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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空港杀人案》

内容概要

全日本航空公司专务大竹义明，曾在一次空难中逃生，并认在空难中丧生的一对夫妻的孩子为女儿。
若干年后，大竹义明为了资本财团的利益，巧妙而残忍地制造了一起特大的空难。被他收养的孤女大
竹美和发现了养父的罪恶，在结婚之后又杀死了大竹义明。警方破获了这两起案件，但空难的幕后因
素依然迷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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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森村诚一，1933年1月生于土奇玉县熊谷市，青山学院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曾在饭店从事管理工作10
年。1967年以《大都会》登上文坛。1969年发表《高层的死角》获江户川乱步奖《腐蚀的构造》
获1973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曾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等。主要作品还有《人性的证明》、《野
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恶魔的盛宴》等一百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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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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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空港杀人案》

精彩书评

1、小说开头的两次空难的描写，真的是非常精彩~尤其是对于幸存者被困于极地的恐怖环境中心理变
化的描写，看了让人从心底都结冰了。相对于精彩的空难，后半的密室杀人案就显得简陋了些。很容
易猜到的犯案手法，很容易猜到的凶手，很容易猜到的爱恨情仇~让本该是高潮迭起的破案段落显得
单薄了。而且凶手杀人前的那一段心理变化表述的也太平铺直叙，十分苍白。说服力不太够啊~~~虽
然还是一本挺不错的推理小说，但是比起森村san的名作来还差着档次吧！
2、不知作者目标的读者群是谁，篇头关于空难的描述中，以及中间大段的飞机机械知识未免太枯燥
乏味。是纯技术的推理论证吗？没有精巧的诡计，这种技术性诡计读罢也不知其所以然啊。对于普通
读者，太没必要了。读至大竹专务被杀，才知本篇重点在何处。之后穿插着大量的企业争斗，甚至是
为谷敏之的上司那大段的战争回忆及对人性的拷问，虽有些深意，但与推理主题相去甚远。就算是社
会派推理，也太随意了。几乎每个人物都有详细的心理描写，以及他们生活背后的故事。就连开头那
个空难的人物，都是如此。这种没重点的设置是想迷惑读者还是纯表达作者对人性的考察呢？上述两
者都不需要这样事无巨细的描写。太拖沓，太无意义了。小说情节安排没有节奏感。关于推理部分，
本来警察严谨的推理算是本文的一个亮点，但到最后收尾时，显得草率又言情。一、大竹美和出现在
安彦的保单上，为什么不立即详查？正常人都该想到些许排查重点了。二、小室安彦就仅是因为预感
，就为这次公差投了如此大数目的保单？解释太草率。推理前期，小室以一个阴险狡诈、欺骗妻子财
产的人物出现；后期，又是一个知道自己要死，还忠诚地上飞机的人物。所以小说的最末，小室又是
一个最自我、歹毒的人？三、大竹美和对父亲的态度，未免太多变了。连父母的死亡都可以理解义父
的心情，却因在男女交往上不顺心，便拔刀相向，而后看到义父的作为，又大彻大悟。无论如何，这
情绪波动也太没有逻辑性了，人物性格没有一致性，这个人物塑造得太糟糕了。有人说，不要对社会
派要求太高的推理。即使肯定这个言论，这篇小说在节奏上、人物塑造上，都不算佳作。一颗星给大
竹专务的被杀过程，一颗星给警察推理的缜密。
3、推理小说么，就不做长篇大论了。深入剖析起来往往太容易泄露谜底。开头的空难描写比较精彩
但是并不能归于推理小说的范畴，而且空难幸存者的反应也略有矫揉造作的痕迹。再说本书的推理因
素，空难的调查报告虽然可以说是没少运用推理，但是内容都是关于飞机的技术层面的，难以给读者
参与感和公平性。关于书中提到的二重密室，其中一重的创意不错，可是另一重虽然带着“社会派”
的烙印，却在知晓真相之后给读者们多少有些被戏弄的感觉（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这本书就
是“森村诚一的最高水平”或者“社会派代表作”的话就太令人失望了，毕竟作者所描述的还是一个
具有一定戏剧性和偶然性的故事。而且所展开的日本战后大财团争斗得你死我活的社会背景也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难以越过时间和空间，引起广泛的共鸣。总评：不少人对这本书赞不绝口，可个人感觉
相当一般（再加上读完后与评论不符的失落感）。个人认为社会派里不乏比这本书更优秀、更令人深
思的作品。《东京空港杀人案》尽管大体上没有错误，却在侦探小说的根本——推理环节还不够精彩
，开头的空难描写或是故事各个角色中人性的闪光，反而有喧宾夺主之嫌了。7.5分。
4、在某网站找到电子版，于是又趁着地铁或排队的间隙，把这部小说看完了。虽然这期间上下班坐
地铁都捧着本《献给虚无的供物》，但是毕竟手机比较方便，随手拈出恣意信目数行，反而很快就把
这本《东京空港杀人案》用自己的猪蹄从头按到尾。不过在阅读过程之中，上了豆瓣想看一下评论，
竟然给寥寥数行的模板型简介给通透地华丽泄底了。-----------------------------------------------------坠
机（涉及《CSI：MIAMI》等电视剧的剧透，慎入）-----------------------------------------------------这
部小说开篇就是坠机，而主体部分的两个专案组的案子其中一个也是坠机。看过的罪案片中的情节中
，坠机也并不少见。比如《CSI：MIAMI》中，有一集是小型包机乘客因为发生争执，一女乘客被推
下飞机，在被推出仓外时，其所穿的高跟鞋脱落，然后被卷入飞机的发动机，引起坠机。另一集的坠
机则更加离奇，机场周围的居民为了抗议机场在午夜12点以后起降飞机，用随处可以买到的手持激光
束照射飞机，引起飞行员眼睛暂时视物模糊，从而坠机。坠机的发生一般都会导致巨大的人身和财产
损失，因此，如果不是恐怖行为，很少故意使用坠机作为谋杀手段，前面两个故事中的坠机都不是肇
事者故意引发的，都是处属于意外。而《东京空港杀人案》中，第二次坠机的起因是巨大商业利益和
纯粹个人恩怨交织而成的，虽然这部小说属于在当时来说比较清新的社会派推理，不过动机似乎仍然
隐隐萦绕着变格风格的复仇气息。-----密室-----小说中的密室属于典型的心理密室，完全可以在卡尔
的密室讲义中找到匹配的类型。虽然依赖于一些巧合，但总的来说，这类个密室的实现与人物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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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空港杀人案》

心理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人物当时的这种心理状态产生于自己讳莫的过往与自我矛盾的人性的纠结
。----人---小说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比如雪地坠机时乘客从乐观互助到只求自顾，商业集团为
了自己的巨大利益不惜采取很大的代价，事故调查组中的公务员追求真相的热血激情，以及其与遗孀
游走在道德边缘的暧昧，等等。似乎人物形象丰富多彩，但对于这些丰富而多变的人物的描写，似乎
过于单纯化。比如开场的雪地坠机，一开始大家你谦我让，氛围融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生还机会
变得渺茫，大家的态度和行为越来越极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只是人物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作者似乎并不想展现人面对生存和利益时的权衡和挣扎，人物内心的起伏完
全淹没在了北方的冰雪之中，作者只是想把这种面对攸关存亡时人物转变的表象很煽情地展现出来，
从而为之后的主体案件提供动机的支持。那个公务员从热血澎湃到最后似乎是无奈的面对巨大的利益
团体的转变似乎也是如此。可能我最近一些美国电视剧看多了，比如《HOUSE》、《LIE TO ME》，
这些剧集对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分析有时候很赤裸。而看森村诚一清新纯真的文风反而需要自我调整
一下。
5、关于此书，纳兰大大给了100分的满分，但对于我来说，这个诡计实在太平淡了——躲在门背后的
方式实在是没有震撼力。通篇来看，森村的文笔还是不错的，前面雪原逃生的段落情节紧凑，惊心动
魄，扣人心弦，但后面飞机坠毁却又灌了许多水（虽然对现实的揭露入木三分）。。。唉。不过，此
书最为震撼我的还是大竹义明这个人物。他可以在雪原绝境中不惧背负“杀人者”、“恶鬼”的骂名
，毅然决然的带着剩余的人出逃，并成功挽回10人性命，避免全军覆没，他可以终身不娶扶养养女，
只为赎罪，但他却又可以为养女的幸福牺牲138名无辜乘客的性命。归根结底，大竹就只是一个自私的
人而已，为健康的生者（包括自己）而直接致伤者于死地，为自己的女儿不惜大开杀戒，自私得让人
后背发凉。人真是一种自私的动物，真是可怕。
6、典型的社会派推理作品，也是典型的森村作品，几条明暗线交织间揭露着那些吃人的黑暗。不过
相较整个故事来说，开头对坠机生还者求生的描写倒是更让人印象深刻。
7、个人以为，东京空港比证明三部曲好看过瘾首先感谢暗夜花儿开给我推荐了《东京空港杀人事件
》这样好看的小说。今天刚刚看完，感觉这本书比森村的证明三部曲要好看。东京空港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刻画的人性更复杂更多样，即使邪恶残酷如主犯、共犯，也不得不说，TA们在某些方面是美好甚
至崇高的；而富有正义感或者富有责任心的好人，则也都具有这样那样的反面品质，乃至上一刻是个
谦谦君子、充满人性，下一刻就穷凶极恶、毫无人性；这本书里，你随时都要提防哪个正派十足的角
色什么时候瞬间蜕变为彻头彻尾的真小人，而且这种蜕变令人胆寒的同时也发人深思；因为好几处，
连我自己都觉得，到了那种场合，没准自己也不会再要人性了。人证、野证虽然也是如此进行人物刻
画，但是人证重点刻画以反映人性的角色屈指可数，而且人证属于单主题，所有人物刻画都要忠于那
个主题，所以自然性格的复杂度就没有东京空港大了；野证虽然刻画了一群人，但是其实这些人都可
以归为两类人，一类是男女主角这两个角色，一类是其他所有登场角色。其次是诡计，无需说，证明
三部曲没什么诡计，就像奎因的《Z的悲剧》、《希腊棺材》一样，通书全靠严密强大的大幅推理支
起故事架构以弥补诡计上的弱势；而东京空港案子众多，那个二重密室的某一重确实是个盲点，简单
至极但是就是不容易想到，堪比犹大之窗的那个盲点。我感觉这种简单、可行性强、又不易想到的密
室诡计，没准会给当代哪些漫画、推理剧、一分钟破案抄得去或者借鉴得去。此外东京空港还有两起
坠机事件等其他花招。推理也不弱，举个例子，为证明飞机失事不是因为偶然因素，某个角色足足列
举九条证据来驳斥，而且都是有头有脸有根有据，绝对不同于毒巧克力那种凑数的列举。森村严谨负
责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第三是动机，个人觉得最重凶手的动机与坦白交代的动机都更可靠更贴近生
活。看到结局我不是一般地深有触动。而且动机一直隐藏到小说的最后一刻才揭晓，证明三部曲我们
要么是早早就知道了，要么是早早就能猜到了。第四是不可预知性，人证的凶手从一开头就告诉读者
了，隐藏得好的只有某个次要角色的身份；野证同理，增加一条主角的命运一直飘忽不定、牵动着读
者；东京空港则不同，我完全预想不到哪个“准正派”会在什么时候忽然撕掉多年伪装、原形毕露，
彻底变得丑陋邪恶；也料不到哪个“准反派”会在什么时候忽然展示出他人性中至善的一面，变得令
人肃然起敬。森村这本书中很难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善恶都只是一时的，它会随着时间、随着遭遇
而改变，有的只是法律意义上有罪的和无罪的人。此书的不足是第三百几十页的时候曾花不少篇幅介
绍飞机机型、构造的知识和公司两股势力勾心斗角的历史，虽然后面看来，这些篇幅绝对有交代的必
要，但是最初看到这儿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三十多页挺烦的，不过这些东西都是虚晃一枪，读者尽管跳
过就可以了（我就是飞速翻过去的）。我觉得东京空港相比证明三部曲更适合作森村最高水平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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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8、个人觉得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双重密室是个亮点，虽然手法看似简单，但是在看的过程中要推理
出来还是较难的，应该是经常住酒店的读者才较有经验推理出来！这本书比起其他推理小说还有一个
亮点就是对于道德两难问题的探讨，大竹明义当年抛下其他受伤者去寻找生路，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对
还是错？恐怕没人能定义，但不能否认这种事情的的确确会发生在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在生命面前
到底要如何选择，读完这本小说我的感触很深。给了四星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二重密室很精彩，还有一
方面就是一开始飞机失事的精彩描绘，还有大竹明义的做法引人读者的深思。至于扣掉一颗星在于150
多页之前那些飞机的描写太详细了，个人觉得对于非理科生读者阅读过于枯燥，似乎也没有必要！最
后，深深BS下群众出版社，尼玛哪有人在简介里把凶手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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