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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子的救赎》

内容概要

“恐怖小说最高杰作”午夜凶铃系列震撼的最新作
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女孩 像她这样令人害怕而又牵肠挂肚
改编电影由加藤爱（《草莓之夜》）×桥本爱（《替身》）联袂主演
不流血，却将惊悚一点一点渗透到人心底。——产经新闻（日）
从离奇的开端，到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亚洲斯蒂芬·金”式的小说令人难以释卷。——图书馆期
刊（美）
铃木光司使世界开始了解日本的惊悚小说。——朝日新闻（日）

在幻想的内核之外，冷静地层层裹以恐怖的超自然现象，有着超乎寻常的魔力。——时代周刊（美）

铃木光司掀起的惊悚风潮难以超越。——读卖新闻（日）
“恐怖小说第一人”铃木光司继续贞子传奇系列——
基因改造、病毒变异、3D打印之克隆传播、平行宇宙⋯⋯
一本书讲述智能时代最重要的谜题！

年轻的安藤孝则收到了一段网络视频：一个死刑犯的最后时刻。然而每次打开那段视频，绞死犯人的
绳索都会往下滑，直至画面中只剩下悬空的悬索——犯人逃脱！
这段恐怖视频威胁到他的新婚妻子鲇川茜的性命，甚至威胁到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贞子将在云时代
复活，更可怕的是以贞子为目标，杀戮正在进行，真正的恐怖也将随之降临。
猎杀贞子的黑暗势力与保护贞子的正义力量展开生死角逐，安藤孝则要保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妻子和孩
子，还有整个人类世界的生态系统⋯⋯
铃木光司将其擅长的氛围营造移植到了虚拟网络时代，成就这部瞩目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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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子的救赎》

作者简介

铃木光司（Koji Suzuki）：
日本著名作家，以“午夜凶铃”系列享誉文坛，被誉为恐怖悬疑最高杰作。他的作品以缜密精致的构
思与匪素所思的想象力著称，虽然从来不出现对恐怖事物的正面具体描写，然而仅仅通过对氛围的营
造就给人以极度恐怖的感觉。这种写作造诣为他赢得了“恐怖小说第一人”与“氛围大师”的称号。
他的午夜凶铃系列被东西方评论界公认为“极度恐怖与极限想象完美结合”的典范。该系列最新作品
分别为《S》（贞子的救赎）和《TIDE》（贞子的献身），继续云时代的贞子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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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子的救赎》

书籍目录

序曲
渺远之记忆
冥冥种的指引
午夜凶铃
噩梦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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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子的救赎》

精彩短评

1、不错 用两天看完的  平时一个礼拜都看不了一本书
2、有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读读看。
3、一口气看完。高中看完《RING》四部曲后再看这个有点后传意味的故事，呃，一直不觉得贞子系
列的小说是恐怖小说（除非脑补电影的形象），这本小说就简直和恐怖无缘，结尾更有点像卫斯理的
感觉，高山龙司要转生为“神”⋯二维三维四维什么的作者脑洞越开越大一发不可收拾，但就喜欢这
种一本正经说道理的“一本道”式小说。
4、感觉有点续貂，而且明显没写完，不知道下一本会是什么内容。
5、果然无论是「三体」还是「午夜凶铃」最高的战役都是高维度对低维度的抗击。最大的好就
是recap了一遍前4本的内容概要！瞬间都清晰了！（15.11.19）
6、这个故事讲不完了。
7、铃木光司的世界氛围令人发麻，逻辑严密，除了新村的动机比较费解之外。这本其实没有什么新
的东西，依旧是高维度世界对低维度世界做出的干涉、环状病毒与S型病毒、贞子的借腹复生，不过
能重新看到高山龙司还是很开心。类型小说似乎摆脱不了人物扁平化成叙事符号的缺陷。
8、接着第四本写的续，故事却在第四本的那个时间段里面
9、噗噗
10、没有鬼怪，只有高一个维度的生命，没有复仇，只有环形病毒和S型病毒。
11、多年后的续集，风格和质量依然统一，悬念和节奏依然抓人，每一部都给读者新认知和新留白的
做法也完全没变，太棒了！可惜电影向“恐怖”的路子发展，多少埋没了一本科幻杰作。
12、很吸引人，一口气看完
13、三星半，觉得没前四作氛围塑造的好。
14、这部小说延续了《午夜凶铃》，但又不恐怖⋯⋯只是陈述一件事情⋯⋯移植到网络时代，反而不
恐怖了，只是可惜啊！
15、等了将近十年，没想到居然还能出续集，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啊。
16、时隔五六年看第五本，还担心前面情节忘了影响阅读，结果竟然非常亲切的把前四本概括了一遍
，这系列特别明显的特点前半段怪力乱神，后半段走近科学
17、在小小社区的阅览室看完⋯⋯完全沉溺在故事的世界里，一下子，三个小时过去。没有数看了多
少页。恐怖小说类型的书，这是我今年的第一本。揭开贞子是怎么死的。对《午夜凶铃》解释一番，
这故事还是挺贴近社会的，用u盘不是录像带来传播了。
18、纯炒冷饭，无诚意
19、一个字，好看
20、炒冷饭的感觉
21、说实话挺失望的，铃木光司对于氛围渲染的功力还是很强的，调动感官让人如临其境，但故事的
推进有点牵强，给出的解释也过于荒谬，因为脱离现实反而使恐怖感下降，感觉这本书明显是受了《
忒修斯之船》的影响
22、其实系列读完，感觉贞子的作用有点，飘忽不定，每部都给了相应合理的解释。
23、对系列粉来说挺好看，但对前作太剧透了。
24、略显平凡，读下来并无太大感触
25、全书没高潮，不过看到贞子还是很亲切，期待下一部
26、新元素看似层出不穷，但大都单向重复乏味，当今信息爆炸式的传播速度，已经超出了铃木的掌
控范围，真令人不安。
27、铃木光司的氛围描写让人毛骨悚然！
28、无聊 就封面吓人
29、《午夜凶铃》四部曲的后传。《午夜凶铃》是一部很精彩的科幻小说。这本书本身虽然故事一般
，但能再看到贞子的故事还是很亲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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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子的救赎》

精彩书评

1、深夜，一人在家。或许是事前臆想的心理暗示，我认为这本书够惊悚的。　　看罢回想，与其说
是恐怖小说，不如说是 一部优秀的推理小说。 　　带着肾上腺刺激的惊悚推理小说。 　　两天断续
读完。 　　当中有些观点挺有新意，理论穿插，用以解释故事来龙去脉，丝毫不生硬。这其实是写作
者很难做到的，铃木光司做得很好。 　　PS：依然非常不希望拍成电影。 　　一直不敢把书正面朝
上，诅咒的暗示深深烙印。 　　 　　呼~看完也算一个解脱。
2、天然痘是什么鬼，一种青春痘吗？看过系列前作的都知道是天花吧。长尾成了日本最后一位天然
痘研究者，他不是最后一位天花患者吗？至于什么研究者，最多也就是个肺结核医生吧。还有一部分
错别字，最后的文风看起来有些业余，没有日文原本对照，不知是铃木光司本人问题还是翻译问题。
以下涉及情节，我当年对铃木光司前作四部都非常满意，但这次给我江郎才尽的感觉：前文铺垫太久
，语言啰嗦，一章过去故事的信息量还不如前作寥寥数页，冗长的铺垫对气氛营造也无帮助，与情节
无关的背景交代太多余。随便举两例，茜的教师同事大桥善子，完全没有任何出场必要。对于孝则选
择打车还是步行从工作室回家，居然写了一页。像前作『工厂的照明灯投射在漆黑的海面上，静静地
拉出一道长影。』『工厂的外墙上交缠着无数管线，令人联想到人体内错综复杂的血管。』『后视镜
反映出东京的天空，乌云在上空诡异地飘荡、蠕动着，隐约透露出一种不祥的警示。』这样压抑又引
人入胜的环境描写也几乎找不到了。噩梦一章就在对前作故事的复述及些微拓展中结束，最精彩也就
是复述前作的那段了，之后再度回归平淡无奇，没有命悬一线的死亡期限，没有精彩的分析推理，恶
魔是个没有超自然能力的少女诱拐者，而且犯罪对象仅限于贞子的复制品，从开始就刻意渲染诡异恐
怖的视频竟然是龙司善意所作，整个故事都显得毫无攻击力。本寄希望尾声能像第一部一样有一个让
人不寒而栗的反转的，结果令人失望。前面做了无数描写，最后那个凶残又神秘的新村却看起来像是
打酱油的，而龙司监视与拯救贞子的动机也欠说服力，前作的环界变成了维度空间，不统一也欠科学
性。此外，这本书还显露了铃木光司对互联网时代题材的把握不佳，对新概念的了解流于表面，作为
老作家，我觉得写自己了解和经历的时代更稳妥也更真实，更有代入感：『茜从手机通讯录中找出孝
则的号码，正准备按下通话键。这时她注意到屏幕上有个微小的变化，在屏幕上方有一个符号在不断
闪动着，它散发出微弱的光芒，与茜内心世界中警示灯的闪动频率保持着相同节奏。这种符号茜还是
第一次看见，起初她并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不过，在她凝视着它的过程中，逐渐理解了其含义。应
该是有人正在利用GPS功能，查找自己所在的方位⋯⋯』『“很简单！这里写着同学会干事松冈义男
的邮箱地址。我先给松冈发送邮件，通过附件给他装一个特殊软件。嗯，就是相当于病毒之类的程序
。这样一来，我就攻占了松冈的电脑，可以对其进行远程操作。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他电脑上保存的
数据，找到所需信息。只要新村的邮箱也在同学会的邮箱列表之列，几乎就达到目的了。我可以通过
松冈进入新村的电脑，或者用松冈的邮箱给新村发邮件，通过程序攻占他的电脑。⋯⋯只要有网络，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反正我是笑场了。
3、深夜，一人在家。或许是事前臆想的心理暗示，我认为这本书够惊悚的。看罢回想，与其说是恐
怖小说，不如说是 一部优秀的推理小说。带着肾上腺刺激的惊悚推理小说。两天断续读完。当中有些
观点挺有新意，理论穿插，用以解释故事来龙去脉，丝毫不生硬。这其实是写作者很难做到的，铃木
光司做得很好。PS：依然非常不希望拍成电影。一直不敢把书正面朝上，诅咒的暗示深深烙印。呼~
看完也算一个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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