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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之鎚》

内容概要

密室超完美謀殺情節
科學辦案媲美李昌鈺
密碼認證的電梯、通道的監視攝影機、嵌死的防彈玻璃窗、隔壁房間裡還有職員⋯⋯在層層關卡的防
護和戒備之下，辦公室內的社長竟離奇死於非命，兇手、凶器與殺人方式卻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
。恐怖文學大師貴志祐介以其一貫的細膩構思佈局，鋪陳出一宗密室超完美謀殺案，由故事主角──
律師青砥純子與防盜專家榎本徑聯手出擊，現代科學的辦案手法可媲美李昌鈺。你，能找出其中的破
綻嗎？
構思20年終圓推理夢
精采架構滿足讀者心
貴志祐介表示，這部構思20年的作品圓了他創作傳統推理小說的夢想。除了他一貫的細膩構思之外，
書中符合時代趨勢的科學辦案情節也讓本書在眾多經典推理作品中獨樹一格。故事粗略分為兩個部份
，前半部不斷藉由大膽的假設和佐證企圖找出元兇，當讀者信以為真時又推翻推論，直到後半才開始
以第三者的觀點解明犯案過程。故事不僅能滿足喜愛推理小說的讀者的期待，對傳統推理故事較為陌
生的讀者也能獲得超乎想像的滿足。
防盜顧問與律師組合
未來系列化指日可待
在傳統推理故事中，名偵探總是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書中亦正亦邪的防盜顧問榎本徑與對正義懷
抱理想的律師青砥純子對比鮮明的性格，帶有不同於以往同性質人物的角色深度，倆人在藉左右案情
吸引讀者投入故事情節之餘，也為貴志祐介豐富的密室構想提供了系列化的可能性。相信這對推理小
說以及貴志祐介的忠實讀者來說，都會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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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之鎚》

精彩短评

1、尽管有个近乎剧透的标题 还是看得目瞪口呆；第一部分的推理过程赞到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 很
多地方简直是黄金时期的再现（坡的密室(猴子) 道尔的排除一切不可能 还有GK）原作人设远比电视
改编要强 法务部分推理出来的避税案例和很多辩论场景 都很好的利用了纯子小姐的律师身份；第二
部分转视角 也没有俗气的像电视版那样把人物经历当成动机来写 关键是突出社会地位及凶手具备高
智商+技术性犯罪的能力；除此之外 出场人物都不是单一性格的角色 稍微泄露一点情节 就能展现出不
为人知的另一面 这也算是高超的技巧了
2、略烂尾，不过密室本身还是很精彩的。以及说句题外话，面瘫腹黑+蠢萌单看是蛮有趣，然而补完
原作之后稍稍体会到了原作党的怨念，按书里头锁匠×纯子的性格来大概会更好玩呢。。。
3、2013-10-16 每次读完贵志老师都一本满足。其实如果东野写出这样的水准我会毫不犹豫给五星的。
贵志的叙述和节奏不下于欧美正统小说家，问题大概和格林相似（拔高太过之類）
4、阅读时在赞与喷之间摇摆不定。的确写的不错，但至少对我来说本格已死。阅读时自然更喜欢后
半部分，过后看人评论才惊觉这段故事多么平庸，可见读者的评价还真是不靠谱
5、谜底合理，震撼感稍缺。作品如同一本论文，论述了一条一条的错误道路，最终指向一条并不难
猜的正确道理。写成短片也许会更好
6、密室
7、穷举式的逻辑推演和实地侦察，很有抽丝剥茧的快感，虽然披着奎因流的外衣，但因为涉及不少
科技元素（闭路电视、信号窃听和复制、解锁）实际上写起来难度应该挺大的。貴志祐介扎实的科学
知识功底是很大的亮点。最后冗长的pov转换和密室的谜底有点让人失望，优点和缺点都让人想到国
内紫金陈的<谋杀官员>。
8、就是剧里玉木宏演的最后一集 但对于贵志祐介这种考据狂来说 完全按小说来大概可以拍100集⋯⋯
下次拍100集啦 还有就是比起剧里萌系小锁匠 还是小说里的榎本比较迷人啊（神偷设定被改总之就是
不开心
9、4.7。围绕密室展开的几个伪解答和真解答都很有趣，后半走社会派路线就没意思了，还不如结合
企业经营内幕人际关系什么的做点文章。
10、密室杀人+高科技犯罪+多重解答
11、没有看之前想的那么好。。作案手法很玄幻，但却描写不多，能成为社会派的部分又在后20%，
读着并没有书中人物的紧迫感。那个防盗专家和律师前70%不知所云，当情感小说看。后面的又写的
太理所应当，没有出人意料的感觉。怪怪的。
12、感觉节奏稍许偏慢 不是很紧凑
13、诚意满满的侦探小说，五星好评。
14、故意绕来绕去，最后从隔壁抓来一个杀手，坑爹哦
15、很久没有看过这样正统的密室推理了，本格与社会派的转变比较自然，稍微拾起了一点饱受麻耶
摧残的推理心。
16、在不停地推翻自己和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找到真相。
17、恶趣味或津津有味地罗列所有可能
18、精彩点：挨个排除可能性的推理过程+数不胜数的开锁方法。作案手法乍看平平无奇，细想一下
包含了诸多细节，一步错就满盘皆输。作者真的没在贼窝混过么
19、因为小锁匠来补了小说果然也没有失望 本格密室大好。
20、不错，但并不足够好。
21、贵志十分善于描写一种猫捉老鼠的心态，那种一不小心就万劫不复的心理描写具有很强的感染性
，原本以为本书作为本格派可能会比较枯燥。但其实剧情还是相当的抓人，行业当中的门门道道儿藉
由男主娓娓道来，一看就知道作者做了大量的功课后才下笔，十分干货
22、三星半。很严谨甚至严谨过头使得篇幅拉得很长而故事性不足，幸而后半本的描写挺有吸引力。
23、前篇的伪命题冗长，后篇的动机也很难自洽。而终了解开的谜底也被繁杂的过程描述衬托得稍显
平淡
24、不错的密室诡计。
25、3到4星之间，诡计还好，只是叙事的节奏很奇怪。正憋着一口气看结尾呢，谁知道接下来罗罗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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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之鎚》

嗦小半本。
26、对这样一个杀人案来说，小说篇幅很长。除了防盗科技博览会外，还用大量文字给每个出场人物
立传。叙述视角一再跳跃，从门卫到秘书，再到律师，即将揭秘前，又换成被黑社会追杀的少年，并
详细讲了他祖孙三代的全部生活和逃亡过程。兼美社会派、本格派、理科派三强，当然必须说是个富
有深度的小说。只不过有种太全面、太讨喜的冗长感，又要觉悟又要深度，多多少少有硬凑的地方。
27、这本书只涉及单一密室，且并非连环杀人事件，竟然可以写这么厚，也真佩服作者了。不论是侦
探调查还是凶手作案过程，写得都很专业、详细，引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读起来不会感觉枯燥。五星
良心之作。
28、读的时候就觉得似曾相识，后来一下日剧上锁的房间里一集就是说的这本书吧，原来那部剧的原
作不只上锁的房间一本书啊。
29、三星半
30、五星杰作！逻辑缜密丝丝入扣，几乎涵盖了推理小说的各个经典要素，怪不得作者构思了20年！
31、核心诡计很强大
32、推理展开的不慌不忙 人物塑造的也不无聊 是个好故事。也还挺适合影像化的啊。
33、推理，推翻，再推理，最推翻，案情设计的很好看。侦探和律师的cp很萌。
34、杀人动机太没诚意。
35、最后大篇幅的犯罪流程非常细致精彩，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质疑可行性。情节简单，也没什么大诡
计，推理篇幅很长，流畅感上略不足，这点当年看《来自新世界》时也感受到了，贵志祐介也是一个
开始写就停不下来的类型。话说我在无意中看了三本贵志祐介的作品，《青之炎》、《来自新世界》
、《玻璃之鎚》，因为贵志祐介这个名字实在太没特点，看完这本才知道这三本都是一个人写的，两
本还都是arashi出演
36、写得罗嗦了，本格推理小说其实更适合看电视剧。决定看看那个日剧最后两集。
37、平淡中现功力的一本书。。。
38、解答很簡單卻很有衝擊感
39、原著中榎本径更喜欢呀灬有粉红lala虽然脑海中都是leader 和 TODA 的形象。。其实之前几个推理
都还可以   最后的结局虽然到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但社长这样死的也太冤屈了
40、前半部分让我有点在读爱伦坡的感觉。。后半pov转换有点突兀。主角挺惨的。
41、完全无法想到的唯一可能！~
42、小锁匠的原著, 跟利达分明是两个人的锁匠...
43、昏昏欲睡
44、我果然还是喜欢他描写心理的东西⋯⋯
45、实在忍不住拉低平均分
46、结局有些太过出乎意料
47、伪解答有意思。后半部快要成为教学指南了哎喂 【另，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有柏青嫂哎...
48、相当有趣的一本书。
49、思想（社会派部分很抢戏）、结构、文笔、诡计都工整而标准，是新手学写推理的好范本。。。
不过换了遍地iPhone，一日一冲的今天，偷听大计就刷色了，得天天潜入大楼去给手机充电，啊哈哈
哈。。。
50、结构和《血字的研究》一致呢 对密室犯罪可能性的探索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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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之鎚》

精彩书评

1、密碼認證的電梯、通道的監視攝影機、嵌死的防彈玻璃窗、隔壁房間裡還有職員⋯⋯在層層關卡
的防護和戒備之下，辦公室內的社長竟離奇死於非命，兇手、凶器與殺人方式卻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的謎。恐怖文學大師貴志祐介以其一貫的細膩構思佈局，鋪陳出一宗密室超完美謀殺案，由故事主角
──律師青砥純子與防盜專家榎本徑聯手出擊，現代科學的辦案手法可媲美李昌鈺。你，能找出其中
的破綻嗎？ 终于读到这部好评如潮的作品了~读罢之后，还是稍有些失望的，但在失望之余，更多的
还是钦佩。在推理的国度中，古典推理一直是一朵令人魂牵梦绕的奇葩，尤其是对于一名有古典推理
引上作家之路的“广义mystery”作家而言，创作一部真正意义的古典推理是一定要被放在议事日程上
的，而这部作品，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诞生的。“貴志祐介表示，這部構思20年的作品圓了他創作傳
統推理小說的夢想。”其实对于贵志祐介这样的作家，由于之前的几部作品太过深入人心，作品风格
几乎定型，所以会触及到密室这样古典味十足的题材已经实属令人称奇，而从上半部作品的表现来看
，也确实可以窥见在这部作品之上所作出的努力：古典味十足。尽管在字里行间中依稀可以窥见贵志
祐介之前作品的影子，包括小人物的独白等等，但整体上看，即使在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知是
某古典大师的作品，也不一定会被识破吧？尽管古典推理深入人心，但毕竟没有一贯所创作的路线来
的顺手，所以在下半部作品当中，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贵志祐介，看着他将一个凄美冷酷黑暗
的故事娓娓道来。说实在的，在上半部不断地取证-推理-推翻-再推理的过程之中，读者确实已被搞得
有些筋疲力尽，要么熄灯睡觉，要么改换其他娱乐方式，这似乎已经成了许多古典推理作品难以逾越
的鸿沟：过分强调推理过程，使读者紧张兴奋，进而麻木。于是在下半部中，艰难挺过上半部的读者
，惊喜的发现那个熟悉的贵志祐介又回来了！很多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曾经经典的元素会渐
渐的难以使大众接受，瓶颈在所难免，是坚持还是另谋生路也成了一定要做出的抉择，而这部作品似
乎给了我们第三个选择。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诚然在上下部的过渡上略显生硬，收尾部分
有些仓促，但这样的作品，确实对得起它所拥有的名气。期待系列后续作！
2、声明这是因为这个系列要被拍成日剧所以找了原作来看，以为日文版看的慢是因为自己日文词汇
量不够⋯⋯买了台版发现是真的很长⋯⋯orz终于看完了，紧赶慢赶还是竖排版。但是真是完美密室，
并且手法新颖。前面一步步提出可能并且否定，后面从个人角度叙述历程，烘托到揭秘的那一刻相当
不错。虽然人物可以猜到，但是手法的确难。罪犯的刻画并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径桑亦正亦邪，冷静
执着，聪明的灰色人物真是印象深刻。美人律师其实写的不错，不过满脑子带着某人的形象去看这本
书真是各种⋯⋯打台球那段实在是太拉风了orz电视剧应该会大部分去掉径桑的灰色那一面，总觉得弱
了很多，而且现在报道说是不器用、什么内心欢呼什么的，和那种同样罪犯之间较量智慧的冷酷感觉
还是差了很多。翻拍总归是另一部作品了。不过为了主要看径桑的内容其他部分看的的确更快所以这
本书其实还蛮厚的⋯⋯接下来可以慢慢翻细节和鬼火之家了。密室部分剖析还是相当细腻的，通过提
出假设、实验、排除假设的方式，排除所有可能，另外这种作案工具随手可得的现代思路，以及看护
和死亡的对比象征，都还是值得一看的。个人觉得挖掘犯罪者心理的部分还是不够深刻，也许是因为
不够社会派而是偏向推理小说的原因。但是本书涉及到的社会问题还是相当丰富的。
3、首先声明，本吐槽纯属钻牛角尖式恶搞，仅供各位娱乐，并无泄底（现在已经读完全书了，可以
向诸位保证）。此外，吐槽完后，我还会附上读完后的评价。8月初逛索易买了3本口碑甚好，大陆没
有出版的台版书，这是其中一本。但看到30页的时候，我居然就根据科学常识和奎因式的推理分析猜
到了唯一解答。不信？我展示给诸位看：30页的时候人物刚刚介绍齐，凶杀案尚未发生，但我凭什么
说我知道密室的解答了呢？因为出现了只猴子，而且这猴子还做出了N多超难度动作。动物学分类学
里，灵长目一共6个科，最进化的是人科。人类和其他5个科的灵长目动物的区别，除了大脑上的（包
括语言能力），还有其他形态上的差别。在四肢的骨骼构造上，人与猴子、猩猩有三大区别：1、人
类出现了足弓；2、人类的腕关节构造精细，能进行翻转、扭转手掌的动作。3、人类的手指骨骼和关
节构造高度精细，拇指能够内折和对握。这里着重提后面两条。这不仅仅是教科书和老师这样教我的
，《动物世界》节目里，各位可曾看到过那只猴子或者猩猩用拇指握杯子之类的东西？猩猩的确会使
用工具，会拿、握树枝，但留意一下就能发现，它们都是用另外四只手指握的，拇指至始至终是直着
的。好了，现在这只猴子不仅仅能做找东西、拿杯子、盘子等操作，甚至还能帮人系纽扣。我们姑且
不论不用拇指、不翻转手掌能不能做到找东西或拿茶具（茶具一般圆圆的、滑溜溜的，我觉得不用拇
指和扭动手腕是拿不住的），各位你们能不能做到不用拇指，不扭转手腕给自己的衬衫系扣子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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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是做不到。于是，按照奎因式逻辑推理，只能认为这只猴子是机器猴子。因为当前的技术还做不
到把人的手移植到猴子身上并且猴子能操作它——即使移植成功，猴子的中枢神经也没有控制拇指对
握、手掌翻转的功能。于是，这篇小说的核心诡计无疑是叙诡。把一只机器猴子写得栩栩如生仿佛真
猴子一般，然后用主人以及其他角色的语言进行文字游戏性质的误导。为什么要玩这个叙诡？目的明
显是为了后面即将发生的谋杀案。即，这起即将发生的谋杀，是这只机器猴子或者凶手利用机器猴子
与正常猴子的不同之处而犯下的案子。因此，虽然450页的书我只看了30页，谋杀案都还没发生，我就
敢说我猜到了密室的解答。因而灰常地郁闷，不过好几位朋友对这个密室评价相当高，甚至列入心目
中十大密室，于是只能指望这本书有不止一起谋杀，不止一个密室，而那第二个密室应该会给力。—
———————我是分割线————————以上吐槽纯属娱乐。当然，我当时就向朋友确认了，这
个小说诡计和猴子没有关系，那只能认为是作者知识面狭窄，不懂生物学常识，闭门造车，擅自脑补
造成的重大BUG。这个BUG出现甚早，作者的叙述又四处堆砌名词，弄得好像很高深很严密，因而直
接影响到了推理、分析，算是严重硬伤。因此，看完通篇，虽然对其中的谜面、诡计（无论最终解答
还是几个假解答）和部分推理颇为赞赏，但终究不能给其五星。何况这一本还有其他方面的缺陷（谋
篇布局上面的）。贵志佑介在下篇，为了一个两页就能解释清楚的诡计，写了两百页，可谓水王。不
过考虑到福尔摩斯开创伯尔斯通策略（即无面尸）的《恐怖谷》也是一样的写法，也就姑且忍了。不
过还是佩服他真能水。一个略带科幻的古典本格，到了下篇，写得倒是颇有社会派的风格，走起了社
会派重意识流、重心理变化、重动机展现、重人性蜕变的路子。好在最终解答明显比前三个伪解答给
力（虽然伪解答放在其他密室小说里也不算差）。侦吧的小红说更喜欢某两个伪解答，但我则是喜欢
最终解答。作者洋洋洒洒写了上百页来铺垫解释，但解释起来其实相当简单，属于四五句话就能讲清
楚的。高中物理学得好的同学，甚至报出相应物理原理就能迅速开窍。在机械密室里，绝对属于顶级
佼佼者（解释简单易懂、可行性中等、存在制造密室的必须性）。就密室的精彩性和凶手的意外性，
再加上人物形象塑造和心理变化刻画的功力，这本是要略高过《犹大之窗》的。但考虑到这篇小说的
几个硬伤：1、前面吐槽里论述的猴子手部骨骼构造和行动的科学硬伤。而且是开场就出现，严重影
响推理。2、节奏感把握不到位，经常出现无意义、打断性很强的高密度唐突行为描写，穿插在本该
紧凑的对话间，从而拖缓节奏。3、后半程灌水太多，而且凶手小时候受到的心灵创伤和悲惨遭遇，
与最终被缉捕后主角们对其的行为、措施、制裁不成比例。展开那么大段的刻画成本过高却不见回报
。按理，投入这么多笔墨，至少要后面交代后事要给足篇幅，或者留个尾巴推给下一部小说也行。按
照五项全能评分系统，评价如下：情节&amp;节奏：78（时好时坏，不稳定，但总体水平算中上）诡
计&amp;解答：98（诡计和几个真、伪解答确实强得没话说）推理&amp;线索：87（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在当代本格这样的推理算是良心作）误导&amp;意外：89（这种诡计和相应的凶手，决定了它误
导和意外性上先天就是优势）文笔&amp;人设：75（人物塑造很好，文笔则平平——分析前面已经说
了）附加分：-5原因：开篇即出现关系到主线，严重影响推理的常识性错误。裸分：427总分：422结
论：二级神作，瑕不掩瑜，强烈推荐。
4、作者一直在玩读者。书中作者故意透露的细节都是圈套，误导读者走入错误的方向。马票、假发
、逗留的两三分钟、猴子、机器人⋯⋯我跟着所有察觉到的异样走，自以为接近真相的时候被作者一
次次否定打击，但依旧被作者牵着鼻子走。太帅气了，如果我能看懂那些理科的内容就更好了。好菜
鸟的感觉⋯⋯
5、基本的情节是以破解书中唯一的一宗“密室杀人案”而展开的，担当侦探角色的防盗专家（盗窃
专家？）和律师倒是比较新鲜的组合。前半部一次次尝试推出的密室解答看得人有些不耐烦。因为作
为读者都知道，推理小说中不到最后是不会出现正确答案的，前面冒出来的解答都是扯淡。这已经是
常识，但也是此类小说摆脱不了的桎梏。因为不这么写的话就没了破案过程，无奈。在前半部尾声的
时候，侦探自己推翻了之前看似合理的解答，暗示了凶手真正的手法。这也终于让看得几乎想放弃的
我又重提起看后半部的兴趣。没料到后半部主角突然更替，刚开始看有些不适应，到后来才知道作者
的用意。其实如果不采用这样的结构，而是在前半部的后面直接连上后半部最后几节的话，推出最终
解答时更具有意外性，能给人更大的震撼，也更像一部“普通推理小说”。但也正是因为采用了这样
的结构，使本书跳出了“普通推理小说”的框架，在本格的骨架外又填入了社会派的血肉。权衡利弊
，还是现在这样最好。书中的密室也好，诡计也好，虽然有意外的地方，但也没觉得有多惊天动地，
充其量就是个四星作。但加上后半部的角色补完，写出了社会边缘人物对于在阳光下生活的渴望和由
此产生的可以漠视法律的能量，让人感慨良多。本书也由此一跃成为我心目中的五星作品。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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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有《白夜行》、《宿命》、《火车》等作品，其中《火车》在某些方面和这部作品最接近。但《
火车》采用的是侧面描写，感觉没有本书直观，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本。看了本书后觉得贵志佑介其
实拥有不输于宫部美雪的写作实力，其阴冷的作品风格也更合我的口味。可惜的是，他写得太慢。另
外，起这样的书名有够大胆。
6、先摘抄一段简介　　密碼認證的電梯、通道的監視攝影機、嵌死的防彈玻璃窗、隔壁房間裡還有
職員⋯⋯在層層關卡的防護和戒備之下，辦公室內的社長竟離奇死於非命，兇手、凶器與殺人方式卻
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恐怖文學大師貴志祐介以其一貫的細膩構思佈局，鋪陳出一宗密室超完美
謀殺案，由故事主角──律師青砥純子與防盜專家榎本徑聯手出擊，現代科學的辦案手法可媲美李昌
鈺。你，能找出其中的破綻嗎？　　————————————————————————关于案子
案子是典型的不可能犯罪——密室杀人，密室的条件真的是非常苛刻呀，外在条件苛刻电梯要密码、
有监视器、有防弹玻璃，何况还有人看守，很强大的谜面。而且451页的长度只有这一个谜面，而且它
足以支撑整个书。不过也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大部分都是在调查案件，提出假设然后推翻假设，如此下
去。关于结构故事进展得还算蛮快的，布局结构简单易懂，几个解答分布均匀，提出假设然后经过调
查推翻假设，继续提出假设，如此穿插解答，所以本作脉络很清晰。话说最后那个解答虽然名为最终
解答，但是没有前面几个解答干练精巧，很机械，也许就是因为解答的说明比较复杂、结构如此分布
，以致结局的冲击力不太够。另一方面就是中间穿插了非常长的凶手独白，前不搭调后没张力的，等
到凶手与侦探对峙，紧张感已经被消磨殆尽了关于解答第一个解答和第二个解答是前文发展的自然延
伸。第一个解答没什么好说的，比较简单也很不充分，也不适宜，我也不多说了。第二个解答很赞，
利用了我们的盲点，而且简单易懂，但是不足以支撑全文（否则大概会被骂死吧），所以作者不会最
为最终解答，而且这个解答引申出来的东西对后面蛮重要的，所以把它放在这里是一种必然。第三个
解答就是作者所谓的偷取时间来构造密室，图解简单易懂，话说这本书的图很多，作者四年磨一剑
（or20年？）果然很用心。第四个解答就是最终解答了，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不过前面都有铺垫，解
答也算出人意料，不过其实蛮容易猜到的，毕竟现在这种类型很多见，而且自从你拿到这本书开始读
为止就已经被提示了，还好即使被提示也猜不全，话说好的作者就是会让你介于猜到与猜不到之间的
大师呀。吐槽：故事一开始有点无聊，不过熬到解答开始就开始惊艳了，所以关键是坚持。虽然第二
和第三个解答被作者自己pass掉了，但是其实我更喜欢这两个，而且这两个都是纯子律师提出的，而
她的性格很不错，即使被人当众驳倒也会继续勇往直前，我很喜欢她哦。而另一个主角是属于边缘人
物，虽然很有自己的渠道，也因此方便破案，但是我很讨厌小偷，于是连坐着我不喜欢这个大侦探了
。还有就是因为榎本是防盗专家，所以关于门锁之类的专业知识非常多，总之我也算是长见识了，他
灌输的理论就是专业小偷基本所有锁都能开了，而且他自己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三番四次的进别人
家找证据，最后还真被他找到了，就是因为有证据的支持，所以最后与凶手的对峙才那么气定神闲了
，这对凶手还真有点不公平呢。还有就是遇见玩日语的文字游戏的我们就跳过吧，反正不管怎么说我
也看不懂。不知为什么经常看到小说里来这么一点文字游戏的。
7、就我个人的阅读顺序来说，我是先看的《鬼火之家》，然后再看这本《玻璃之锤》，两本书的阅
读感受都很美妙。在我个人对密室小说已经趋于绝望的现在，阅读到贵志祐介独特的密室观，实在是
意外之喜。其实《玻璃之锤》的故事构架很简单，在大厦顶楼，一家公司的社长突然在密室中死去，
而这层楼的安保条件可谓是达到顶级水准。门口有摄影机、窗玻璃也是特制的防弹玻璃，加之在案发
的一段时间，楼层外面还有几名秘书在看守，否认当时有人出入。这一次，青砥纯子和榎本径首次合
作，联手破解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密室。在前人已经写出大量密室推理小说的情况下，如何写出自
己的新意，这是《玻璃之锤》面临的首要问题。密室的类型可能已经写得差不多了，那么剩下道路中
，最能创新的地方就是密室的实现方法。或许读者会从《玻璃之锤》中看到以往密室的影子，比如发
现者说谎、或者房间有暗道之类的解答，但贵志祐介把这些方法都现代化了，再辅以各种各样的细节
，让这些解答变得真实可信。折原一在《五具棺木》中借书中人物之口定义密室：“所谓的密室杀人
是指，发生在无法从外头进入并且上了锁的房间里，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会发生的杀人事件。”当然，
最后半句话值得商榷，《玻璃之锤》肯定有虚构成分，不过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觉得书
中的解答完全可以实现”的感觉。尽管门依然是门，窗依然是窗，但这几十年来，门和窗的具体构架
都有了很大改变。巧妙运用新出现的科技事物，便可以造出不一样的密室。现代社会有分工化和标准
化的特点，这种特点完美地在本书中体现出来了。玻璃的质地、摄影机的类型、机器人的型号⋯⋯都
和密室的解答有着莫大关系。这种对细节的把握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要实现这些细节，作者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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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花费不少精力。而且，考察各种型号之后，便可以让推理小说脱离闭门造车，进入真正现实的世界
中。贵志祐介在《玻璃之锤》中给予我们诸多启发，他的密室思路，基本是先罗列所有可能性，然后
再逐一排除，最后剩下的就是真相。所以，在这件装备了高科技防盗措施的密室中，基本上每一样器
械都有可能用来犯罪。器械是人造的，无论设计多么巧妙，也难免会有漏洞。如果把这些高级刻防盗
措施当成盾，其实攻破密室的矛，从它们建造使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潜伏在内，等待别人发掘。实话
说，想到一种解答并不难，难能可贵的是贵志祐介给出了四五种很合理的方法，让本书的密室在三维
空间上极大丰富起来。可能每一种密室解答都可以写成一个长篇，但贵志祐介硬是把这些解答糅合在
一本书里，在不断否定，不断肯定的转折中，让本书的可看性大为增加。贵志祐介的密室思路极为清
晰，而且对细节把握极好，他这种独特的密室观，相信能给想写密室推理小说的朋友很大帮助。密室
的单一解答其实已经不新鲜了，而构建复杂的多维密室，制造多种解答，或许能更贴近当代科技的发
展潮流。把握细节，尽可能考虑更现实的情况，才应该是密室推理小说新的发展方向。当然，除去种
种高科技的细节，贵志祐介还在本书中加入了大段大段的社会派元素，用以解释作案动机。尽管分为
上下两部的方法让有些读者对本书颇有微词，但或许这种手法表明了贵志祐介的思路：对密室来说，
动机是最重要的。而作案动机，与科技无关，而与实现密室的方法有关。可以这么说，怎样的动机决
定了怎样的密室解答方法。
8、做为经典手段的密室模式或许在黄金时期被用的太多，尽管后世一直在模仿，却从未创作出超越
黄金时期的佳作，以至这个模式渐行渐远．还好，以恐怖小说见长的貴志祐介尽２０年之功，居然构
思出了如此精彩的密室谋杀案，堪称是对推理极致的一次挑战，实在是值得称赞．尽管两段式的叙述
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连续推理的乐趣，但貴志祐介以巧妙的叙述手法挽救了这篇小说，以正宗推
理的逻辑解迷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补之以俗世常情，不但将动机与迷面公平的无缝连接，更对人性与
社会做出深层次的推理，以小见大，堪称完美．推理小说最重要的当然是推理部分．电梯有密码，每
间房有专用锁，过道有监视器材，被害人死于高层且独立的办公室，案件是如何发生的？以高科技手
段布置下的社长室俨然是一个密室，精通防盗手段并协助调查的防盗顾问榎本径都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而每发现一个线索都会做一次可能性的推理尝试，颇有多重解答的意味，可以说前半部分完全是过
滤线索的阶段．钥匙，通风口，录象的手段，警方泄露的口供，人事纠纷与商业手段，时间与器物的
位置，每一次判断都严谨且条理分明，将疑问放大至明处，除了可以加强不可能犯罪的神奇之外，更
是对逻辑的不断挑战．手法不可谓不巧妙．据说相关的细节作者本人都咨询过专业人士，态度值得肯
定．最后当所有的细节都公平的论证完毕之后，只剩下如何将线索串联起来的灵光闪动，答案便昭然
若揭．密室当然是脱离不了传统的束缚，而配之以高科技手段也无法将密室模式显的新奇，因此不断
论证才是此章的亮点所在．日本推理名家有栖川有栖也赞誉此书将所有的线索展示在读者面前，充分
展现本格推理逐条逐项解谜的乐趣．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身是以恐怖小说见长，推理小说属于跨界
创作，因此模仿与借鉴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古典推理名作ＸＸ人的身影便隐约可现．开篇为不可思议
的迷面，中途则是悬念迭生的剧情发展，结尾当然是推理释迷．这是正宗推理小说的标准模式．从这
个角度来说，貴志祐介几乎完全忠实的按照这个规条在处理小说．当上半部分的迷面形成，推理过程
中的不断挫折让悬疑的气氛达到高潮之后，下半部分的释迷才姗姗来迟，而在手法上则反其道而行之
，以人情世态做为叙述手段，直接将凶手的心路与做案的动机逐渐呈现，层次感分明，从绝境到逃亡
的缘起，从挣扎到狠毒的沉沦，每一个阶段的人性展示都预示着动机与做案手段的不断成熟．黑道作
为社会毒瘤的存在也让道义层次的呐喊变得微弱，与推理部分的不可思议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物内心
的人性密室在不断的沉沦中逐渐变的坚不可摧，如何自处？又如何化解？当真相揭穿的那一刻，希望
之门的另一边只剩下绝望的虚无，比之冰冷机械的密室更加强了无奈的悲伤气息．可以说是典型的社
会派犯罪小说的手段．细腻的文字技巧让故事添色不少，化解了略显突兀的叙述分段，增添了些许人
文关怀的温暖．作品名为玻璃之鎚，既大胆的点明主题，又意指人性残忍背后的脆弱，所谓煽情不过
如是吧．当然任何一篇小说都无法脱离人物的存在，如果说整篇为高科技犯罪，那么凶手则是心思缜
密的奇才，每个阶段出于本能的应对都有出奇制胜的效果，同时无时不至的惶恐与希望的挣扎将边缘
人展现的淋漓尽致，自然是让人印象深刻，动机的累积则加深了悲剧色彩所能达到的渲染作用．反之
，追捕凶手的正义之士则因为破解迷题而让人钦佩．本书既没有选择警察，也没有选择所谓名侦探，
而是将律师与防盗顾问组合成一对，很有点半路出家的冷幽默．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防盗顾问榎本径
，这个开篇就给人印象不佳的家伙亦正亦邪，一边为洗钱而开店，一边又可以打通警察的关节，而所
谓防盗顾问的头衔更象是个笑话，想必开锁才是他的主业吧？这样的一个形象很容易让人想起冷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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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布洛克笔下的雅贼，同样的机智灵活，只是没那么倒霉而已．另一位半路侦探是充满正义感的女
律师青砥纯子，显然她也不是个花瓶，不但要督促榎本径做事，更试图为自己的辩护人洗清罪责，对
案情的分析时不时有闪光之处．男女搭配的最大好处就是产生暧昧，似有似无的情感在紧锣密鼓的调
查中不断升温，哪怕再所临时搭档也在所难免，这为沉重的小说添加了一抹轻松的亮色．在这样一部
严谨的推理作品中，不足之处也难以避免，例如尸体角度与位置变动的不加解释，凶手夺命动机的稍
显不足，法制完善的社会将身份隐瞒的可行性等等，对作品的完整度多少有些影响．不过总体而言，
从探索人性深处的黑暗面为出发点，利用严谨细密的结构与巧妙的布局，貴志祐介尽最大努力跨界写
就的玻璃之鎚堪称新时代密室佳作，２００５年第５８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长篇奖颁给此作不但
印证了极致挑战所获得的肯定，更证明了密室模式在推理小说创作中的至尊地位．
9、本作共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以密室推理为主，看得我昏昏欲睡，个人对于密室真是兴趣缺缺
啊，还好，后半部分换了个人的视角，类似于自白的感觉，读起来也顺畅多了。之前听说作者是以写
恐怖小说见长，但在这本书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体现，情节推进上也以平铺直叙为主，没什么波澜起伏
，最后密室杀人的解答也感觉很一般，总体上来说，与客观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至于里面女律师与
男防盗专家的互动，感觉一般，作者想表达两人之间那种微秒的暧昧关系，但这些描写给人一种浮于
表面的感觉，也不太生动，至少这种程度不太能吸引我。
10、终于鼓起勇气，捧起这本将近450页的书在手里，的确很有存在感，我碎碎念，大概是排版的缘故
才会这么厚的吧。第一次读台版书，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一个人窝在沙发里，激动到眼泪快流出来。
据说作者写这本书用了20年，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所谓“理科系推理”中也倍受推崇，于是屏气凝神
，怀着敬畏又猎奇又挑剔又舍不得看的复杂心情打开了扉页，从网友的评论中，我不由地担心我以后
要看不到这么棒的书该怎么办吖？两段式的小说结构，第一部分是把整个故事搭建起来，渲染气氛并
在假设和推翻假设的情节推进中，整个故事悬念迈向高潮。第二部分变换视角，着重对人物进行刻画
，意外的是竟然和我在《命运终点》一文中的结构暗合，读完才发现，不仅这一点，很多情节都竟然
和我曾构想却没来及下笔的小说情节有暗合，掩卷窃喜。以至于第一部分实在太强大了，几乎提出的
所有假设都被我想到了，有些很快就被推翻了，有些陆续被推翻，在一立一破中挑战着神经与思维的
极限，倘若真以此为据结尾，就有点令人失望了，我一直期待着惊喜。稍显逊色的第二部分就有点SF
的味道了，虽然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指点，但总归还是觉得有一点夸张，而且
对于尸体移动等问题的细节交待也不是很清楚。从技术的角度讲，某些操作有些玄乎，无论衣服还是
窃听都有硬伤，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东野圭吾的《神探伽利略》不是也打破顾虑迎接非议的么，特别
是声波杀人一段至今仍不能忘怀。关于多重诡计与多重解答，trick可能是一系列犯罪（实际上）的几
个步骤，后者是每个步骤（理论上）的不同解释或者整个犯罪行为的相关解释。关于多重诡计，则是
很难把握的东西，比如杜撰的《作家不见了》一文，借用了“保姆和二楼的男人”和“人体自燃”，
但是细想之下发现，假如是同一个凶手实施，则两个诡计不能共生。前者借用了美国都市传说的典故
，着重点在主观刻意进行的行为，特定的行为人对目标进行某种目的的行为，而后者是尚有争议的超
自然现象，强调无意识条件下的意外行为，自燃的重点在与“自”，否则就该称作纵火谋杀。还有一
个要素在于，表演者必须保证旁观者同时了解这两个诡计，如果不了解，无法获悉这种奇异行为的目
的，但是如果旁观者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两个诡计的主体被人偷换而发生了偏移，所以基于这个悖
论在文章中的存在，后者略显多余了。回到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契合的很好，主体诡计有三点，一是
如何在不撬锁的状态下打开门（或者如何获得电梯设定的密码），二是如何避开监控设备的连续拍摄
进入监控范围内的地点（避开红外触发式监控器），三是如何在绝对密室中进行不可能的犯罪。如果
非要有一个评价的话，我只能说凶手（包括作者）是现实世界的黑客，他找到了漏洞，没错，就是“
漏洞”，而且发动了攻势。值得抚掌的观点很多，特别是逃避监控的设定，在《全部变成F》中已经
产生了这个观念，可以预料，今后将成为推理小说不可避免的研究话题。在监控时代到来之际，除非
在荒岛或者暴风雪山庄展开故事情节，如果身处都市之中，猝不及防地被某个探头拍下来，注定任何
一个何等精密的不在场证明都将落空。本文对于逃避监控有一点孱弱，或者说有一定的特殊性。推理
文学对于监控设备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呢。密室的设定可以说有点出人意料的精妙，也可以说打擦边
球让读者无法抱怨，作者一定对某些专业细节经过了一番研究，并且有多位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实际
的可操作性应该勿庸置疑。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否应该令我们的凶手（作者）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关于解答的唯一性问题，可以将最后推导的结论归结于多条线索，即多对
一模式。其中某些线索又必须由其他线索推导，或由于时间推移迫使达到某个条件而发现。另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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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是否该消弱公平性的原则换取意外结局的要素（结局反转）？”虽然这样的长篇小说只有一
个被害者的确需要很强的写作技巧和功底。按我理解，推理文学也该像科幻那样分作硬推理和软推理
，而不是单纯靠派别划分。硬推理需要基于现实物体的设定，经得起推敲，如果必须加入某个虚拟物
件，需要向读者阐明物体的运作机理，软推理则可以天马行空，偏重于心理，气氛的描写，诡计方面
不再涉及机械物理范畴，或者即使涉及，也不能作为核心的关键点，但是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微量
物证”，这个判定标准怎么才算合适？怎么才能让作者和读者达到妥协？如果推理丧失了公平性原则
，那么就算懂“理”，也就无从“推”起。关于中国推理文学走高雅路线还是走通俗路线的问题，取
决于读者，就像电影票房和艺术价值一样难以把握，了解推理的读者希望有所学习有所收获，他们希
望把推理艺术转化为毕生研习的爱好，而刚刚接触的读者从观念上也许还认为推理只是畸形小说，他
们只需要从中得到一点成就感，爽快感，这就够了，他们只有短暂的热情，让他们去看有文艺（或刑
侦）价值或阐述人生哲理的故事都是徒劳的，在后者情况下，推理不该作为科普读物出现（更不该作
为论文出现），所以阐理和知识普及的两点平衡需要在创作时考虑进去，并谨慎把握。题外话，关于
借用身份的失踪，和《砂之器》如出一辙，细节待议。原以为玻璃之鎚只是暗指貌似隐形的凶器，没
想还能做出其它解释，虽然有些牵强。（日文：硝子＝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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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玻璃之鎚》的笔记-隐形的圣诞老人

        “那么不如就用这笔钱去吃顿大餐？”
“什么？”
“只要你开口，我就请客。”
“你这是在约我吗？“
”是的。“
”为什么？“
阿径深深吸了一口气。
“其实，一开始⋯⋯”
“什么？”

2、《玻璃之鎚》的笔记-防盗顾问

        “欢迎光临。”
坐在右手边柜台的男子，轻声打着招呼。那是一张肤色白皙、有些秀气的窄脸，或许是打工的学生吧
。男子睁着大眼睛瞄了纯子一眼后，马上收回目光，看来正读着放在柜台上的文库小说。

3、《玻璃之鎚》的笔记-弹道

        “你这个小偷发什么神经啊？干嘛一头栽进凶杀案？”终于准确地知道榎本径真是个小偷后，有
些小开心。

4、《玻璃之鎚》的笔记-防盗顾问

        纯子点点头，走向柜台。在四目相视之时，发现男子的眼高和穿着高跟鞋的纯子相差不远，所以
身高应该在一百七十公分之内吧。他身穿朴素的灰色衬衫以及牛仔裤。

5、《玻璃之鎚》的笔记-弹道

        回到F&amp;F保全商店时，时间已是晚上七点钟了。
一打开店门，看店的叶同学就抬起头来。
“师傅，请你回来了。”
“不是请你回来，而是回来了。今天的营业额有多少？”
“五千块左右。卖了防盗贴纸，还有防撬警铃。”
“那不就亏本了吗？五千块刚好付你的薪水。”
向纯子收取每天一万元的打工费这件事，阿径只字未提。
“不好意思，都因为我的专业知识不够。被问到锁钥的问题时却没办法充分回答。”
“只要摆出自己是从盗窃集团金盆洗手的样子，再告诉客人这种锁相当安全，这样就有足够的说服力
了。”
“你搞错了！师傅！你这是歧视我。我不是小偷啊！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人的东西！”
“那还真可惜呢，这可是唯一能活用这种经历的工作场所呢！”

6、《玻璃之鎚》的笔记-防盗顾问

        纯子先行下车。榎本披上一件蓝色风衣，拿起尼龙材质的背包和铝制梯子后，从车里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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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该不是想说，是松鼠闯进社长室，然后把社长杀了吧？”
榎本忍不住噗嗤一笑。
“要是社长真是被松鼠所杀，我看他也无法瞑目成佛的。”

7、《玻璃之鎚》的笔记-实验

        纯子喝的是一杯装饰着凤梨的热带鸡尾酒。榎本的表情似乎在说，这真是太不符合季节了。最后
，自己点了一杯琴汤尼。
“榎本先生也会有这种装扮啊？”
大衣底下，搭配一件深蓝色西装外套和浅蓝条纹的衬衫、蓝银相间的斜纹领带，以及灰色西装裤的奇
妙组合。

8、《玻璃之鎚》的笔记-第449页

        终于盼到了这个结局，青砥做椎名的辩护律师。我喜欢日本的推理小说胜过了喜欢欧美的推理小
说。感觉日本的这类小说更能展现人的柔软的内心。

9、《玻璃之鎚》的笔记-防盗顾问

        “想找些什么吗？”
坐在柜台的男子，再度打了声招呼。
纯子由男子的声音，将之前推测的年龄大幅提高。他等到顾客看过一轮商品之后才出声招呼，如果把
这点也列入考量的话，甚至会有似乎比自己年纪还大的感觉，应该在三十五、六岁左右吧。如果真是
这样，那这个人就不是原先以为的工读生，说不定就是那个男人本人。

10、《玻璃之鎚》的笔记-防盗顾问

        “日薪两万元。加上这个店需要另请工读生，一天一万元。另外，交通费、使用的器材等费用则
实报实销，每三天以现金支付一次。最后，还有另计的费用，依照最终的调查结果，将收取五十万或
十万元的报酬。”
暂且不论以日薪计算的方式，工读生的薪水根本就是在坑人，最夸张的是，最终报酬若以短期来衡量
，价格实在高得过分。就算和律师报酬相比，感觉上好像也无法取得平衡。

“只要请你提出假设，或是可能性就行了。到时可以请你在法庭上作证吗？”
“从出庭日开始，日薪和交通费要另计，出庭作证一次以两万元计费。”

11、《玻璃之鎚》的笔记-第30页

        真是一片和谐的气氛啊！命案什么时候才开始呢，我有点焦急哦。

12、《玻璃之鎚》的笔记-第290页

        最后一行，应该是“带着阿章出门”吧？印错什么的最讨厌了~~~

13、《玻璃之鎚》的笔记-第17页

        虽然刚看了三两页，但是我已经被这本书吸引进去了。

14、《玻璃之鎚》的笔记-隐形的圣诞老人

Page 12



《玻璃之鎚》

        走在警局长长的走廊上，总是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前后左右全是警察，就算是没有犯罪的人，
也会觉得特别紧张。
对阿径而言更是如此，在这个地方从来没留下过什么好的回忆，尽可能还是少来为妙，警局应该挤得
进自己敬而远之排行榜的前三名。

虽然至今已非法侵入各式各样的场所，不过，却没有在三更半夜进入凶杀案发现场的经验。即使从不
相信鬼神之说，还是不由得合掌膜拜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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