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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黑白》是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唯一的侦探题材小说。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兴起学习西方的运动，开始接受欧美侦探小说的影响，一些著名的纯文学作家，
如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等，都发表了侦探小说性质的作品，《黑白》就是其中的一部
。

作品中的主角也是一位作家水野。
故事讲述的是，他如何写作一部犯罪小说时不知不觉陷入困境之中。

《黑白》的主人公水野标榜自己是个“恶魔主义者”，而谷崎也自称为“恶魔主义”。
谷崎借着水野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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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一九四九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生前曾
任中日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细雪》不仅是其个人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之作，也是整个昭和文坛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法国文学家萨特盛赞这部作品为“现代日本文学的最高杰作”。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代文豪，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黑白》系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也是他唯一一部以侦探推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唯
美派大师笔下的凶杀案。
本书在谷崎润一郎的全部创作中可谓别具一格，但也仍然带着很深的他特有的创作特色。

《黑白》系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也是他唯一一部以侦探推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该书由著名翻译家文洁若翻译。
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兴起学习西方的运动，开始接受欧美侦探小说的影响，一些著名的
纯文学作家，如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也发表了侦探小说性质的作品，《黑白》就是其中的一
部。
本书在谷崎润一郎的全部创作中可谓别具一格，但也仍然带着很深的他特有的创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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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谷崎润一郎(一八八六至一九六五)是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父亲是个米商。
一九〇八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曾接触希腊、印度和德国的唯心主义、悲观主义文学，形成虚
无的享乐人生观。
文学上受到波德莱尔、爱伦·坡和王尔德的影响。
一九一。
年因交不起学费辍学，与同学合办《新思潮》杂志，并发表唯美主义的短篇小说《刺青》(一九一二)
、《麒麟》(一九一二)。
他的创作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自称为“恶魔主义”①。
代表作《春琴抄》(一九三三)的主人公佐助，为了表示对盲女春琴的爱，竟用针刺瞎两眼，表现一种
被虐待的变态心理。
晚年的作品《疯癫老人日记》(一九六二)更集中地表现了他颓废的一面，耽于变态性欲的描写。
但他有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问题，如短篇小说《小小王国》(一九一八)，塑造了一个外
貌丑陋而才智出众的顽童形象，衬托贫病交迫的小学教员的凄凉。
长篇小说《鬼面》(一九一六)描写寄人篱下的穷学生的遭遇。

谷崎自一九二三年起定居京都，关西的风土人情成为他后半生写作的背景，著名的作品是战争期间为
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而写的长篇小说《细雪》(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八)。
它描写一家四个姐妹的婚姻生活，穿插了一些观花、赏月、捕萤、舞蹈等活动和风流韵事，人物的心
理刻画细腻，对话是用京都、大阪的方言，别具特色。
他的《源氏物语》口语译本(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一)文笔明丽酣畅。
一九四九年，谷崎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谷崎的汉学造诣很深。
他曾在秋香塾攻汉文，十几岁就能赋汉诗。
一九一八年，他只身到我国东北、北京、天津、汉口、九江及江浙等地游历，返国后写下《苏州纪行
》、《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名篇。
一九二六年他再度访华，在上海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作家结识，回国后写下《上海⋯⋯
文摘
为了寻找那个符合种种条件的人，他再度四下里打量，这当儿一个男人开始在他的视野里晃动。

他(小说的主人公)为什么看中了那个姓“儿玉”的人?正如上文所说，儿玉与他几乎没有交往。
自古以来，那些计划周到的犯人总是把证据统统消灭掉，但是由于多少在良心上留下了点痕迹，所以
依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被侦破。
外界的脚印是能擦掉的，然而留在心里的痕迹是轻易抹不掉的。
他的良心业已麻痹，对这一点倒是无足担忧。
只要多加小心，里里外外，不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可以把证据彻底消灭掉。
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尽管没有证据，人们也会隐隐揣测是他下的毒手，捕风捉影的消息就这么传开来
。
假若一般人都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被万人所指，兴许就会有了破绽。
然而儿玉其人，从前担任某妇女杂志的记者，并曾造访过他两三次，此外就只是偶尔在街头擦身而过
，或在电影院碰见过。
而今，儿玉也罢，这份妇女杂志也罢，都和他了无干系。
他仅只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听说，此人自从辞去妇女杂志记者一职后，就退居到琦玉县大宫郊外，从事
某全集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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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每周两次(星期一和星期五)到东京来。
每次进京，多半都在城里吃晚饭，乘八、九点钟的火车回去。
最后一点是：他家坐落在离大宫车站约莫一千多米的郊外，得沿着夜间那僻静而阒然无人的路走上一
、二百米。
每一次他在银座大街的电影院和儿玉相遇，儿玉都是进京来办事的。
寒暄时，儿玉就顺便说声：“嗯，星期一和星期五我都进京。
，，不等看完电影，一到八点钟左右，儿玉必然提前离开，嘴里还念叨着：“啊，对不起，先走一步
。
因为住得远，要是不赶这趟火车⋯⋯”就这样，他和儿玉在外面偶然遇见过五、六次。
儿玉有个朋友在某杂志社当记者，也不时地到他家来串门。
有一次话题转到郊外生活上，扯起“郊外生活固然好，太不方便了，也是个问题”，于是谈及儿玉家
的事。
那位记者为了举例说明住在偏僻的地方多么不安定，多么冷清，相当详尽地将路上的情景描述一番，
并说道：“唉，每周两次倒也罢了，要是每天跑来跑去，那样的地方可就住不得了。
”
关于儿玉，他并不曾特地调查什么，然而听说了这么几件事。
像这样尽管关系疏远，关于其行动和生活却能了解这么多，实在难得。
想来想去，除了儿玉之外，再也没有如此符合条件的人了。
对于蒙在鼓里的儿玉来说，刚好符合条件这一点却是天大的不幸⋯⋯
人指不定何时会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呢。
从悬崖下面经过，会被从上边滚下来的顽石压得粉身碎骨。
在泥泞中行走，脚底下往前多滑了一两寸，竞跌进深谷。
在大街上也可能突然引起心力衰竭⋯⋯儿玉之死也就是上述横死中的一种。
只不过由另外一个活人代替了顽石或泥泞而已。
此人丧尽了天良，与顽石、泥泞没有多少差别。
儿玉直到被杀害的那一瞬间，不，甚至遇害后化为幽灵，恐怕也猜不出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

在断然下手之前，务必尽量不让人觉察地弄清楚儿玉是否至今每逢星期一、五就进京，而且依然住在
大宫郊外。
然而并没有非在哪一天之前下手不可的期限，所以用不着急忙调查。
他抓住偶然的机会，极其自然地跟与儿玉所编全集有关的人员以及儿玉那位做记者的朋友闲聊，并就
着话碴儿一点点地打听，故不曾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在这个基础上，他又悄悄地亲自前往大宫，观察了儿玉住宅周围的环境，又从儿玉家步行到车站，算
好了距离和所需时间。
然后，最费脑汁的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暗杀手段。
他心想，凶器也尽可能使用偶然弄到手的才好。
下手的当天捡起掉在路旁的什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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