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謀殺之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謀殺之心》

13位ISBN编号：9789570833508

10位ISBN编号：9570833505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20日

出版社：聯經

作者：P.D.詹姆絲,P. D. James

页数：264頁

译者：楊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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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謀殺之心》

内容概要

「謀殺天后」（Queen of Crime）：英國推理女伯爵詹姆絲（P. D. James），榮獲英國推理小說鑽石匕
首獎、美國推理大師獎，因寫作受封伯爵，被譽為新任「謀殺天后」、「克莉斯蒂接班人」──本書
《謀殺之心》獲《芝加哥每日新聞報》（Chicago Daily News）稱為具有「洞察力、深度和寫作技巧」
，「是一部推理小說的絕佳作品。」
寫作特點：
＊老牌推理女作家P. D. James曾任英國內政部防制犯罪政策部門主管、兼掌統轄法醫等警政相關事務
，她從推理小說下手，不料一寫成名，除了將工作見聞成為小說養料，更領悟推理小說同具藝術內涵
，也有創新空間(更創造出罕見的會寫詩又愛讀詩的詩人探長！）被評論界公認為「謀殺之后」阿嘉莎
．克莉斯蒂的接班人。
＊寫作特點以傳統技法縝密處理情節見長，榮獲被稱為英國推理小說的諾貝爾獎的鑽石匕首獎匕首
獎(Dagger Awards)。歷來的鑽石匕首得主都是著作甚豐（大多數得主出版作品達二、三十本），經年
累月深耕推理田地，風格獨特明顯的老輩作家。因此獲頒鑽石匕首獎對於英國推理作者而言不啻是一
種「終身成就」的肯定。
＊她將古典偵探小說與現代文學融合一體，完成了這項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在女性私家偵探小說興起
之前，她卻已洞察機先寫出迷人的女私探柯荻麗亞．葛雷（Cordelia Gray）。
＊故事情節寫實而有說服力，這些特色皆是建立在她自身的工作就跟警務、法醫、法律程序有關。她
筆下的人物通常都性格壓抑而略帶憂愁，周遭的人際關係一直處於形成、破裂、豁然開朗的循環中。
詹姆絲宣稱她的推理小說能減輕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文字對解剖屍體的過程亦有巨細靡遺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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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
P. D. 詹姆絲（P.D.James，1920-）
出生於英國牛津，二次世界大戰開打時，十幾歲的她曾加入紅十字義勇軍在糧食局工作，憑其學養與
創作，一生得到很高的讚譽。1941年，詹姆絲嫁給醫生厄尼斯特．懷特，之後因遠赴前線的丈夫在戰
後精神失常，在照顧長期臥床的丈夫並養育兩個女兒的情況下，她開始推理創作的寫作生涯，於42歲
時完成首部長篇推理《掩上她的臉》（Cover Her Face, 1962），贏得文壇好評，更發現推理小說和純
文學一樣有廣大的創作空間。而她筆下的亞當．戴立許（Adam Dalgliesh）系列一路書寫、發展，包括
《謀殺之心》、《謀殺展覽室》、《死亡的滋味》、《燈塔》等，其故事特色不僅跳越公式化之外，
神探角色甚至變成無聲的旁觀者。
詹姆絲著作豐富，至今已出版十餘本書，其中不少已經改編成為英美的電影及電視影集，2007年台灣
上映的《末代浩劫》即改編其作品。她服務於英國公職三十餘年，包括警政部門，也曾經是英國國家
廣播公司執行長、及董事會成員之一，目前為英國上議院的議員。由於寫作有成，她獲得許多國際獎
項與榮譽，包括在英國有推理小說諾貝爾獎之稱的「鑽石匕首獎」，並於1991受封為女伯爵、1999年
更獲頒美國偵探作家協會終身成就獎。她現居倫敦及牛津，育有兩位女兒、五位孫女。
P. D.詹姆絲被公認為是「當代最偉大的經典犯罪小說作家」（《倫敦週日時報》〔The London Sunday
Times〕），寫過十餘部小說和自傳。她筆下的犯罪小說屢屢獲得英國、美國、義大利和斯堪地那維亞
的重要獎項，1999年更憑她多年的成就，榮獲美國大師獎的推理小說作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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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承认在看侦探小说时，我有一个非常狭隘的前提：只喜欢波洛，不喜欢除他之外的一切侦探，
包括像本格派的巨匠岛田庄司，侦探之王福尔摩斯。
    --------------
    岛田庄司不是侦探。。。
2、回复二楼，努力咬咬牙，痛苦也就过去了。要不然，就一直是煎熬。
3、呵呵，回一楼的朋友，我晓得岛同学不是侦探，所以我叫他本格派啊。
    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4、　　一本薄薄的侦探小说读了近三个月，其间断断续续，像大学时期背英文词典，每次看都要从
头开始，到了第四次阅读，也不过就是知道开头的几页，一个叫博拉姆的胖女人死了。直到最近下定
决心，把它全部阅读完。我没有查阅PD詹姆斯的资料，但是图书封面上一众宣传词倒是证实了广告这
种东西的效果——一切以实物为准。
　　我承认在看侦探小说时，我有一个非常狭隘的前提：只喜欢波洛，不喜欢除他之外的一切侦探，
包括像本格派的巨匠岛田庄司，侦探之王福尔摩斯。不过，并非我对达格利什百般苛责，只是这位Ｐ
Ｄ笔下的侦探太过平易近人，如同每天经过我们身边毫无特点的路人。即使ＰＤ的重点并非精确细节
的勘察，亦非缜密复杂的逻辑，但在人性的剖析上，事件因果的处理上，都流于表面。
　　还真符合一个老太太讲了一个平庸的故事，有助于睡眠。
5、谋杀官员第二部：物理老师。Done，2013年9月26日
6、　　真的人人都恨博拉姆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在《谋杀之心》一书中，被谋杀的博拉姆只是
一个负责而苛刻的医院行政官员而已，并没有什么骇人听闻的恶行。当然有人对她不满，也有人对她
的位置充满觊觎之心，等等，但也仅此而已，要说人人都恨她，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我为什么要给这篇读书笔记取这样一个不符合情节的标题呢？
　　这实在为了说明推理小说中的一种类型：在这类小说中，受害人往往是一个被仇恨包围的人，几
乎他身边的所有人都由于或光明或阴暗的理由憎恨他，都想置他于死地。于是，当他有一天死于非命
的时候，他周围的所有人便统统成为嫌疑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自己洗脱嫌疑的方法，就是所谓
的不在场证明了。
　　这一类小说，往往会给作者带来极大的空间：当作为读者的我们猜想A是凶手的时候，作者便可
以说是凶手其实是B；而当我们猜B的时候，作者也可以将罪名安放在C的头上。反正，在每个人都有
不在场证明，而凶手又在这群人中间的时候，那其中某人的不在场证明则必然是假的。而由于大家都
有作案动机，因此，无论谁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都不会令人感觉奇怪，更不会在结尾给读者带来所
谓的“意外感”。
　　所以，这一类小说的看点，往往更多的是对于小说主题的深刻挖掘、对各种人物的塑造以及细腻
的写作手法，而不是案件推理的严密性以及诡计谜题的精彩程度。
　　因此，读完《谋杀之心》之后，我首先为警长达尔格里什那极具跳跃性的思维方式叹为观止，并
深感迷惑。明明调查的方向是东，忽然之间达尔格里什跑到了西，然后案件便柳暗花明了，尽管这种
意外性在推理小说中屡见不鲜，但至少要有一点推理的过程吧，否则推理小说不就成了武侠小说了？
一个武功又弱脑筋又差的准傻瓜一夜之间被某位大师来了个醍醐灌顶，于是立刻成为了一代大侠，推
理小说中出现这样的情节，还真是要命啊。
　　其次，我也为小说中罪犯的行为深感迷惑。如果说博拉姆的死，确是动机明确、事出有因的话，
那么，另一位受害人的死便是莫名其妙的紧了。她的死除了给犯罪的帮凶加一层罪过外，我看不出有
任何的意义或必要性。而为什么非要让罪犯的那位帮凶罪加一等呢？我也难以理解，本来，他已是无
法逃脱牢狱之灾了啊。
　　由于这两点的存在，使我在读完《谋杀之心》后略感死亡，而对于最后的凶手的身份也略感死亡
，因为如果把她换成别人的话，似乎也是可以的。
　　这实在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意外啊！
　　
7、開始補P.D.詹姆絲，這本中規中矩吧，但我倒是頭次發現作者嘲諷的本事。
8、10年前我只喜欢福尔摩斯，8年前超爱马普尔小姐和波洛，现在，我接受了奎因，不妨多尝试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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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侦探还有很多。
    PS:握手，三个月了，我的这本谋杀之心还没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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