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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13》

内容概要

《悖论13》是东野圭吾作品中少见的末世题材悬疑作品，被称为《嫌疑人X的献身》以来久违的杰作
。
东京。3月13日黑色星期五，13时13分13秒。
警察冬树在抓捕歹徒时中弹，但下一刻他发现自己还活着，而且没有受伤，只是其他人都凭空消失了
，四下里都是火灾和事故，城市变为废墟。他到处寻找，陆续遇到其他12个幸存者，大家汇在一起艰
难求生。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国家、社会荡然无存，台风、海啸、地震、疾病轮番袭击，有人内斗，有人死去
，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极力抹杀他们。就在队伍濒临崩溃时，他们得到一次逃生的机会，时间只有13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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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13》

作者简介

东野圭吾，日本著名作家，直木奖、吉川英治奖、推理作家协会奖、江户川乱步奖、本格推理小说大
奖等日本重要文学奖项得主，2009—2013年日本票选最受欢迎作家第1名，作品中文版系列销量已突
破600万册。
1985年，凭《放学后》获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周刊文春》推理小说榜年度第1名；
1999年，《白夜行》获《周刊文春》推理小说榜年度第1名、本格推理小说榜年度第2名；《秘密》获
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2005年出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史无前例地将第134届直木奖、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以及三大推
理小说排行榜年度第1名一并斩获；
2008年，《流星之绊》获第43届新风奖；
2009年出版的《新参者》获两大推理小说排行榜年度第1名；
2011年，《麒麟之翼》获日本权威书评杂志《达文西》年度推理小说第1名；
2012年，《解忧杂货店》获第7届中央公论文艺奖。
2014年，《祈りの幕が下りる時》获第48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早期作品多为精巧细致的本格推理，后期笔锋越发老辣，文字鲜加雕琢，叙述简练凶狠，情节跌宕诡
异，故事架构几至匪夷所思的地步，多以推理悬疑描绘幽微人性，擅长从极不合理处写出极合理的故
事，功力之深令人瞠目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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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13》

精彩短评

1、结局一般吧。。。
2、有趣的设定，读起来挺有意思的，结局很坑很突然。科幻or奇幻设定不追求逻辑真实是日式小说的
通性？
3、最大的感受就是遗憾，可能就是因为有遗憾才觉得更真实，最后几章更有吸引力，我这是头一次
看一本说忍住没有看结局，这样，加深了看完结局后的感受。
4、东野圭吾的脑洞真是大的出奇。诚哉之所以是一行人中的灵魂人物，是因为他看问题的全面性以
及对人性认识的透彻吧 。可却不喜欢到后来他的强势。可能这也是冬树一直对哥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害怕的原因吧
5、心潮澎湃
6、非常喜欢，像看大片，想象力丰富，对人性的刻画很深入
7、闲暇时间，最喜欢看的就是东野圭吾的文字写下的黑暗的人性。轻松有趣。
8、一本什么都没有讲的书，真不是东野的水准。
9、多少有点科幻成分感觉还不是特别擅长吧，得用很大力气才能替作者自圆其说，主角光环也是rnb
10、神奇的十三秒。你是选择延续生命还是选择伸张正义？逃离后的相遇，东野圭吾是个作家不觉得
像推理小说家。
11、无论怎么样结尾都⋯⋯
12、科幻灾难片，挺过瘾，只是夏娃那块有点扯淡。最后的结局不喜欢，但也在情理之中。
13、引起了人对于人性的思考。
14、中間棄看了
15、一场精彩的生存游戏
16、末日题材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灾难放大了人性中的善与恶，现实生活中难以处理的矛盾和纠结，
在灾难面前都需要面对和解决。
17、只有我全程都在想那一个月怎么没有人来姨妈嘛？
18、...虽然是科幻向，但描写得好压抑，最后15%是最压抑的。看完很不舒服，总有一种日本作家骨子
里是不是常常抑塞着的感受⋯⋯读到后面小火煎心的感觉orz
19、老套设定中找到一丝新意，环境与心理刻画到位，情节十分吸引我。唯一不足感觉夏娃提议有点
说不通，人类并未濒临灭绝，费那劲干啥？
20、东野最擅长的人性描写其实在这本里并不突出。很多矛盾冲突都不咸不淡地过去了。不过阅读感
保持着一贯的水准。
21、除了夏娃那个梗。。。其他都好
22、我以为我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一切都来得及挽回，可醒来了，我却忘记了我所经历的，那不是我
了
23、开始看就停不来了，喜欢平行空间的逻辑
24、呃，想起了美国末日这游戏的感觉，除了没丧尸...
25、有点拖沓，大概觉得科幻小说就应该有强烈的紧迫感，悖论里感觉不到。不过还是挺有创意的题
材。
26、结局是不是写得太快了...
27、东野的末日类书 人性和绝望的刻画 脑洞挺大的 
28、这本书怎么说呢，属于那种我知道我读之前觉得自己不会看第二遍，看完之后确定自己不会看第
二遍的那种书。一些地方的情节设计不够流畅、一些细节也不到位，勉强打4星。
29、喜欢这本！科幻做底，末世为壳。既不是简单在说”如果世界改变，善恶也会改变“，更不是什
么假借科技概念的灌水之作。依旧是对复杂人性的关注、研习。人的一生中也许不会遇到极致的生存
考验，但是变动总会有，这期间如何“活得像个真正的人”才是他想要表达的。而变动中每个人的选
择更是耐人寻味的。-2015.9阅
30、东野圭吾在写的，都是人，和社会的关系。
31、读完之后，感觉是一群人做了一场荒唐绮丽的梦，不过书里面很多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2、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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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13》

33、You will never know.
34、对平行世界解释的还挺清楚，如果能拍成电影应该是部不错的灾难片
35、还是蛮好看的⋯⋯
36、还没读过这本的可以不用读了
37、看完了⋯⋯内心却异常平静...又回到了生活的世界，大家似乎都忘记了另一个在平行时空挣扎着
活下去的自己，忘记了那一段时光。诚哉为了救菜菜美，后来又为了弟弟不被自己拖累第一次从口中
说出了放弃二字。结尾一一交代众人的结局，冬树表达了自己对哥哥的尊敬 相信哥哥爱着他....这几句
真的很感人⋯⋯冬树和明日香的邂逅无疑是作者给读者的一丝慰藉。天助自助者。不禁想，我们现在
安然无事的坐在这里，是否就是平行时空的另一个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艰难活下去所创造的奇迹？
38、@Cambrian Hall
39、一直写推理小说的东野圭吾大神居然也会写末日题材的科幻作品，并且脑洞大开～其实小说的世
界观设定和对人物关系的描述都挺好的，直到诚哉让女性做夏娃这一段，这一情节实在有点荒唐，在
自己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还能考虑到人类的繁衍和延续，怎么想都不太合理。个人认为小说中
塑造最成功，特点最鲜明的角色是明日香和河濑
40、还不错。没想到东西给我能把世界末日这个题材讲得如此的有深度。
41、好看！就是东野的脑残粉！剧情本身还是很吸引人的，人设上唯一的诟病就是夏娃⋯满满的正能
量，只有努力活下去才会发生奇迹。
42、滥俗，看的时候总是想起2012
43、结局不好啊
44、平行世界是个新鲜而又老生常谈的话题，看过最深刻的当属Fringe。东野大叔的描写很有画面感又
总能把人性的挣扎刻画的淋漓尽致，这篇和其他的风格不同，挺意外的收获。
45、这节奏是东野大叔也在尝试科幻小说了么。平行世界的设定并不新鲜，不过作者叶并未过多纠结
于如何去丰满他并不擅长的领域，而是刻画起了绝境下人心的变化。我一直都认为，作者对人性的描
写是非常细致和直接的，这也是我喜欢读他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46、本以为能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 结果 是本科幻小说
47、在绝望的世界中坚持生的希望，只要活着就有各种可能。
48、除了结局太仓促了，其他都很有意思。
49、这本书在日本绝对适合拍成科幻类型的电影，这完全就已经是电影剧本了。
50、宏达的背景，残酷的现实。绝境中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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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完小说觉得一般的，如果有耐心读完下面的文字，可能就觉得不一般了。“平行世界”这个老
生常谈的科幻理论，对于大多数科幻迷来说可谓是烂大街的老梗，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这个题材几乎
没有什么可供挖掘的深度了，为什么大名鼎鼎的东野圭吾先生，会在自己写作生涯的晚期，挑战这个
吃力不讨好的熟套题材，实在令人费解。同样的故事题材，美国恐怖小说大师史蒂芬金早在1995年写
作的《时间裂缝》（the langoliers）就涉及过关于“平行空间”的故事了，东野圭吾先生应该也多少借
鉴了老前辈的经典题材吧，甚至连故事大纲都极其相似，都是一群人因为某种原因（比如遇难）而进
入一种异度空间（或理解为平行时间，或平行世界都可以），再添加一些自己拿手的日式励志和人性
的丑陋，就堂而皇之的拿出来推销给读者了，不免有旧瓶装新酒之嫌，难怪有人责难东野圭吾已江郎
才尽。比如，如果你是直接百度了这篇故事的梗概，或者是快速阅读（一开始我就是跳着看完）很可
能也是以上的观后感，东野圭吾的科幻小说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如果你在阅读时，仔细留意一些小
说中的细节，你话可能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科幻”元素了。东野的小说，往往开篇就很吸引人
，偏偏这篇“悖论13”的开篇却用很长的篇幅讲诉着“某种伪科学理论”，这本身就不是东野擅长的
，读起来也颇让人昏昏欲睡有弃坑的冲动，不过，这段枯燥的“伪科学理论”却是后面一些微妙细节
的铺垫，开门见山的说，《悖论13》从故事性来说没有超越史蒂芬金先生《时间裂缝》的地方，甚至
从篇幅上来说更罗嗦缛长，但是从“科幻”这个词来讲，东野先生在史蒂芬金的基础上却是实实的进
步了一大步，之间的区别就是放进了“猫箱”这个科幻概念。总体而言，已经有不计其数的科幻作品
涉及本文所说的“平行世界”（关于叫法有很多种，如时间穿越，黑洞，虫洞，异度空间，时间旅行
等等，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两大类：1。穿越时空会改变历史的（经典代表《
蝴蝶效应》）2。穿越时空不会改变历史的（经典代表《13猴子》）第一种类型的科幻作品最多，因为
相对的，作者创作时可以更天马行空，包括国内盛行的大量粗制滥造的穿越剧都可以包括在内，但是
这类作品容易产生bug，比如经典的“祖母悖论”。这里第二种类型，如《13猴子》，其实是一种“宿
命论”，也就是“历史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因为哪怕你回到过去，试图改变什么的时候，这时的“
你”已经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了。这两种理论的科幻作品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于是有的科幻作
家试图在它们中间找到第三条路径，即“猫箱理论”。也有叫法是“薛定谔猫理论”（脑补可百度）
粗旷的解释就是，未来（可变的部分）会因为观察者的改变而改变。（原理论用箱中猫的“生”或“
死”其实有点误导读者，更贴切的比喻被观察者的是A面或B面）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关于“第
一种类型”的穿越剧，会出现某种“无脑”穿越，比如穿越回过去拯救全世界啊，改变人类未来啊等
等不一而足，这样的想法固然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愿望，但如果从重视逻辑的“硬科幻”作品来说，先
不说时间线上可能出现的逻辑错误，有个核心问题就是这种“改变历史”的能量从何而来？我以前看
到过这样的穿越公式： Y（未来）=x（未定因数）+y（未定因数）+z（未定因数）而最极端的时间穿
越科幻作品中，xyz都是相互影响的，比我可以改变未来世界，而你也可以改变，还有其他很多因素都
可以改变，而我们又在不断的相互叠加自己对未来产生的影响，于是就回产生无数个时间（或纬度）
轴上的无数个未来世界，那么问题来了，创造（或改变）这么多不同世界的未来（或者称为空间）不
需要超巨大的能量吗？于是，很多科幻作品中，产生时空裂缝的诱因多是陨石，彗星，大爆炸之类的
起因，算是负责任的表示，引起时空裂缝的（穿越）起因，必然是一股巨大的能量，然而产生能改变
时空的黑洞到底需要多大的能量呢？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欧洲量子对撞机（同类型神作：命运石之
门里主角口中的“机构”）能把质量忽略不计的质子加速到1毫秒左右的“未来”，这已经是人类目
前制造的“黑洞”能产生最大能量了（所以，命运石之门里，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穿越时光机器”只
能传送47kb的物质回过去，也就是一条短信的大小）所以，在严肃的作品中，不加限制的穿越和改变
过去，都是违背科学逻辑的，于是，有有人提出新的穿越公式： Y（未来）=x（未定因数）+y（既定
因数）+z（未可知因数）和前面的穿越公式相比较，y和z都是相对不变的，变量只剩下了x那么，重点
来啦，这也就是这部作品不同于以往，得到升华的地方。“悖论13”中以冬树一行人的死为契机（其
实任何因素都可以，随作者意愿），让他们13人“穿越”来到“另一个世界”，如果按照第一种穿越
类型，这里确实是熟套的剧情，但是，这里如果你注意细节的话，小说中，并不是冬树他们穿越来到
“另一个世界”，而是他们被从原来的世界中“抽离”了出去，成为了“未知因数x”。表面上看，
这似乎只是换了种说法而已，其实完全不一样。（以下内容略显剧透）东野圭吾在描写冬树他们所处
的世界时，用了一个很生僻的形容词，说“这个世界上所有智慧判断的生物”都消失了，这个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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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十分别扭，为什么不简单说“人和动物”都消失了，还有一个细节是“消失”的不光是人，还包
括他们的衣服甚至一部分触碰的物体也都消失了，在史蒂芬金的《时间裂缝》里这一点就完全不相同
，那里人消失后衣服甚至假牙都完整遗留下了，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因为我相信东野圭吾在前面不
厌其烦铺垫的，就是一再强调“真正消失的”其实是冬树他们，是他们被“抽离”出了原来的世界，
而不是世界上其他人突然消失了。我猜东野在设定“消失的有智慧判断的生物”上其实是深思熟虑的
，回到穿越公式Y=x+y+z，这里不是x到哪里去了，而是y和z为什么不见了。换个角度分析，冬树他们
的世界还剩下什么：所有“没有智慧判断的东西”，包括食物，工具，交通，建筑，甚至植物。这是
为什么呢？他们队伍里面有位黑道科幻迷分析，他们（x）被抽离出来是为了避免一种悖论，这种悖
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被抽离的一瞬间（现实世界的一瞬，他们所在世界为36日）他们就和原来的世
界完全剥离了，并且相互完全不影响（即平行世界），于是他们所在的“猫箱（平行）世界”中，所
有具有智慧判断能力的生物都不应该存在，因为存在哪怕一丁点这两类（被抽离的x和原来世界的智
慧生物）接触，那么就产生两个世界相互干扰的悖论了。在他们消失的一瞬间，冬树他们被当作了薛
定谔猫的实验对象，装入“猫箱”。在这次“实验”中，猫箱外的时间是13秒，猫箱里是36日，在冬
树等13人被装入猫箱的一瞬间，他们其实是生死不明的（存在两种可能性）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死亡，
因为原来时间的13秒并没有结束（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而决定他们生死的结果要在猫箱里的36日以
后（原来时间的13秒以后）才揭晓，即小说中的“回荡”。这里也普及了“猫箱理论”的本质：被观
察者（冬树等人）的命运其实是由自己决定的（他们当中有人在猫箱世界里自杀，而回到现实世界中
他也同样死去了）但是会因为观察者的不同，而看到完全不同的命运（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有生死
两种可能）东野圭吾君，首次在科幻小说届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新内容：这里的所指的观察者（有智
慧判断的生物）必须与放进猫箱的被观察者（被抽离者）完全隔开（平行世界），否则产生悖论。用
本部作品来概括就是：Y（可变未来）=x（被抽离因素）+y（既定因数）+z（不可改变因数）这样的
作品结构还有个好处，就是奇妙的的回避了产生黑洞“能量”的问题。小说里，这36日的世界，都是
现实世界13秒里产生的一次“回荡”因为冬树他们一被“装入”猫箱，就从现实世界中“剥离”出来
，就好比他们是“棋子”被放到其它棋盘里重新下了一局，而过程不重要，只看结果（生或死）那么
，这新棋局里（平行世界）里所有的狂风大雨，电闪雷鸣，海啸地震，天崩地裂都不重要了，因为它
只不过是一盘棋而已，当“回荡”结束时，它就消失了（坍塌）因为它仅仅时一个过程（一盘微型棋
局，一个猫箱实验）为了结果而产生的过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个延伸出的问题。即冬树他们回
到的世界Y，有没有发生改变呢（他们回到的世界，与原先13人都死亡的世界有什么不同呢）？这里
东野圭吾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线也需要36天的“回荡”才能看到。有点类似“猫
箱里套猫箱”的故事。神作《命运石之门》解释是：世界的变化线有一个修正值，当它的修正值小
于1时，世界的主线是不会改变的，意思是曾经被“抽离”过的冬树等人，如果不引起产生911那样改
变人类命运的大事件，那么作为世界的主线就不会改变。跟本作诞生于同一时间的另一个日本作家龙
骑士的《海猫鸣泣之时》也讨论过这种“猫箱里套猫箱”的故事，在他的故事里，带来世界改变
的Y=x（被抽离因素）+y+z中，y和z分别代表着“几乎永远不会被改变命运”和“虽然极其微弱，一
旦发生就回改变命运”的两个可变因数，比如“无论怎么拯救都会死去的同伴”和“一旦相遇就能改
变世界的恋人”可以理解成“代表永恒的魔女”与“代表奇迹的魔女”的一次次对弈，因为每一次打
开“猫箱”的结果都不尽相同。假想，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冬树和女高中生明日香会不会相识，
相恋呢？这一切，会因为偶然打开的猫箱而不同呢？还是这一切早就因命运石之门而决定了呢？东野
圭吾先生，并没有给出答案。
2、看完这个之后，内心并没有多大的触动。也许是因为，关于末世的网文看太多了，没什么感觉了
。

不过这本书跟网文还是有区别的。网文里的主人公一般都是屌丝逆袭之路，打打怪，升升级什么的，
身边也是群龙荟萃，各个是高手，而《悖论13》的男主人公冬树，从开始到结局都没有哥哥那样的读
书天赋、沉着冷静、理智果断，甚至做自杀这个决定，还是因为想要和明日香在一起。经历了地狱般
的日子，性情中人也可能还是性情中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好好成长或者“黑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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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角色只有女主明日香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女高中生，17岁左右的年纪。遭遇末世还能和
公司专务抬杠；每次开会说话最多的也是她；当知道自己可能会变成“夏娃”，也能和其他女性一起
走自己的路，不依赖男性⋯⋯还好人设是体育生，若是女学霸，应该会很违和吧。

其他的角色塑造得，真的很平面。城哉是个过于理性的存在（现在动漫也好多这种设定，比如，亚人
的男主），专务太让我失望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该不会那么快就绝望的。其他角色没印象了。

然而我应该是没法承认它是科幻文的，我给它的设定是，比网文具现实意义的末世文，嗯。

所以，说这是《嫌疑人x的献身》（我没看过）之后久违的杰作，还是太过了。

关于那句“如果世界改变，善恶也会改变。杀人也可以变成善。”  我真的审美疲劳了。

就算世界没有改变，我也难分善恶。
3、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我们的所有哲学、思想、道德都有准则，它们被以白纸黑字
的形式篆刻着，永远地留在人类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去学习、发扬，直到在它们的基础上又形成新
的行为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一直以来，人类社会都是这样运转的。而在东野描述的那个瞬间，因
为一场P-13现象，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存活下来的13个人，在一个面目疮痍的现代社会，他们要想
生活下去，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准则。有丰富的食物，不用花钱不用排队购买，但是没有了电很快就会
腐烂。有丰富的药品，不用花钱不用排队购买，但是生病的人会给他们带来影响⋯⋯面临种种困难，
他们做出了选择，有的甚至违背人伦。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一定不能理解。但是东野他把自己完全
置于那种情况下，与13个人同呼吸、共命运。也许⋯⋯我是说也许，有一天，地球也发生了类似的状
况，存活下来的人能否努力生存下去？我不得而知。目前来看，这部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我
读后很受震动。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当人的智慧存在于不该存在之处，时间和空间会联合起来
将它消灭。说的太精辟，以至于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想哭出来。上次在新浪微博参加东野圭吾推理作
品微访谈，嘉宾是止庵和史航先生。我问：东野圭吾推理的现实意义是什么？他想传达给读者什么？
然后史航回复我说：推理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人们世界还存在着秩序。让读者在反复体察人性的过程中
还能对世界有所依赖。
4、看了很多评论，发现好多说结局不够好的都是没看懂结尾的。其实所谓的逃生，就是只要活到第
二次p13现象就可以，并不用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自杀，当第二次p13发生的时候会自动杀死所有活着的
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逃生成功。但是，在这些人中，不论是在第二次p13之前死的（就是没有成功
逃生），还是成功逃生了的人，在正常世界里都保持着第一次p13之前的记忆。简单来说，就是在第
一次p13持续期间死去的人都获得了一次机会，只要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并且存活到第二次p13，就可以
在正常世界里改变历史，不会死去，但关于他们逃生的那段记忆都被删除了。还有关于警察提议让女
性当夏娃的情节。很多人一看这个提议就会觉得很荒唐或者很搞笑，但如果真的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这个提议还是颇有其道理的。在道德和理性上，到底应该如何选择？这是个始终贯穿全文的问题。
“如果世界改变，善恶也会改变。&quot;虽然东野圭吾如此说道，但他最终还是没给出一个明确的答
案。这是一部情节引人入胜，处处可以深思的小说，它也让我再一次认识到了东野圭吾的强大
5、当人的智慧存在于不该存在之处，时间和空间会联合起来将它毁灭。假如有一天你醒来，周围的
一切都变了样。到处都是燃烧的电线和因无人操控而疯狂相撞的车，世界开始损坏，即将濒临灭绝，
然而你身在其中，只能看着过去的世界一点一点地崩坏。无能为力。故事发生在三月十三日十三点十
三分十三秒，这是悖论产生的时刻，也是剧情开始的地方。故事开始之前，诚哉正在捕捉一桩盗窃案
，冬树是诚哉的弟弟，他不甘职位的差距而插手其中，结果导致悲剧发生。眼看劫匪就要擒拿，可是
冬树的出现将之前定好的局势打乱，一级搜查官诚哉被子弹击中，冬树耳边也响起了子弹擦过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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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间，时空发生逆转，这个故事才开始展现出它真实模样——在绝境中求生。因为此时的的时间
是：下午一点十三分十三秒。记得小学的时候在语文课本上看过这样一句话，是所谓世界上最短的一
篇科幻小说——世界上最后一个人正坐在房间里，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往下产生的联想有很多，
敲门的生物可能是人，可能是外星物种，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更悬乎的东西。冬树睁开眼，眼前的东京
一片荒芜，到时都是爆炸声和各种烧焦的异味。一开始还以为自己身处梦中，但走了一会，看到这越
来越近乎荒诞的景象，才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此时这个时空的世界才刚刚遭到破坏，他怀着不
安的心理登上了东京塔——幸好电梯还能运转，局势的危险性正一点一点被暗示出来。也就是从这一
刻开始，在过去人类世界里的规则，道德，正一点一点被打破。冬树先是习惯性地投钱换取银币来使
用东京塔上的望远镜，到后面，他抛弃了这个举动，而是直接抓起一把银币塞进望远镜。这个举动使
他看见并找到了荣美子与美保这对母女，紧接着与正在餐厅的太一见面。这已经是一个只有少数几个
人的世界了，这意味着，食物随便吃不要钱，衣服随便穿不要钱，东西随便用不要钱⋯⋯但是有关于
这些兴致一旦过去，他们便可清楚，这个世界正一点一点被损坏。几乎像所有求生电影一样，接下来
冬树与诚哉会面，诚哉，冬树，明日香⋯⋯等十二个人聚集在一起，开始一点一点为生存而迁移。每
一次迁移之前，必然伴随着危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楼房一点一点倒塌，大地一点一点沦陷，生存的
资料越来越少，同时也逐渐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为什么这个世界只剩下了他们？他们仿佛是被遗弃的
人类。为什么凡是人们用手触摸的东西都消失了？人类消失，动物消失，唯有植物还在。他们在便利
店的监控设备里看到，一切的消失正是以“13”这个数字为终点的。小说刻画的诚哉是以一种硬汉形
象来写的，在过去的世界里，他是人人仰慕的一级搜查官，而在这个世界里，他同样也具有超强的组
织能力。他将剩下的人类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从而提高其生存概率。途中，山西春子遇难，最后
只能采取了“安乐死”的方式来使得身体灭亡——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问题。东野先生同时也在
借小说之言，来表达和还原这个场景。（不光只有这一幕。）过去世界里有的规则，道德，善恶，正
一点一点瓦解。诚哉说，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定义善恶。的确，警局、医院、消防
队已经消失，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过去不能做的事情如今真实地存在于眼前，人在孤独与大灾大
难中前进。诚哉暂时隐瞒了他在官邸里看到的“p—13现象”文件，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迁移到防灾
系统最牢固的官邸。后来发生了，也就是故事情节比较多的，流感的发作。就是在那个酒店里，他们
发现了混迹于黑社会的河赖，也就是第十三个人。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几乎都被河赖身上的流感所传染
，没有足够的药物，只能依靠身体本身强弱来自我恢复。一场流感，在此刻就足以置人与死地，身为
护士的莱莱美与诚哉爱莫能助。最后在这个下着大雨的夜晚，冬树与明日香冒险去医院找“达菲”⋯
⋯故事虽然一波三折，但也不迭为一个有着人性温存的故事。他们不断定义着新的世界观，在灾难面
前，同心协力，为活着而奋斗，这里面贯穿了许多温情的故事和细节。我有时一直在想，故事中所客
观存在的团体精神，大概是与日本人的教育有关，然而很多日本小说所写的有关“性爱”方面，他们
也一直是毫不忌讳的。比如说“长时间不做那种事，身体会不会受不了？（《秘密》中所面临的性问
题）”，故事中最会让读者唏嘘的大概是诚哉的那句，要创建一个新的世界，让女人来充当夏娃。彼
时的他们已经抵达了官邸，途中，人的牺牲，思想的转换，以及快到达时太一的牺牲。但还好，他们
终于到了，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充满希望的明天，是真相与分裂。诚哉把“p—13”现象袒露出来时
，不出所料，所有人都沉默了。希望破灭，他们是过去世界里十三点十三分死去的人，也正是因为这
个点的死去，他们才被这一种超现象席卷，转移到这个时空——时间和空间迟早会毁灭他们。也就是
在这段时间，诚哉开始提出创造新生活，让女人繁衍人类，在这个世界里努力活下去。不出意外，明
日香怒不可遏，剩下的十一个人开始了分裂。新的规则开始浮现出来，女人要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
我说过，这样的故事不可能一直铺展下去，东野先生总是会让故事柳暗花明。新的文件被发现，预计
四月十八日十三点十三分十三秒会再次发生“p—13”现象，这种跳转现象，可能改变众人的命运。
但是代价是再死一次，在13这个时间段里。于是两个声音出现了，一个是河赖——反正在这个世界里
活不下去，不如在13这个时间段死，也许奇迹真的会出现。而另一个是诚哉——他觉得不可能会发生
这种事情，天助助人者，一定要在这个世界努力生存下去。几乎所有人都怀揣着那么一丝侥幸，能跟
诚哉走的，只有五个。我开始便以为，像诚哉这种英雄形象的人，结局肯定是不幸的。他也许会消亡
，但他一定是在最后关头，快要成功的最后关头，舍己为人而放弃的生的机会。也许对了，但也许不
对，诚哉等其余四个人还是预测晚了，此时灾难越来越恐怖，洪水，地震，连官邸也终被坍塌。幸好
诚哉在大地震来临前及时离开，要不然，就无法救起因地震洪水引起的官邸倒塌而被压在下面的冬树
等人。那时冬树与明日香被压在一起，眼看着这水一点一点往上涨。这个样子，还能等到“p—13”

Page 9



《悖论13》

现象的发生么？要怎么才能抓住那个时间？要怎样才能速死？早一秒和晚一秒，都只是徒劳。原来“
死”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加上规则后，在因为“求生”而选择“死亡”的状况下。故事到后面，诚
哉与冬树之间的兄弟之情越发凸显，尽管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这都不能阻挡兄弟间绵绵而真诚
的情谊。临走前，诚哉把腕上的手表送给冬树，也正是为冬树的决定——在“p—13”现象发生选择
死亡这个决定而给予帮助。后来诚哉最终没走成，折回来的时候，又拯救了被压在底下的那些人。当
然，人又走了一个。最后的牺牲终于来了，洪水激流一层一层席卷而来，离“p—13”现象的发生也
越来越近，他们已经到达最顶层，但同时发现：莱莱美小姐不见了！诚哉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寻找
莱莱美。途中拒绝了冬树。我说过，诚哉是最后一个在这个世界里走向灭亡的人，然而灭亡本身就是
充满美和悲剧的。也许诚哉要表达的就是“诚在”。也就是最后的那次跳入水中，他最终跳入死亡这
个深渊。莱莱美小姐终于被诚哉找到，冬树利用绳索将他拉上，再去拉诚哉时，一番挣扎，诚哉早已
被又一次的突发情况折磨得濒临放弃。兄弟二人对视，诚哉：算了，放弃吧。这样下去会拖累你的；
冬树：怎能放弃？再次看诚哉，他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终于被大自然打败，即使再多么强大的求生
求生欲望面前。等待“p—13现象”发生时，最后只剩下八个。在冬树被高高抛弃，意识消失之前，
他还想——哥哥的手表是正确的。哥哥的手表的确是正确的。诚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走的路，人
生目的不同，决定人生走向也不同。在回归原来世界后，当初在那个时空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与苦难也
通通被忘记，且不说那些深奥难懂的量子物理学，那已经是那个时空里所存在的事情了，这个世界并
不接受那份记忆。除了小峰判断失误而失败，其他人都成功地返回到原来世界。在原来的世界里，故
事才刚刚开始。诚哉终究在这个世界里殉身了，因为冬树的鲁莽。冬树抱起诚哉，知道他永远也醒不
来了。荣美子与美保还是打算去死，从顶楼走向窗栅栏时，却被几只小蚂蚁给吸引。“”我不是有美
保么？如果这孩子被夺走的那一天到来，再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也不可。”河赖即使回到了现实世界，
也依旧难逃死亡的命运。一个男人冲进屋里，将他击毙。莱莱美还活着，勇人、明日香也活着。冬树
走进医院候诊时见到了明日香，他把刚买的体育杂志借给了明日香，明日香很高兴——“我一定会谢
你的！”他们不知道在另外一个时空里，一起经历了多少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好好活下去，向
前走。东野先生的故事总是那么地容易吸引人，煽动人，他有令人信服的强大的想象与推理。即使再
平凡或者甚至略显平庸的故事，他也能写出属于“东野”的那份味道，那份冷暖，与精彩。当然这个
故事并不平凡。活着的人活下去了。冬树望着关上的门，心想，来这家医院还挺有意思的。活下去，
也挺有意思的。哪怕在孤独中求生。
6、东野圭吾的《悖论13》是目前唯一看完的一本推理小说，我觉得是与《白夜行》完全不同的，这本
小说在一天内看完，紧凑也很流畅的情节让我没有机会去细细的回味小说中的环境或者人物。所以说
同一本书，可能每一次看的时候，所注意到的是书中不同的方面，好的书就应该看多几遍，不过对于
《悖论13》这本书个人倒是觉得没什么必要看第二遍了。小说中由于黑洞能量的影响所引发的名为
“P-13现象”的异变，实际上也就是另一个即将被毁灭的平行时空，13个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观念
不同想法的人阴差阳错的在这个时空中相遇，不知所措的他们聚集在一起徘徊于已成废墟的东京，且
将不断面临更大的灾祸。未知的世界未知的发展让13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面对困难，但许多苦难导致
的选择也在不断的挑战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本书一个重要的理念应该就是“如果世界改变
，善恶也会改变。杀人也可能变成善。”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甚至只为自己的利益的杀害他人，
小说中也只是在山西春子在地震中昏迷不醒，也为不影响大部队的安全撤退才选择让她的老伴实施安
乐死。对于人性的刻画还是东野圭吾小说的重头戏，13个人，相当于一个充满苦难的封闭空间，原先
世界熟悉的一切规则都崩塌了，他们是怎样生存的，又是为何生存的。为了生存也就足以暴露人性了
，因为饥饿而偷吃婴儿奶粉，收到众人排挤的太一，曾为黑帮成员而遭到众人质疑却在之后为众人的
生命默默出力的河濑，用“繁衍后代”的理由想满足自己性欲的小峰，还有一直就是这13个人凝聚力
和智慧核心所在的久我诚哉等等，每个人不管好坏，都是那个平行世界唯一的存在。“如果世界改变
，善恶也会改变。杀人也可能变成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错是非善恶美丑都是相对的。
7、推理小说家写了一篇科幻小说，感觉就像是搞雷达的写了一篇关于通信的文章，往好了说是一种
尝试，往不好了说就是“作死”，很容易写出烂东西。这本书总体来说算是就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
点子”展开的——数学连续性与数学不连续性的悖论。看了其他人的评论，对这个悖论有了更加清晰
的认识。这本书大篇幅写的其实是“孤岛求生”似的故事，其中夹杂了对这种“孤岛”善与恶的、人
与人关系的阐述和思考，总的来说都是蜻蜓点水。在关于人物塑造上，我认为最为成功的就是冬树和
，是一个简单而认真的年轻人的形象。最失败的是诚哉，一种像是机器人一样的形象，永远待人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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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理智思考，永远不失希望，仿佛是一个完美的人，却也是最不饱满的人物。作为黑社会的河濑
给人一种“义贼”，总是用不合常规的手法做着最合乎正确的事情，最后贸然鼓动在回摆13秒时自杀
，也是蠢得不行。另外看到有读者吐槽回摆是败笔，我在读的过程中一直思考这个故事如何结尾，只
有结尾仍然关于悖论13才不会使悖论13成为完全的噱头，所以说这种回摆是最好的结局。
8、这是一部具有科幻想象力的超越小说。十个在同一时间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相遇，他们中有
因公殉职的警察兄弟，因为生活所迫抱着孩子跳楼的年轻妈妈，火拼中死去的黑道人物、女高中
生.......在关键的13秒里他们回到了现实世界，恍如隔世。 遗憾的是十个人中只有警察哥哥没有返回现
实社会......东野圭吾的科幻悬疑小说写得非常棒！情节、节奏把握能力运用得炉火纯青。和《解忧杂
货店》有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同样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开头，中间部分是七绕八绕的叙述，最后回到
现实中.......
9、不管有没有不喜欢的地方 wuli东野书的作品当然打5星了！！  一直都不是很喜欢哥哥 更喜欢弟弟 
虽然哥哥总是能给出很好的建议 到我总觉的他没有什么人性 特别是说出要女生当夏娃的时候 在困难
之前 有组织，镇定固然很棒 但是我觉得人性更为重要。书中有一段故事是:现有的城市被自然灾害逐
渐消灭，地球上只有10个人了 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回到最初的生活形态 原始社会 农耕时代 并且哥哥提
出了&quot;多夫多妻&quot;来增加人口 这让我想到 会不会很久以前 在原始社会以前 人们也像现在这样
活着 生活在摩登城市中 经历了书中描述的情景 成为了原始社会 慢慢有发展成现在的摩登城市 自然就
这样的轮替。他的结局我其实没有想到 我以为他们会带着记忆回去 看来真的是 做出的决定 不管你记
不记得 都会有形或无形的影响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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