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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t>推理小说的样板戏，蛊惑人心者的圣经。  <t>美国推理小说之父范达因，传世巨作。他将推理小说
中的理性成分演绎到极至，这个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所撰写的《推理小说二十条守则》
是推理小说历史上最全面、最完整、最严谨的写作戒律，同时也被奎恩等后来者奉为指导其毕生写作
的"圣经"。  1。主教杀人事件  2。格林家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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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格林家杀人事件》
人物表
第1章 祸不单行
第2章 狗急跳墙
第3章 格林大宅
第4章 左轮手枪
第5章 伊人之辞
第6章 姐妹阋墙
第7章 疑影幢幢
第8章 历史重演
第9章 三颗子弹
第10章 抚今追昔
第11章 黑暗之心
第12章 如临深渊
第13章 枪声再起
第14章 鸿飞冥冥
第15章 白日暗杀
⋯⋯
《主教杀人事件》
人物表
第1章 公鸡罗宾死了
第2章 射箭场上
第3章 一段典故
第4章 神秘纸条
第5章 一个女人的尖叫
第7章 万斯找到答案
第8章 第二幕
第9章 张量公式
第10章 拒绝协助
第11章 手枪不见了
第12章 夜半访客
第13章 主教阴影
第14章 一场棋赛
第15章 面访帕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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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美国古典推理代表作，貌似范达因写的这个系列有12部长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目前（可见）的只
有4部。包括《格林家杀人事件》和《主教杀人事件》，后者评价较高。
2、主教那本似乎还在，但格林家杀人事件不见了···我捉鸡啊···我想重新买一套啊···
3、五分不为别的只为范达因准则二十条：“一、 解谜之际，读者务必拥有与侦探平等的机会。所有
的线索得记述清楚。 二、 除了凶犯对侦探必然玩弄的犯罪技巧之外，作者不得刻意以欺骗或是诡计
去愚弄读者”。 很多侦探小说不乏非常有名的那些，往往没有逻辑推理只是在写作技巧上去蒙骗读者
，看这类型的侦探小说其实看的只是小说而已。看完了记得华丽的诡计炫酷的密室多种人物恋爱交织
现在还流行了多项童年阴影，有时候看到这类书，我其实疑惑的是自己是不是在看法治文汇报。
4、烂尾之范达因。
5、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能猜出凶手，感觉有种别人讲了个笑话，却被我说不好笑！但是推理的过程还
是比较有意思的～
6、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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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看了范达因的四本小说。总的来说，作为古典侦探小说的代表作，范达因
的小说还是有其鲜明的特色的。首先，根据范达因本人所写的《推理小说二十条守则》来看，他的作
品全部都遵循着这些在侦探小说写作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规则。英雄式的人物设计，让菲洛·万斯在
众多检警精英的面前，一个接一个的破解出悬而未决的案件。也使得这些本应是精英的人物，在他的
光环照耀下，相形见绌。其次，透彻的案件分析，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跟办案人员相同的环境。而这种
环境，使得那些对于破案颇有兴致的读者，可以以同等的条件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抽丝剥茧，并最终
将犯人绳之以法。在范达因的小说中，每一个罪犯都是智慧过人的。他们犯案的手法利落，布局巧妙
，为人深沉老练，机智狡猾。或待人亲切，或道貌岸然，或潺潺盈弱，或聪明睿智。正因为这些凶手
的智慧，使得读者和小说中的警探们，得以享受一场智慧的游戏。然而，范达因最大的败笔，也就是
在这些聪明过人的罪犯身上。按照范达因的二十条守则中所设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作者的创作
，也在某种形式上，为读者创造了一个比小说中人物更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他们更懂得应当如何
去找寻凶手，而这种找寻的出发点，并不是线索本身，而只是按照条款限制，便可一目了然的。以下
是部分守则的摘抄，从这些条款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范达因小说里的疑犯，甚至是无需侦破，便已
经昭然若揭了。条款内容：二、除凶手对侦探所玩弄的必要犯罪技巧之外，不该刻意欺骗或以不正当
的诡计愚弄读者。三、不可在故事中添加爱情成分，以免非理性的情绪干扰纯粹理性的推演。我们要
的是将凶手送上正义的法庭，而不是将一对苦恋的情侣送上婚姻的圣坛。四、侦探本人或警方搜查人
员不可摇身变为凶手。如此等于拿一分钱铜板，说它是五元金币一样，这是不实的陈述。五、控告凶
手，必须通过逻辑推理，不可假借意外。巧合或没有合理动机的嫌疑犯自白。以后者的方式破案，无
疑是故意驱使读者到一个不可能找到答案之处搜寻，等读者失败回来之后，才告诉他们答案从头到尾
在你口袋之中。这样的作者，不会比一个笑匠好到哪儿去。八、破案只能通过合乎自然的方法。就推
理小说而言，魔术、求神问卜、读心术、降灵符咒或水晶球等等一概列为禁忌。一个根据理性创作的
推理故事，读者才有公平的机会参与斗智，但若和神异的世界竞争，甚至济身四次元的形而上世界缉
凶，读者等于在起跑点就注定输了。十、凶手必须是小说中多少有点分量的角色才行。也就是说，凶
手必须是读者有兴趣，而且多少有所了解的人物。如果小说进行到最后一章，才将罪名加在一个陌生
人，或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身上，那等于是作者自认无能，不配和读者斗智。十一、那些做仆人的，
比方说管家、脚夫、侍者、管理员、厨师等等，不可被选为凶手。因为这样的凶手太明显了，太容易
被找出来，这样的处理实在无法令人满意，读者也会觉得浪费时间。凶手必须是值得花时间花心力去
找的人——通常是最不被怀疑的那个。要是凶手果真是某个卑微的奴仆，那作家实在没必要把这种故
事写成书，让世人铭记于心。十二、就算是连续杀人命案，凶手也只能有一名。当然，凶手可以有共
犯或共谋，但务必只让一人挑起全部的罪行责任，读者的所有怒火必须集中于单一的反派角色身上。
十三、推理小说中，最好不要有秘密组织、帮会或黑手党之类的犯罪团体，否则作者等于在写冒险小
说或间谍小说。一件完美而悬疑的谋杀案，若被这么一大批人马搅和的话，那可就无可挽回地完蛋大
吉了。当然，推理小说中的凶手仍应该有他正当的逃命机会，但如果让整个庞大的秘密组织为他撑腰
（如无所不有的藏匿地点或大批人马的保护），那显然又太过头了。相信一个有自尊心的一流凶手，
在与侦探对决时，不会让自己披上一身无法穿透的盔甲才上场。十七、不可让职业性罪犯负担推理小
说中的犯罪责任。至于那些间空门的小偷恶棍所做的坏事则是警察的责任，不是作家和杰出的业余侦
探的事，这类犯法的事属于刑事组的例行工作。真正吸引人的犯罪，应该出自教堂中某个受人尊敬的
大人物，或是以慈善闻名的老太太之手才是。十八、在推理小说里，犯罪事件到最后绝不能变成意外
或以自杀收场，这种虎头蛇尾的结局，等于是对读者开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大玩笑。要是有人买了这本
书，发现里面的内容全是骗人而要求退钱的话，任何公正的法院都会站在他那边，而将这位欺骗了忠
实读者的作家予以严惩。十九、推理小说里的犯罪动机都是个人的。至于国际阴谋和战略的政治游戏
属于另外一种小说，举例来说，像是特务组织之类的故事。谋杀的情节，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平易近
人，才可以反映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使他们压抑已久的欲望和情绪有所宣泄。再让我们仔细的看一
看范达因的小说，四个杀人案件的主角，不论身份地位的差异，家庭背景的不同，都很巧妙的附和了
每一个条件。也因此，小说中凶嫌的模式型套路，使得范达因的小说缺少了一种惊喜。读者在开篇的
时候，很容易根据涉案人员的表现，一眼便看穿凶手的身份。而之后大部分作品的阅读，只是为了证
实这种猜测。另外，范达因在人物的设置上，对于主要人物的过分突出，给我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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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小说创作的时间是在一次世界打战之后，而当时的DNA鉴定和行为分析学都还并未出现。在
某些客观因素上，使得检警双方，在侦破案件的时候，无法和今天的刑侦人员媲美。而办案方式，也
仅限于简单的口供、尸检和指纹鉴定。虽然，这都是古典侦探小说的特点，但是在范达因的小说中，
检警双方的精英，似乎对于这些已经应用了许久的手法，也显得生疏。反倒是一个对艺术有着卓越见
解的外行人，对于涉案人员的行为分析以及对于证词证物的把握，令一个个本不难解决的案件，反倒
困扰住了所有的警探。这样的人物安排，虽然只是为了更加突出主角的个人魅力，但在读者看来，很
有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嫌疑，也让人觉得，范达因本人对于检警双方，似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和友好的感情。综上所述，虽然范达因无疑是古典侦探小说的代表人物，也因为他的二十条守则，而
应当被广大侦探小说爱好者所敬重。但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新新人类，范达因的作品显然已经无法
满足读者的需求。附注：四篇小说分别为《班森杀人事件》、《金丝雀杀人事件》、《格林家杀人事
件》、《主教杀人事件》。此四篇小说是按照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的，依次看过之后，会发现范
达因小说的成长过程。因此，作为时间上最晚的《主教杀人事件》一书，多少克服了一些作品中失败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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