文，也总有一种浓浓的中国
文言的味道，他也是我看过的日本作家里，将传统文化，传统的美，与现代都市结合得最好的。文字
比较静雅，结构交错，对情的把握纤细如女子。
39、六花之印s＋＋
40、笔下的主人公感情都太饱满了，全是情杀，真爱一世情为爱死全家那种，爱情基本把生命全给消
耗了，有点夸张，很难感同身受，就不能因为钱、作业没交、偷吃外卖之类的原因好好杀个人吗！ 
41、早期作品缺点颇多，六花之印加一星
42、连城在70年代的处女作就已经差不多是他父亲口中有意思的推理了，特别喜欢落语家那篇，而且
每个故事的语言都非常美，找不出来不给五星的理由。
43、连城老师果然是有才情的，从这几篇早期的小说中，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后来《一朵桔梗花》中作
品的影子了。个人最喜欢《变调二人羽织》和《六花之印》这两篇。
44、看来终究是不喜欢连城三纪彦的风格⋯⋯
45、初期居然就有如此笔力和奇思 连城老师真是太厉害啦
46、2017.NO.7
47、除惊艳外无它。充满才气和创造力的处女作，从本格推理的角度来看亦是杰作。成为大师的前夜
，风格多变的五个短篇。仿佛同时看到了泡坂妻夫、星新一、横沟正史、井上梦人、连城三纪彦。偏
爱多重反转的逻辑杰作《莫比乌斯之环》。但每一篇都值得推荐，皆是纯粹本格又不乏新意的精品。
48、老师比较早期的短篇集，没有一篇特别喜欢的，全都是神经病一般的爱恋，六花的印记很有桔梗
花的风格，但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其实是东京的某扇门，叙事方式和反转的很有趣。
49、冻奶杀人事件。。
50、有不完美的地方，但这样子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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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文/文小妖连城三纪彦本名加藤甚吾，1948年1月11日生于爱知县名古屋市，先后毕业于爱知县立旭
丘高等学校、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时，他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77年凭借《
变调二人羽织》获第三届“幻影城”新人奖，从此进入文坛。1981年，他创作的推理小说《一朵桔梗
花》摘得第34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门）。之后在1984年，他以恋爱小说《恋文》荣获第91
届直木奖。连城三纪彦是位令读者脑洞大开的小说家，他的短篇推理小说集《变调二人羽织》收录了
他早期的五篇风格各异的小说，题材涉及广阔，可细看的话，他的取材视角更多的还是放在两性情感
上面，这是每个男女必经的感情阶段。《变调二人羽织》里过气落羽家在众人监视下的密室之死，引
发了一系列的猜测，连城三纪彦把几个有关解答的环节设计得非常大胆，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全篇完毕后，让人有种似乎谁是凶手已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场密室死亡设计的过程简直让人阅读
起来酣畅淋漓，非常痛快。另一篇《东京的某扇门》讲述的是一个男人以谜一般的犯罪推理故事向杂
志总编推销自己的故事灵感。这篇小说与《变调二人羽织》的布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在结局
最后，让人不得不折服这男人真不愧是“伟大的推销员”。他熟知主编的心理，懂得谋篇布局，一步
步引君入瓮。《六花之印》则是这小说集里让我觉得颇为惊艳的故事之一。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
男女主角，坐着不同的交通工具，奔赴东京，有着相似的目的。小说将两个时代的主线交叉，经历着
相同的过程，就连不经意的人物动作、细节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契合度相当高。连城三纪彦的揭秘不
疾不徐，抽丝剥茧，慢慢将读者推向真相，当真相揭开的一瞬，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余外的两篇《默
比乌斯之环》、《依子的日记》都是围绕着夫妻两性情感而形成的推理小说。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
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连城三纪彦深谙这个道理，于
是他抓住了两性情感的这个点，以大胆狂野的设定，将夫妻俩这种扭曲的情感以推理故事的方式来进
行讲述，让读者了解人性隐恶的同时，不得不反思：当两性关系走不下去的时候，每个人该如何自处
？是放爱一条生路，还是相互折磨、相互仇恨，做出一系列伤害别人，自己愧疚一辈子的事呢？这些
都值得每个人深思。连城三纪彦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写作手法独特，带着几许淡淡的感伤
与无奈。他不断地为每个故事缔造出一种“神秘”之感，并一层层设计好每个环节，借助场景、人物
动作、神情等细节把氛围渲染到一个高潮点，然后再一步步为已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的读者层层揭秘
。推理大师东野圭吾认为“小说首先应该是一个好故事，一个让人喜欢听下去的好故事”。嗯，连城
三纪彦的这本《变调二人羽织》正符合了这句话。ps.文字皆为原创，若转载或另作他用，请豆邮告知
！
2、命案发生前三天，破鹤出门去了北方，然后双手拿着很大的行李回酒店，这个行李装着的正是丹
顶鹤。在命案发生当天下午三点，酒店员工根据破鹤的吩咐拿来了裁纸刀和纸笔，破鹤在纸上写下的
文字被酒店员工不经意瞥了一眼，里面有“玻璃”二字。演出开始⋯⋯破鹤演到将近结束时，突然僵
住不动。以下是龟山先生的推理：破鹤本来谋划这出戏是独演，但想欺骗观众以为这是二人羽织，便
邀请小鹤，做个障眼法。实际演出时，破鹤用的手是自己的，小鹤只是藏在羽织里。在破鹤演出将近
结束时，藏在羽织里的小鹤拿起玻璃发簪，从身后抱住破鹤的腰，一刀扎向破鹤的心脏，随着破鹤双
手的坠落，小鹤必须马上放下发簪，然后抓住破鹤的手臂上下挥舞。五位观众在台下看到破鹤僵住不
动的时间有些长了，便向舞台冲去。此时，克拉拉拔了插头，房间里陷入一片黑暗。（这是破鹤演出
前授意，要做出逼真的死亡效果，让观众产生惊吓，来以此炫耀下自己逼真的演技）其实是小鹤假扮
破鹤的声音。小鹤趁黑暗，把自己的手伸进羽织袖子里，做出是二人合力演出的感觉。灯开了，破鹤
已死。本里京发现发簪，但后来，发簪消失，被小鹤拿走。破鹤原本打算演出结束后，放飞丹顶鹤。
以下是实际发生的事：现场发现发簪的师父，觉得是克拉拉所遗，藏在衣袖里，但误藏在了扇子中，
才觉得发簪消失了，又担心警方会认为拥有凶器的自己会是凶手，所有不敢当场坦白，直到发现扇子
中的发簪。但从最后在丹顶鹤中发现的遗书来看，破鹤实在自杀。通篇故事就是如此，但本人思考了
下，这里产生几个问题：1、如果破鹤是自杀的，那这里存不存在戏剧是破鹤独演的假设呢？假设戏
剧是破鹤自己独演的，那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就不可能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刺死。他只能在演出时先自
己僵住不动，然后等克拉拉把灯关了，他再利用发簪把自己扎死，然后将发簪拔出，丢到地上。但这
似乎又不可能，因为当灯打开后，观众看到手还在空中乱动，这只手很明显是小鹤的手。除非破鹤先
前就告诉小鹤自己的自杀计划，当他独演死亡后，让小鹤的手代替。但这么做的意义不大，如果事后
小鹤不说，没人会知道这部剧是破鹤独演的。2、发簪是凶器，那它肯定会留有血迹，师父在现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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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发簪，为什么会没发现上面有血迹呢，甚至还以为是从克拉拉头发上掉落下来的，这点是说不通的
。除非有第二个人擦拭过血迹，否则是不成立的。3、假设这部戏是二人联合演出的，那么藏在羽织
里的破鹤的手就能够自杀。但这里就有个说不通的问题，破鹤是个偶数狂，他不可能只请五个客人，
肯定要凑足六位客人，如果小鹤参与演出，那他就是个表演者，而不是客人了。破鹤会只请五个客人
吗？4、为什么破鹤要邀请对自己深恶痛绝的客人呢？难道他是想在临死前，借着演出，间接对过去
得罪过的人道歉，对自己的人生有个完满的落幕？还是想把自己的自杀嫁祸给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有
动机杀害自己的。当然，我比较倾向的是，破鹤想把自杀嫁祸给克拉拉，因为先前破鹤对克拉拉留下
书面文字，说克拉拉可以用发簪刺死他。所以事后，许是克拉拉联想到破鹤有嫁祸自己之嫌，便马上
把那封书面文字的纸烧了。5、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倾向龟山先生的推理，因为若只是单纯的自杀，以
上疑点就太奇怪了。没有血迹的发簪，五位客人，还有，破鹤让克拉拉关掉灯的用意又何在，因为破
鹤此时不是逼真的演技，而是真的死亡了，这场关灯就变得没意义，除非他真的为了恶作剧，想要把
自己的自杀在外人看来变得扑朔迷离。还有一点，如果发簪不是被别人意外捡起来了，那么现场就会
遗落下带血的发簪，很容易会让人判断那是自杀，而破鹤之所以选择在丹顶鹤上留下遗书，显然是不
想直接告诉人们他是自杀的真相。△以上的问题我实在想不通，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和讨论，谢谢！
3、有没有觉得似乎是日本人的一种思考方式，不论是变调二人羽织还是电影御法度，都给我一种感
觉。说是有两条主线到不是很正确，但在欣赏之时总会产生一种自我对抗。变调二人羽织是一个破案
的故事集，读的过程中也一直在猜测故事的真相。虽说也能发现其中对现实的讽刺，比如默默无闻的
刑警不论怎么努力都是默默无闻，而且还有妻儿老小要养；年轻的上司对于年老下属的鄙视；徒弟对
师父的阳奉阴违；已经老去的表演家不甘衰老为自己找尽理由来解释舞台上的尴尬；以及想要重新做
人的主人公却在下决心的一刻死亡⋯⋯这其中的悲伤不言而喻，但由于案件的诡异，总会让我忽略这
些。所以我觉得读书十分有趣。在阅读一些书籍的时候其实也是一场自我的抗争。度过它们，也是结
束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战役。我不在乎孰输孰赢，就像观看奥运会的乒乓球赛，金牌拿只能是我的。有
时候为了共同的利益，我的人格们能够空前团结。
4、在看脸的时代，颜值相当重要。就算你有深厚的内在又如何？只有映入眼帘的皮囊引起买主的兴
趣之时，你才有可能将自己推销出去。这样说，似乎有些世风日下的悲哀。但是，换个角度来想何尝
不是一件好事。有内在、有外在的内外兼修，不是更好吗？什么，你不信，世上哪有这样鱼跟熊掌兼
得的好事？！有的，肯定有，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为了说服你，也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我姑举一
例，与你分享。好书从来都是内容与包装并举的。内容负责思想深度，包装担当视觉冲击。说到底，
在电子阅读如此便捷、泛滥的时代，人们为什么还要买纸质书？说到底，读者读书，读的不是书，而
是一种美的体验。美，从来都是内外和谐的完整体。现在让我们看看《变调二人羽织》是如何展示这
种圆满之美的。封面即是书脸，也就是所谓的卖相。粉白的封底，朵朵粉樱绽放其上，橘红色的腰封
稳稳地封固。满满的暖色调子缓缓流淌开来，从眼中一直流到心坎里，沁着甜而不腻的香气。端正的
黑字标题纵列其中，犹如红彤彤灯笼里的烛火，踏实而热烈地燃烧在外黑内红的粗釉碗旁边。同一体
系的色彩，有层次地逐一铺陈，仿佛写意的中国画，令人一见之下，顿生欢喜与遐想。待翻开书来，
一枚竖长的缩小版封面的书签，就像一把调弦已毕的胡琴，期待你与之共舞，一起走进书的内心世界
。全书一共收录5个短篇推理小说。每个故事的风格都不同，读之，令人仿佛置身老字号的酱菜铺，
味道着实是地道、够味、有劲。《变调二人羽织》讲述的是一桩离奇的自杀事件，虽然是凶案推理，
但最后你会发现，死亡居然可以这样艺术。想来，日本文化中对死亡的敬意与崇拜，作者是深有体会
的。《东京的某扇门》完全可以当做推理小说写作教程。如何设置悬念，如何发现破绽、寻找真凶，
故事里都有详细的介绍与演示。出人意料的结局，不禁让人赞叹不已，可谓“天才之作”。《六花之
印》的谋杀手法完全超乎日常的理解。两个故事，同样的手法，轮番上演。直至结局，真相才浮出水
面。所谓的“神模仿”也不过如此了吧！《莫比乌斯之环》则是亦真亦幻的凶杀案件。读到最后，我
已经完全绕糊涂了。鉴于文末的那只摄像头，善良的本性让我宁肯相信这只是一部推理剧的脚本。因
为不愿面对夫妻拔刀相向的凄惨。《依子的日子》，以一篇日记起始，将读者带入一场以爱之名的谋
杀案中。四角恋的爱情故事，以私小说的笔法徐徐道来，实在是虐心的瓦斯弹。好故事，耐人寻味，
勾人心思。那么问题来了：连城三纪彦先生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当然是连城三纪彦先生那精巧的构
思，正如腰封上所写的那样“居然如此脑洞大开”。相信即使是连城三纪彦先生的父亲也未必一下子
就能发现凶手。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描写。每篇故事都有大量的环境描写。因为细致，所以逼真
。读者很容易就进入到作者所渲染的环境中去，不自觉地跟着局中人同呼吸了。深切的代入感，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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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共命运。是的，是这个样子了。阅读优秀的推理小说，是一场脑力与情感的狂奔之旅。怎一个痛
快了的？！因为推演的已经不是道理，而是复杂多变的人性！
5、《变调二人羽织》是连城三纪彦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由同名短篇和《东京的某扇门》、《
六花之印》、《莫比乌斯环》、《依子的日记》共五篇短篇推理小说组成。前四篇均成文于作者大学
期间三十岁时，比《依子的日记》早两年。歌手界形容一个人唱歌有天赋通常会说“老天给饭吃”，
看连城这部处女作，我们会有同样的印象，初出道即展露如此锋芒，不成名毫无道理可言。推理小说
作为小说的一种，如果说与其他小说有什么根本差别的话，就是对作者逻辑思维能力要求更高，如作
者后记中写到他创作推理小说的初衷源于爱看推理小说的父亲的那句话“无论什么推理故事，一读就
能看出罪犯是谁的，太无聊了”，应该说，这是推理小说的最低底线，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达不到的
话，想必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作品出版的。许是太久没读推理小说了，许是对作者的作品不甚熟悉，
初看这本短篇集有些不适应。一是作者偏向采取开放式结尾，如本书同名短篇《变调二人羽织》，对
我而言，我适应的推理小说应该是“真相只有一个”，这样的开放式结尾让我多少有些迷惑。二是作
者在众多推理模式中，似乎尤其偏爱新本格推理中不断推倒—重建—推倒—重建这样循环的套路，最
后又给读者一个与之前所有重建都不一样的答案，如本书中的《变调二人羽织》、《东京的某扇门》
、《莫比乌斯环》以及后期将这种手法运用到顶峰的《白光》，仿佛作者拿着一只逗猫棒在快速的逗
弄读者，我们知道前面所有的推理一定都会被推倒，但是不到最后一刻永远抓不住那支逗猫棒，无法
得知事实真相。如果这是作者对父亲的回答的话，他显然做到了。本书的五篇当中，《变调二人羽织
》的语言风格和作者后期的作品最为相似，推理转换也颇具新意，象征物的应用既无生硬乱入感又与
主角、案件、题目形成多重呼应，难怪初出茅庐就斩获第三届“幻影城”新人奖，无论文字风格还是
案件推理都让作者看起来有出品集大成作品的潜质，如果非要挑点毛病的话，限于篇幅原因最后的交
代略显草率，有虎头蛇尾之嫌。《东京的某扇门》虽然受欢迎程度不如其余几篇，但是我却较偏爱它
，这是我读到过最有趣的推理小说，除开有些刻意搞笑抖包袱的作品，这部短篇里的有趣显得很高级
。对我这样脑子不太灵光的读者而言，阅读过程中时常闪现推理小说作者像那个男人不时讽刺编辑一
样逗弄读者的场景，感觉看完这篇之后都不会好好看推理了，以后再读推理我大概会经常想象作者怀
揣着智商优越感一手挖鼻屎一手抠着臭脚丫子想象怎么把读者骗的团团转，但你又不得不为作者堪比
光速运转的大脑和广博的知识买单。这样的想象甚至直接延伸到阅读之后三篇的过程中，连城在作品
中很擅长拿夫妻感情做文章（当然这在日本文学中都很常见），“怨恨、嫉妒、利欲、复仇——你随
便选一个动机吧”，之前的我是很注重推理小说中动机的合理性的，经作者这么一闹，发现不过尔尔
，总之人类的感情大概就这么几项，动机究竟是否合理就看作者能否将之明确传达了，毕竟作案和推
理过程才是推理小说的重头戏。《六花之印》和《依子的日记》中作案手法都十分巧妙，甚至能被别
有用心的读者复制用以犯罪，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对推理小说的至高评价了，《莫比乌斯之环》看题目
就知道是作者一定又再耍弄逗猫棒了。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者不断提到的对东京的绝望之感，“虽
说是大年夜，在这个丧失了季节感的大都市中却找不到一丝跨年的气氛”、“一旦日落，东京便会失
却最后一抹色彩，成群的高楼化作一潭灰色的死水”、“那时的东京就像一片被烧焦的薄纸，似乎随
时都会被新时代的暴风吹的粉身碎骨。残存的废墟一角，有几百万人在血腥的梦境中挣扎”⋯⋯这样
的描写，很容易让我们这些迷失在大都市里的人有强烈的代入感，对大城市的迷失之惑、战争的反思
、夫妻人伦的拷问等等也是作者在推理小说家身份之上的另一层升华，让人为之动容。
6、“无论什么推理故事，一读就能看出犯人是谁，太无聊。”这是连城三纪彦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
话，也正是这句话奠定了连城推理小说的写作初衷，他的推理小说一直以出人意料的结局和反转受到
大家喜爱。作者的《变调二人羽织》也用五个推理故事，不断回应着父亲的这句话，将读者引入一个
个“罪犯是谁”的推理之旅。《变调二人羽织》是连城在《一朵桔梗花》之后出版的第二册短篇集，
但在推理小说上来说这才应该是作者“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处女作。”此书中集结了《变调二人羽织》
、《东京的某扇门》、《六花之印》、《莫比乌斯之环》、《依子的日记》五个故事，每一个案件都
以出乎意料的结局让读者大开眼界，在“原来如此”的惊叹下隐藏着婚姻里不得不说的爱恨纠葛。《
变调二人羽织》以飞过东京上空一只丹顶鹤和红极一时却臭名昭著的落语家破鹤的死亡两段新闻开始
。丹顶鹤和破鹤看似只有一字相同而已，但在故事的结尾处这只鹤成为了揭开谜题的关键。破鹤因喉
疾不得不告别舞台，在告别演出之际，他将经典落语改编为“二人羽织”，与徒弟同台演出，为此他
还特意请了五名“仇家”来观看。在演出高潮处，破鹤却突然死亡，种种迹象表明其为自杀，可消失
的凶器玻璃发簪却让这一死亡变得扑所迷离。随着不断的推理和求证事件慢慢清晰，嫌犯身份慢慢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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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面，却在结尾处安排了两次逆转，让读者意犹未尽，思索不断。作为这个短片集的第一篇小说，
情节设置确实巧妙，在不断的对人物的剖析中，线索慢慢给出一直将悬念留到了最后。这本短篇集中
有意思的地方除了出人意料的罪犯外，五个故事中大多数都是爱情的悲剧，和婚姻里的欲望相连。俗
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但当夫妻间的爱意淡漠开始，由爱生恨变得如此简单。《六花之印》中相
隔数十年却高度相似的凶杀案，连杀人动机都日此相同，足以看出情杀真的是自古以来最主要的杀人
原因啊。名存实亡的婚姻里，爱人的一方始终是最痛苦的，《莫比乌斯之环》故事中的男女，丈夫自
导自演的谋杀，其实是一场自杀，这个故事里将丈夫的纠结和对妻子的失望放大到了极限，一个人要
有多么的绝望才能制定如此复杂而矛盾的机会，让人嗟叹。在最后一个故事《依子的日记》中，丈夫
为爱痴狂，却还不自知，当妻子的替代者将真相公布才将这份可悲的痴迷展现出来，两个人同写的一
本日记是故事最精妙的存在。不同人的不同感受，却奇迹般的契合，也让人直到揭开谜团的一刻才能
找到真相。《变调二人羽织》每一个故事都有着惊人的逆转，无论是动机还是手段都让人有种意想不
到的惊喜，连城将“罪犯是谁”这个谜题成功的保留到了最后，是对父亲的回应，也成为了推理迷最
想看到的故事。
7、2011年的那个秋天，我怀抱着激动万分的心情完成了与连城老师的邂逅，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一直在到处“推销”他的书并先后买了两本用来传教，不用说，这本书正是我心目中世上文笔最美
的推理小说《一朵桔梗花》。时隔四年，连城老师的这本真正的处女作《变调二人羽织》才姗姗来迟
地得到引进。然而，的确来迟了，因为连城老师本人已经于2013年10月19日去世，享年65岁。当时噩
耗传来，我不禁湿了眼眶，内心不住哀叹，世上再也不会有这么美的推理小说了。是年冬季，我和协
会的同仁在协会BBS上发起了一个纪念逝去推理大师的征文，但因种种原因最终并没有办成，甚至我
自己也没有动笔写点什么。如今，在连城老师逝去两年后的今天，在阅读完老师处女作之后的契机下
，我决定借此机会完成这篇文字，以弥补当年的那份遗憾。1978年，时年30岁的连城三纪彦为了父亲
的一句“无论什么推理故事，一读就能看出罪犯是谁的，太无聊了”，而决心撰写“连父亲都看不出
罪犯是谁的推理小说”，写出了《变调二人羽织》并荣获《幻影城》新人奖，以浪漫本格推理小说家
的身份出道，在社会派当道的日本推理文坛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既不认同社会派的缺乏
想象力，也不满足于本格派单纯对于诡计的执着，而是试图寻求自己独特的写作之路。而正因为如此
，对于读者来说，将这位作家在推理流派中归类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毕竟，松本清张可以有继
承者，艾勒里·奎因也可以有继承者，但连城三纪彦不会有，属于这个流派的，只有他自己而已
。1981年凭《菖蒲之舟》（戻り川心中）获得推理作家协会奖后，连城老师的写作模式逐渐固定下来
，并以所谓“抒情推理”的印象而广为人知。然而，1978年，对于刚刚出道的他来说，虽然后来作品
中的抒情元素已经开始不断出现，但一切的核心恐怕还在于创作“父亲猜不出凶手的推理小说”。而
为了达到此一终极目的，他却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技法与手段，创作出风格迥异的作品，甚至《东京的
某扇门》这样的脑洞大开之作。可以说，《一朵桔梗花》和《宵待草夜情》中的短篇看上去其实十分
相似，而《变调二人羽织》中的五篇作品却各有各自的特色，各有各自的突破方向，或者说，各有各
自的“形”。诚然，作为出道早期的作品（除了《依子的日记》发表于1980年外，前四篇作品均发表
于1978年），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但是那种似乎喷薄欲出的创作野心简直一目了然。这也
正是阅读作家处女作才能获得的感受。可惜，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世上已无连城三纪彦。只不过，
借由此书，我觉得自己仿佛获得了一次与1978年的连城三纪彦，那个为了与卧病在床的父亲交流而写
作的青年连城三纪彦对话的机会。他说，他一直用他的创作，不断回应着父亲的那句话，然而他却始
终未能得到已经病危父亲的回应。他在1981年的后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同时我也希望，能够从读
到这些故事的读者这里，听到最终未能听到的，父亲的回应。”如今，连城老师也许已在天国与父亲
相聚了吧。而这篇文字，作为我，一个故事的读者中的一员，所给出的回应，连城老师，您又是否能
够听到呢？
8、推理小说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对于这样一问题，没有多少阅读经验的读者回答起来反倒会更加得
心应手：“推理小说嘛，是不是那种死了个人，凶手不知道是谁，所有的嫌疑都指向死者的仇人，但
是侦探会在最后找出一个路人甲伏法认罪的故事呢？”面对困局或是死局，既意外又合理的“峰回路
转”、“水落石出”，往往是普通读者眼中推理小说应当有的样子。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使大多数
“推理迷”最终“入坑”的，一定是第一次读某篇推理小说时，因意外的结局而产生的震撼。甚至在
大多数时候，对于一部推理作品的好坏，最简单的标准仍然是它的意外性。“无论什么推理故事，一
读就能看出犯人是谁，太无聊了。”连城三纪彦的父亲的话，差不多也是大多数读者共同的观点吧。

Page 11



《变调二人羽织》

尽管时间上比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短篇集《一朵桔梗花》晚一年，但《变调二人羽织》中的五篇作品才
是作者最早期的尝试。而在这部“原点之作”中，连城也很“坚决”地贯彻了父亲对意外性的强调。
“强行逆转”是这本作品集中作品最突出的特色，而之后作品里的唯美与忧伤，在这些早期作品里同
样也可见端倪。五篇作品中，作为主打的《变调二人羽织》写一位颇具影响力却在私下臭名昭著的落
语家的死亡事件，谜团本身便颇为宏大——死者在自己谢幕演出中，与众目睽睽下被刺死，随后凶器
却不翼而飞。与此同时，一只意外出现在城市上空的仙鹤成为作品的一条伏线，而两个事件最终交织
，构成了这篇既充满欲念纠葛，又不乏浪漫气息的作品。作品提供了“多重解答”，最终的逆转，则
是建立在对死者整个人生的剖析之上。尽管故事展开不足，使得最终的逆转有些唐突，但也算是一篇
完成度较高的短篇作品。事实上，虽然对结局的“苦心孤诣”成为作品最明显的特色，但连城还是在
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他对于人性与情欲的专注。最鲜明的例子要属作品集的最后一篇《依子的日记》
。两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在各自不曾料想的状态下遇见彼此，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了因彼此而产生的纠葛
——在大多数时候，初次遇见总是最具诱惑的时刻，一方面它会因为彼此吸引而显得格外美好，另一
方面则是关于之后的走向，没有人可以预料。而故事的背景被安排在战争期间，收场于战后，则也多
了几分带有悲凉气味的反思吧。有关战争的话题与设定在连城之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算得上是他比
较热衷的话题。总体上说，连城的这本并不出名的短篇集还是值得一看的。尽管意外性的设计多少有
些做作，但对于故事的把握，还是为作品加分不少。而另一方面，在他执着于意外性的早期创作中，
我们不难发觉有关之后作品的“伏笔”——这大概也是读一位作家作品会收获到的额外的乐趣吧。
9、“无论什么推理故事，一读就能看出犯人是谁，太无聊了”，这是日本推理小说家连城三纪彦的
父亲说的话，连城三纪彦说自己的创作是不断回应着这句话。但读连城三纪彦的《变调二人羽织》这
部5个短篇推理小说集子，就会发现其实作者不仅仅是回应这么简单，他在绞尽脑汁得构思，用文学
结构上的布局谋篇来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往往让“谁是凶手”这个读者最在意的部
分变得不再重要。作为同名短篇小说的《变调二人羽织》推理故事设置比较典型，一个酒店宴会厅内
，落语表演者破鹤在进行人生中最后一次表演中被发簪刺死，发簪这个关键凶器消失，而在场的四个
观众每个人都与破鹤有过节，每个人似乎又都没有接近破鹤行凶的机会。是自杀还是他杀，倘若是他
杀，凶手又是谁？围绕这些，刑警龟山进行了一系列推理调查，并与前刑警宇佐木信介用通信的方式
来推动推理故事进展。一个近乎封闭的密室，一人被杀，而其他在场者都有犯罪动机，这个犯罪现场
对于推理迷来说，再熟悉不过。在英国著名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中，就经常借城堡作为
密室进行杀人，而在场者往往与死者有财产、感情纠纷，读阿加莎的推理小说，读者脑袋中会分析小
说中对每一个在场者的表情、语言描写，猜测哪个是真正的凶手。同样是类似的故事设置，若读者在
《变调二人羽织》中也按照往常的推理思维猜测凶手是谁，到最后反而会有小小失望，因为连城三纪
彦这篇小说在探讨推理的多面性和可能性，或者说是连城三纪彦在刚刚写推理小说中的一种刻意实验
。这种实验在其他四篇小说也有体现，每个短篇都各有特色，形式构思各异。如《东京的某扇门》中
语言的插诨打科，《六花之印》中的回环结构设计，《莫比乌斯之环》中的开放式结局，《依子的日
记》中的叙述角色的互换，篇篇有亮点，简直不像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连城三纪彦的推理小说比较偏
重于文学性，语言受日本传统文学影响颇深，更是通过文学手法淡化了“谁是凶手”推理本身。在日
本《名侦探柯南》中，经常是最不可能犯罪的人就是凶手，但读连城三纪彦的小说，最讶异的绝不在
于凶手是谁，而是他的精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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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变调二人羽织》的笔记-第59页

        ⋯⋯最近却会接到一些主妇——疑似那种事爱好者的女性，用暧昧而高亢的声音打来电话，询问
：“那种体位真的能摆出了吗？”与销量相反，印在SM这两个英文字母阴影里的推理二字越印越小，
⋯⋯

2、《变调二人羽织》的笔记-第58页

        小说在奇怪的地方描写得异常逼真，害的咲岛在接下来的整整半个月，每次在家喝酒喝得正高兴
，见妻子故作优雅地捻起一个包子问他“你也来一个吗”的时候，都会被她手上的薄皮包子吓得冒一
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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