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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桔梗》

内容概要

这是一个和“纹章”有关的故事。
纹章上绘师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行业，其工作是往客人的衣服上绘染各种纹章。这一古老行业的手绘之
法，正日益受到印刷技术的冲击，导致年老的上绘师很难觅到传人。
横田家是神田染坊街的纹章上绘师，一直承揽银座老店“绢本”的业务，可惜其孩子无意继承家业，
只好向“绢本”举荐了“生驹屋”的章次。不料“绢本”的订购部总管山本贤子似乎早就和章次相识
。其实章次本是“绢本”常客，隔一天就要去那里一次。他和贤子的缘分，正是从一个纹章开始，却
又被另一个纹章扰乱，而这扰乱他们的纹章便是“荫桔梗”⋯⋯
二十年后再见面的两人，谁都不肯重提旧事。陈年的感情看似渐渐淡薄，却毕竟未曾消失。

Page 2



《荫桔梗》

作者简介

泡坂妻夫（1933—2009）
日本“《幻影城》时期”最杰出的推理小说家。此人热衷魔术，曾获日本魔术界最高奖项“石田天海
奖”，且以本名设立魔术大奖“厚川昌男奖”，影响深远。1975年，他以“泡坂妻夫”之名创作的短
篇小说《DL2号机事件》获首届《幻影城》新人佳作奖，两年后便以长篇小说《失控的玩具》夺得日
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继而凭《折鹤》、《荫桔梗》拿下泉镜花文学奖和直木奖，实现文字和推理的完
美统一。泡坂妻夫的作品尊奉“浪漫主义”和“本格推理”两面大旗，又具有魔术师的奇巧之思，一
扫早年社会派推理小说流弊，从各种角度开辟出推理小说的全新境界，至今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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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桔梗》

书籍目录

增山雁金
遗照
绢针
钗
荫桔梗
柔竹先生的字
十一月五日
龙田川
彷徨
焕染
校舍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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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桔梗》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有一种稍微特别的纹章，名曰增山雁金。 “增山”是家门之名，即伊势长岛藩两万石的谱
代大名增山家。他们去江户城谒见将军之时，是候命于“雁之间”的—兴许便是因此，该大名的家纹
便定作了增山雁金。雁这种鸟儿自古以来常被歌咏描绘，是一种人人熟知的候鸟。人们将大雁飞行的
姿态样式化为一种花纹，进而用作了家纹。《宽政重修诸家谱》这份资料中称，那个时代用雁纹当家
纹的武家恐怕有五十家以上。以雁为素材而设计的纹章本身也绝不在少数。 似乎开篇全在扯些不相干
的话题，实在抱歉。前人将雁设计为简化图形时，使用了字母V的钝角化形态“﹀”—当然，展开双
翼作“﹀”形翱翔天际的鸟类绝不止大雁一种。这大概就说明了人们对雁的钟爱吧！地方大名拜谒将
军时，需按门第和官品在不同的场所候命，候命场所共有七等，“雁之间”是第六等。“雁金”是一
种单只雁的纹章，“增山雁金”是以“雁金”为基本构图元素变化而来的另一种雁纹。相对天皇、公
卿而言的武士门第，自将军、大名而下都称武家。 被描绘为“﹀”形的鸟，既非鸭子，也非乌鸦，而
被限定为雁。因此，若说“﹀”是种图形，倒不如说它更近于文字。作为纹章的“雁金”，也被绘作
了古色古香的“﹀”形。有趣的是，除了“﹀”形雁金，另有一种“∝”形雁金纹，那便是“结雁金
”。 “结”是纹章设计中的一种变形法，源自以打结绳索的形状来更逼真表现素材的构想，诸如“结
柏”、“结梅”、“结桔梗”等都属此类，它除了使图形更富趣味，似乎另有着符咒的意义。我一直
以为结雁金亦属此类，最近才知道这好像不对—《一遍上人绘传》这本古画卷中早就出现了画成“∝
”形的大雁。换言之，雁自古就有“﹀”形和“∝”形两种画法，结雁金不像是变形而来，而是源自
画作“∝”形的雁。言归正传，我们说说增山雁金吧。 这是圆环内斜飞着一对“﹀”形雁金的纹。两
只雁齐齐将喙子指向左方，朝着西北飞去。我前面虽说以雁为素材的纹章绝不在少数，但就构图方式
来讲，这增山雁金当真是个特例。前人设计的花纹大多左右对称，既美观又具有安定感。而堪称花纹
之集大成者的纹章，左右对称的更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然而，增山雁金别具一格，其对称轴是倾斜
的。这种情况很少见，除了新月纹，我再想不出别的例子了。向左上方开口的新月纹，其对称轴确确
实实是倾斜的。 我想，最初设计这类纹章的人不该是有意标新立异。就像存在着“雁行”这个词一样
，设计者不过是将斜行于天空的大雁和斜挂在夜空中的新月如实摹写下来罢了，自然而然就绘成了对
称轴倾斜的纹章。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份绘制增山雁金的工作，期间还出了一点小问题。订制和服的
客人看到衣上绘好的纹章后，说自家的家纹不是这样的。 “不可能吧？我画的可是正宗的增山雁金。
”我如此主张。“客人说雁嘴不对。”内田屋师傅说着，打开了崭新的叠纸包，将一件缝制好的丧服
展开。因是两周前刚完成的工作，我尚自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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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桔梗》

编辑推荐

《荫桔梗》的故事背景基本置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因为战争，所以有别离，而产生动人的感情
故事，这是一体两面。里面有好几则的故事主角是纹章上绘师或是裁缝，这反映了泡坂的亲身经历，
故事整体呈现的氛围是淡淡的怀旧情绪，而并非那种炽热的感情，或是异常的执著，里面的人物往往
随着命运流转，轻言放弃，趟过岁月之河后才会产生一丝遗憾？泡坂的笔力洗尽铅华，有一种朴素的
美丽，让人回味甘长。另外，插一句：喜欢推理的朋友，里面有一则故事可能会让大家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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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桔梗》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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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桔梗》

精彩书评

1、曾有一段时间都无法记清泡坂妻夫的名字，大概是这4个字的组合太过奇怪容易混淆。对他的印象
之前停留于《幸福之书》，犹如魔术般的精巧机关，多年过后虽已无法记起书中所写，但这奇特的手
法却是念念难忘。这样的巧思和设计，恐怕也只有做过魔术师的泡坂，才会构想并将它现实化。不言
其他，《幸福之书》哪怕作为魔术道具也是毫不逊色。维基百科中记载的泡坂的职业身份，除了推理
小说家和魔术师，纹章上绘师也是赫列其中，这样陌生却又带有古风的职人名称，恐怕在现今的日本
也是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的。但对泡坂来说恐怕拥有一些无法忘却的记忆和情韵于其中。所以才会有
了《荫桔梗》和《幸福之书》一样，这本略薄的《荫桔梗》恐怕也只能出于泡坂笔下，再来一个其他
人，也无法写出这些精巧又细腻的动人文章。薄薄一本，一十一篇短文，描述的竟是男女之间的那份
爱恋与情愫。只是可惜，随着时光的流转，这份情，那份爱，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陈然如此也是
幸，不然恐怕也只是多了一十一篇锅碗瓢盆，少了一十一篇动人心扉的未竟情缘。这本《荫桔梗》并
不能称为推理小说，恐怕称之为爱情小说更为合适。及时这样，我依然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一气呵成
之下一夜读完，竟然有一丝意犹未尽。恐不久之后我又会再某个闲情雅致的午后捧起本书也未可知。
读完之后，才发现这本书竟然是直木赏作品，这才觉得安心，原来我并没有爱上一部太过静恬的作品
，一介凡人，眼光倒也不算太差。或者说一位壮年的男子爱上一部诉说爱情的作品，在权威的加持之
下，也不算太怪。二十五年的等待，曾多次入围的泡坂妻夫，终于得到了直木赏的肯定。感谢《荫桔
梗》让我更加了解了泡坂妻夫的文字，也将他的其他作品加入了今年的阅读计划。这次，应该全然都
是推理作品了吧。其实，宽泛的归类的话，《荫桔梗》也是可以看作谜团较弱的日常推理爱情小说的
呢。PS. 书中大致也有3-4篇描写的并不是男女之情，却是匠人之魂。评论所限，勿被误导
2、章次是一位家徽绘制师。曾经和章次互相思慕的女子拜托他绘制一个和二十年前一样的荫桔梗的
图案。由于一些事情章次将此事转交给别人做，但这是那位女子秘密拜托他的事情⋯⋯这是一部直木
奖获奖作品，讲述微妙且擦肩而过的爱。这部短篇集收录了以《荫桔梗》为代表的，描写商业区上班
族的世界和男女间微妙的感情等11篇作品。《荫桔梗》虽然是爱情小说，但里面的许多短篇仍然运用
了某些推理小说的叙事手法，这让我感觉到泡坡是一个相当有才气的作家。
3、泡坂妻夫这个名字容易给我错觉，以为是个乖戾的中年作家，写性与爱纠葛的犯罪书，或者像西
泽保彦，绫辻行人那样的行文，致敬一些本格推理，再写出自己的“怪力乱神”，所以读《失控的玩
具》时候几乎坐实了我的第一感受，但读到《荫橘梗》时出现很大变化，所有温情都体现出来，还有
感受，于是看他生平，生于1933，死于2009，曾为魔术表演师，并于1969年获得石田海天赏。1975年起
从事推理小说创作，同年以短篇《DL2号机事件》获得首届幻影城新人佳作赏，1977年凭借《失控的
玩具》获得第三十一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和第七十九届直木赏候补，1990年以《荫桔梗》获得第一
百零三届直木赏。我算了下，他42岁从魔术师改行做推理小说家，比很多人晚，也比很多人早。魔术
师的他，是写诡计和机关的天然好手，比很多推理作者都多了份天然风致，其间的天马行空，不可思
议，更是信手拈来，但也有不足，就是诡计成了日常佐料，反而淡了人文情韵，《失控的玩具》，论
诡计，是做足了，论人物刻画，是浅淡的，动不了人心。但《荫桔梗》又不同，作为短篇集子，它每
篇都多少有悬念，但真正有悬疑推理意味的也就一两篇而已，而从传统行业入手，写上绘师，纹章师
等人的生活落寞，行业的凋零，伴之年华逝去之下的颓唐落寞，两者相互映衬，更添愁恨。《増山雁
金》在疑惑处戛然而止；《钗》，借一支钗说一段战争里的情事和怅惘，死亡若有若无，伊人不在，
情犹在，钗犹在，只是人世如那钗一般，辗转红尘，面目荒凉，我总疑心，也许少女的精魂也结在那
钗上，寻觅爱郎一世；《柔竹先生的字》，有古雅之意，那隐世的高人，写着笔法刚柔相济的字，笔
法随着生活变迁而改变，有时逼仄，有时从容，显出时世的艰辛，少年从不识得那人，却与那字如前
世相知相惜，这字，也像隔着世道来慰藉这贫穷少年的心了，最后又合了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
幕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校舍惜别》 则是读来太多凄悲，先是借回忆来说一段陈年旧
事，死亡作结，转笔间，已是多年后，谁曾想，当年的死亡里，有的人再未走出，坐困一生，也许不
是纠结在那段往事里，只是里生活里没有快乐，于是活在了记忆里，活在那个少年的15岁里，就如同
活在自己的25岁里，一转头，她已经85了，满头白发，苍老的自己不识，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几
乎把我们也骗了，可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那个少年，到底有没有存在过，有没有那样哀伤的
往事发生过？我倒情愿不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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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桔梗》

Page 9



《荫桔梗》

章节试读

1、《荫桔梗》的笔记-第80页

        “花扇的光江小姐就站在那雾气之中。”
梅师傅回忆着当时情景，眯起了眼。
光是跟光江小姐重逢，就足以让他心满意足。
“令尊可好”、“你们在哪里落脚”⋯⋯想问的问题一大堆，
谁知话未出口便先落下泪来。他从没哪一刻像那时一般痛恨
自己的笨嘴拙舌。
站在废墟之中的光江小姐看起来没受一点伤，一如以往
地精神饱满。不仅如此，她还盛装打扮，像舞台上的演员般
明艳动人。

——民间这种事其实还挺多的，只是木有亲眼见过罢了~但对于没有见过的东西，人们总是持怀疑态
度，不过也罢，就只当是个感人的美好故事吧。

2、《荫桔梗》的笔记-第164页

        国子除了孤身一人什么也没带过来。
她一个人住，就算多日不归也没人会管，她又说现在不
缺什么东西，所以自那天以来就没离开过利雄。

——国子身上有太多的疑点~利雄明明知道这些，但就是不想去查清楚~男人的理智在喜欢的女人面前
是如此脆弱。。。

3、《荫桔梗》的笔记-第122页

        “柔竹先生的字！”我惊呼出声。
“知道柔竹就行了！多亏了你，我们才找到了柔竹住的地
方。再来玩吧！我带别的侦探小说给你哦！”
少年老成的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胡乱点了点头。
那一年，我们总算赶在年底之前在东京搭好了临时棚屋，
因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去奥田书店了。
奥田书店的主人柔竹先生和摆书摊的人因为出征和战祸
之故彼此失去了联系。摆书摊的人偶然去看了九段中学的文
化节展览，见到了柔竹体的字，然后经由教书法的先生得知
了字的出处。
即便我们推迟了回东京的时间，我大概也不会再去那个
书摊了。我已经不是能够仅为拿书而去，与女孩轻松侃谈之
后尽兴而归的天真少年了。

——最后一段说的很桑感⋯⋯“回不去的是过去~到不了的是远方~”长大了才发现，过去一直盼望着
变成大人的童年才是最美好的~

4、《荫桔梗》的笔记-第159页

        “我爸去世后，家里已经不做这个了。虽有个哥哥，但他
大学毕业后成了工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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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桔梗》

——很多传统民间技艺都是因为后继无人而渐渐消失了~不知在日本~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希望年轻人
能够重新拾起这些民间珍宝吧。。。

5、《荫桔梗》的笔记-第137页

        丹野在征兵检查中被划为二级乙等，成了“第二补充兵”。服役的地方有点远，这也使志子的心
发生了动摇。将近战败
时，他又被派到中国东北东宁地区的战线上，就此被扣留在
了西伯利亚。当他满载着痛苦的回忆，皮包骨地回到家中时，
罗堂正气色红润地坐在明亮宽敞的雕刻室里摆弄着他的裸像。

——世事总无常~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很多东西都会因时局而改变，生不逢时其实才是人生最大的无
奈~

6、《荫桔梗》的笔记-第153页

        西京屋师傅朝里间看了一眼，意味深长地笑道：“你娶了
媳妇就知道了，女人啊，三句话不离‘没有衣服穿’。”
“是吗？”
“所以不能娶个子高的女人。”
“为什么？”
“这还不明白吗？个子高了，很多衣服就穿不上了呀！”

——其实个子小的女人也有很多衣服不能穿。。。尤其是如果她还变胖了。。。所以女人还是觉得永
远都缺衣服的嗯！

7、《荫桔梗》的笔记-第113页

        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寝，生活就是不自由的连续，运道不佳的时候真难有好心情。

8、《荫桔梗》的笔记-第65页

        “什么呀，我还担心那女的是个找碴儿专业户呢！”
“找碴儿专业户？”
“是啊。前两天我参加了一次百货商行会的聚会，才知道
最近有个相似的客人经常出没于各家商店，金银堂师傅和更
藤师傅都着了她的道。”
昭介疑惑地等待下文。
“每次使的手法都一样。客人来取定做的衣服时总是这儿
啊那儿地挑毛病，故意惹怒女店员引起争吵，吵得不可开交
了便只好去叫经理，她便趁机将事先带来的针藏进衣服里。”
昭介默然。

——相熟的朋友被怀疑做这种事，还真是挺尴尬的⋯⋯

9、《荫桔梗》的笔记-第160页

        利雄家代代都是开染坊的。父亲有三个儿子，他的构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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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个儿子继承自己的手艺，一个儿子当上绘师，一个儿子当
除污师，三人合作便完美无缺了，然而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父母的打算总是很好的~而且总是与自己息息相关~而百分之九十的孩子都不能按照父母规划好的
道路前行吧。。。父母与孩子的根本矛盾也许就在于此。。。

10、《荫桔梗》的笔记-第157页

        是错觉吗？国子的脸似乎红了。利雄对国子产生了些许
好感，因为他曾担心过，如果有了喜欢的女孩，那女孩却没
法儿忍受这种气味该怎么办，现在看来是杞人忧天了。

——利雄的这种心情就像一个腐宅基男想找妹子~又担心妹子觉得自己是基佬~所以见到个妹纸就会发
生各种错觉~

11、《荫桔梗》的笔记-第25页

        她未曾料到的是，追悼会上竟在播放“晓鸦”。
想必马屋师傅也学唱过新内节吧？然而，对他来说，那
些曲乐牵系着太过苦涩的回忆，搞不好他曾发誓一辈子不再
碰那个吧。
同样，她也无法忘怀那段过去，所以连自己的衣服都不
交给马屋师傅，宁愿送到内田屋。
她一定有不能跟马屋师傅相见的缘由。
当她得知马屋师傅是听着“晓鸦”去世的，便无法在那
会场里待下去了。留在增山雁金上的泪痕便是明证—她逃
出会场后，曾躲到无人处放声大哭。

——往往一首乐曲，一首歌就能勾起无数的回忆，过去的信、邮件、短信都是可以删去的，只有记忆
永远抹不掉~一旦有人点燃了导火索~记忆便会如潮水般不可挡地涌来~

12、《荫桔梗》的笔记-第35页

        “还记得那天的事吗？”
牧子曾如此询问石原。
两人之间的“那天”，除了某日别无其他。
石原答道：“想忘都忘不了呢，那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那后来为什么离我远远的？”
“因为你太美了，太过神圣而无法靠近。”
“我还一直在等你过来⋯⋯”
“那个年代的男生都是那副德行吧—只有自我意识强得
出奇，心里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现在呢？”
“现在简直想把心掏出来交给你。说实话—我至今都爱
慕着你。”
牧子切实地听到了近来已绝少耳闻的“爱”这个字，登
时像少女般脸红心跳起来。

——这个地方虽然写的很温馨，但是⋯⋯结局真的非常出乎意料！有点荒诞的感觉在里面，泡坂妻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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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真是⋯⋯！！！

13、《荫桔梗》的笔记-第1页

        立体效果图

14、《荫桔梗》的笔记-第222页

        现在人们常说”战后的混乱期“云云，我倒认为混乱来临之前，其实是有一段空白期的。
混乱是在人们回过神来之后才会出现的状况。

15、《荫桔梗》的笔记-第182页

        “但小佐野先生还有漂亮的夫人不是吗？”
小佐野不明白她的意思。
“要是因为和我牵扯上而让夫人跑掉了，那可要大伤脑筋
了吧？”
小佐野再度大吃一惊。
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这个问题。

——额娘经常教育我们，男人那张嘴是最不可信的~其实也的确如此吧~嘴上总是说得好，让他做出什
么实际行动时，他便是一副“从没想到这个问题”的表情~

16、《荫桔梗》的笔记-第105页

        未曾料想的是，从不注意订单上客人姓名的章次完全不
知那是贤子的衣料，不巧又逢父亲入院，那件衣服便被转交
到了深井手里。粗枝大叶的深井，此时购入了一套刚刚出现
在市场上的印刷工具，便三下五除二地将事情办完了—一
定是这样。

——很多事情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一时疏忽，然而这样的疏忽可能会造成日后的遗憾，所以还
是尽量认真做好每件事吧⋯⋯

17、《荫桔梗》的笔记-第169页

        国子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利雄的公寓。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利雄被骗时，内心却是哈哈哈大笑~有些人真是傻得特别让人无力吐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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