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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村庄》

内容概要

告别往昔的好时光，希恩镇陷入了战后的经济困境，但洋基人骨子里的骄傲并未因此消减半分。这时
，一桩惨案激起了希恩镇居民的仇恨，他们抓住了外来的疑凶，并拒绝把他交给警方。一场非法的审
判即将开始，陪审团成员心中却早有定论。在暴民拉起绞索之前，你能否找出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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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村庄》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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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村庄》

书籍目录

埃勒里·奎因 作品年表 第一时期作品： 1929《罗马帽子之谜》 1930《法国粉末之谜》 1931《荷兰鞋
之谜》 1932《希腊棺材之谜》 1932《埃及十字架之谜》 1932《X的悲剧》 1932《Y的悲剧》 1933《X的
悲剧》 1933《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 1933《美国枪之谜》 1933《暹罗连体人之谜》 1934《疯狂下午
茶》 1934《中国橘子之谜》 1935《西班牙披肩之谜》 第二时期作品： 1936《半途之屋》 1937《生死
之门》 1937《恶魔的报酬》 1938《红桃4》 1939《龙牙》 1940《上帝之灯》 第三时期作品： 1942《灾
难之城》 1943《从前有个老女人》 1945《凶手是狐》 1948《十日惊奇》 1949 《九尾怪猫》 1950《双
面莱特》 1951《恶之源》 1952《王者已逝》 1952《犯罪日历》 1953《血色的信》 1954《玻璃村庄》
1955《奎因犯罪调查局》 1956《奎因探长自己的案件》 1958《最后一击》 第四时期作品： 1963《另一
方玩家》 1964《然后在第八天》 1965《三角形的第四边》 1965《奎因出击》 1966《恐怖的研究》 1967
《脸对脸》 1968《铜屋》 1968《逃避》 1968《奎因的推理试验》 1969《他生命中最后的女人》 1971《
美好的私密之地》

Page 4



《玻璃村庄》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越是贫穷，就越恐惧；我们越是恐惧，就越褊狭、越尖酸刻薄、越不安⋯⋯ “年轻人
不能活在亲人的过去里，”她微笑着说，“生命就是试着去破坏计划。死亡就是在牵引机的年代里用
手犁田。改变没有什么不好。到最后，存活下来的都是同样好的事情——我知道你们会说这是‘有价
值的’，不过我喜欢跟上时代。” “你问我，这一切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各位邻人，这和你
大有关系！谁要当穷人？但如果让人在贫穷的自由人与富裕的奴隶之间选择，谁会犹豫？失掉土地难
道比失掉捍卫自己的权利更好吗？那些拿起步枪抵抗农场围篱外英军进攻的农人，是为了保卫他们的
贫穷，还是为了保卫他们独立自主的权利而战？ “对自由人的攻击总是从攻击保护自由的法律开始。
那么，专制暴君是如何攻击那些法律的？首先是这样说：‘我们要暂时把这些法律搁置一旁——现在
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就这样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你的权利就被一项一项地剥夺了。很快，你就没
有权利也没有正义了，你丧失了你的精力和人性，变成了一个工具，只能思考和从事你被允许做的事
。在纳粹德国，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俄国也是如此，你要让这里也变成那样吗？” “没有正义就没
有自由，不是对所有人都同样平等的正义就不是真的正义。对同我们持反对意见或持相同意见的人都
一样，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对拥有外国姓氏和本国姓氏的人都一样。对待天主教徒如同对待新教徒
，对待犹太人就如同对待天主教徒，对待黑人如同对待白人。这些不仅是口号，各位邻人，不是挂在
墙上的美好标语。这是捍卫你们的自由的盔甲。如果能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财
产和生命，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都有危险。把这些告诉你们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
让你们的声音被听到⋯⋯趁现在还来得及！” “一个人，”他慢慢地说，“没错。照那样说来是有些
可笑。但那是因为你把约瑟夫·科瓦尔克齐克想成一个只存在于真空中的人。你说他只是一个人？约
翰尼，这个人不只是约瑟夫·科瓦尔克齐克。他是你，他是我，他是休伯特·哈穆斯——他是每一个
人。事情的开头总是有一个人。一七三五年，在纽约有一个叫做约翰·彼得·曾格的人，一个德国移
民，因为在他自己出版的周刊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而被控妨害治安。这是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名
叫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刊登事实的权利辩护。汉密尔顿成功地让曾格无罪开释，捍卫了美国的
新闻自由。 “总要有人保持警惕，约翰尼。我们很幸运，或许，比我们应得的幸运还多一点儿，一直
都有人在替我们努力。 “人民不总是可以信赖的。人类即使是在民主之中，也太容易退化成为暴民。
所以，希恩镇对抗约瑟夫·科瓦尔克齐克的诉讼中隐含了足以摧毁整个美国的暴风雪，约翰尼。谁能
保护人民并抵御他们最坏的敌人——他们自己，除非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在每一个独立的案子中拒绝放
弃原则。” 科瓦尔克齐克哭了起来，无声地哭泣，那是他在欧洲的黑夜里学会的，那是奴隶哭泣的方
式。不能发出声音，不发出声音才能有尊严地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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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村庄》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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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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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村庄》

精彩书评

1、　　与作者的国名系列和悲剧系列相比这本书的案情设计显然逊色许多，然而作为作者的后期作
品，它在侦探方面的侧重与其经典作品相比本已大大减少，所以我认为从技术巧妙与情节跌宕方面来
评价它并不公平。不妨把它看作是仅仅只是披了一层侦探小说的皮，当然也没有这么夸张，案情比起
某些侦探作品来说也已经是胜出许多了。　　一开始的冗长情节着实让我一阵好忍，再加上自己比较
没文化，历史背景基本一片空白，很多地方云里雾里，只好强行往下推进。　　基本上从死人了开始
，渐入佳境，前面的啰嗦也证明了是在作铺垫。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情节，作为主角的这个人口三
十五的镇子，从头到尾都给人一种不忍卒视的荒诞感。可是这种明明应该是令人生厌的荒唐的存在，
又冲击性地带来超脱的美感。明明这些角色愚蠢粗鄙世俗又做作，充满了我们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的最
难以忍受的缺点，却又还是觉得，好像希望它一直这样存在下去不要改变，好像它就是寄托着某些情
怀的世外桃源一样。　　说得好像成为世外桃源的唯一标准就在于与世界脱节一样⋯⋯不过也许正是
因为它与世隔绝这一点我才有了这么些乱七八糟的脑补和感慨。　　总而言之，扮演故事中侦探一职
的这个角色，在这镇上见识了什么叫乌合之众，他消沉地确认着自己的定见：人们就是没有理性没有
秩序的，看看你眼前这帮人！谋杀案激起了镇民们巨大的愤怒，历史遗留的偏执让他们抵制任何外来
的处理，一帮暴民要自己处理一个被踩在群体愤怒之下的流浪汉。书中的良心角色为了避免暴力悲剧
冲突，假意屈服于群体性暴力的浪潮，顺应安抚着这股偏执而特地组建了实质上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的镇内自主法庭，让这些群众有机会展现他们自己所宣称的正义。　　整个法庭充斥着捉襟见肘的拼
凑感，审判过程处处显露着成见与违规，然而程序的执行一丝不苟，演员们的态度煞有介事，庭上暗
中的算计与较量也从未松懈。这一切只能显得无比严肃郑重，甚至是至高无上；然而它又如此愚蠢滑
稽，在一个法制已经比较完善、人权得到足够尊重的背景下，它无疑只是一个过家家。这样一个法庭
审判，却是良心角色能够让正义最终得到伸张的唯一办法，它是全书荒谬感的最大来源，尽管这个镇
子本身的特点也挺神奇的。最关键的是，这样的荒谬感，只会让人不停想发笑，却又处处深切地感到
悲哀无奈，那是一种啼笑皆非的现实的感觉。　　侦探推理的细节过程贯穿于整个法庭审判中，在我
看来，全书的高潮也持续了这整个漫长的拖得所有人烦躁不安筋疲力尽的审判过程中。在兴味盎然地
观看审判全程中，我不停地笑，笑点还变得越来越低。虽然这三十五个人中有很多我没什么印象了，
但在作者笔下有不少角色的鲜明形象跃然纸上，那个混乱又严肃、正经又愤怒的气氛，也刻画得让我
仿佛身临其境。我深深折服于作者的吐槽，当其中一个角色的耳朵与精神饱受另一个角色折磨后虚弱
地说此人的嘴好像腹泻了一样的时候，我足足笑了一分钟⋯⋯此类槽点不胜枚举。　　审判当然无法
解决问题，侦探的大脑疯狂思考着，暴民们的愤怒已堆积决堤。当然呢，在最后的关键时候正义终于
扬眉吐气了。群众们羞愧别扭傲娇地向被告表达了歉意然后四散逃逸回家，被告作出了鸡汤式的举动
后欢乐奔赴前程，各种喜大普奔，除了死者生前太有魅力而让人很遗憾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侦探初
出场的时候是一种被战争消磨了所有信念、茫然麻木的状态，至于这个破案过程有没有让他最终得到
什么改变升华之类的，就不是我关心的了，我只是有点挺喜欢这个最初设定的，而且他在全书中时常
流露的出戏感也非常萌，更强化了那种不可理喻的感觉。此外那几个良心角色很美，即便是在某些显
得傻里傻气的时候，也让人心动。　　从内涵上来说，感觉作者貌似表达了很多东西的样子，一会儿
是战争的后果，一会儿是历史过去与未来发展，一会儿是自由与正义，一会儿又是人生的信念与教徒
的虔诚，嗯，还有群体的非理性的可怕力量⋯⋯所以究竟表达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而且这种理论性的
东西对于一个没文化的人来说探讨起来太麻烦了，毕竟我只是想要自己不要忘了在读这本书时所获得
的巨大快乐，在这么喜欢它的基础上，给它可怜的人气付出一点点微薄的精力。　　最后，再次致敬
给希恩镇，希望它继续自得其乐地像一片净土一样长存下去，不过我觉得十分有可能我的这种希望纯
粹只是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
2、一群保守而愚昧的居民组织一场貌似很正规的法庭审判，差点冤枉一个外来人谋杀，最后打捞一
辆陷入沼泽的车子从而破案的故事。故事发展比较拖沓，高潮部分非常之短，介绍人物用了很多笔墨
，看了一半还不知到底在干嘛。悬念设置的也不是很有新意，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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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村庄》

章节试读

1、《玻璃村庄》的笔记-第25页

        “年轻人不能活在亲人的过去里，”她微笑着说，“生命就是试着去破坏计划。死亡就是在牵引
机的年代里用手犁田。改变没有什么不好。到最后，存活下来的都是同样好的事情——我知道你们会
说这是‘有价值的’，不过我喜欢跟上时代。”

2、《玻璃村庄》的笔记-第97页

        人们不总是可以信赖的。人类即使是在民主之中，也太容易退化成为暴民。 P97

人类是无秩序的，毫无规律可循，毫无理性可言，在这个处于微妙平衡的世界里，像一只发疯的动物
般到处犯错，砸烂一切，制造混乱，只渴望发泄自身的破坏欲。与众多激进的群众相比，有多少具有
智慧、理性和创造性的人类能够挺身而出？悲惨的少数人，总是与无理性的事物相对抗，最后却被判
定与他们的作品、艺术、预言、器具和城市一同沉沦。 P200

“我希望我已经忘了，记忆是最大的痛苦。问题是，我没能成功地混日子⋯⋯如果能在阳光下生根，
白天进行光合作用，冷眼旁观动物的生活，那会有多好。不过我就像罗尔德达尔笔下的玫瑰一样，当
被剪下时，会尖声大叫。” 

3、《玻璃村庄》的笔记-第4页

        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
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
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
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
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
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否 松岛枫啥的收复失地啥的啥的法师的是
否 松岛枫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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