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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２０ 世纪的 日 本 ，

经历 了４０ 年代的战争 、 战败 ， 到 ５０ 年代的被 占领 ，

直到 ６０ 年代的 高度膨账 。 这个太平洋岛 国 经历 了三十 多年的动 荡之

后
， 终于从满 目 疮痍走上复苏之路 。 然 而 ，

生 活在这里 的人们 ，． 在

轰轰烈烈地
“

为 国贡献
”

之后
，
猛然 又遭遇在 国 际舞 台 上的销声 匿

迹
，
后又随美国如坐过山 车般窜居世界第二。 在个人价值和 国 家利

益频频受到挑战 ，
人民的 肉 体跟随 国 家命运一起大起大 落的 同 时 ，

他们的思想该何去何从？ 意识形 态 内 的整合成为 战后 日 本社会亟待

解决的 问趙 。 无数碰撞 中 ， 曰 本战后 大众文 学代表之一的作 家 、 社

会派推理小说始祖松本清张 ， 屡屡成为 争论的 目 标人物 。 是他赋予

了传统推理小说新的含义 ， 挽回 了 日 益衰落的推理小说的颓势 。 然

而
，

“

推理
”

却不是他应对社会的唯一 的武器 ，
他是靠

“

社会 ？ 历

史
”

的元素 ，
让昭和大众甚至 ２ １ 世纪的我们 ， 都难以抵挡他的精神

诱惑 。 清张作品 ， 其持久的魅力本身 与社会 、 大众却又是密 不 可分

的 ， 是作家本人对社会的重视 ，
让它们上升到 历 史的 高度 ， 跨越时

空 引 导众生看人生 、 看世界 。

关键词 ：
文艺创作方针 ；

大众
；
现实 ；

历 史 ； 推理

近几年来 ， 国内经济突飞猛进 ，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说 ， 这些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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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基础发展的黄金时期 。 这一点大概和
“

二战
”

后五六十年代 日 本

的迅速崛起有着惊人的相似 。 当然 ， 历史的重复不仅出现在经济的范畴 ， 这？

些重复存在于方方面面 ； 对于时空截然不同的中国和 日本 ， 各个层面都显示

出雷同的轨迹 ， 应该说 ，

“

新时代
”

这样一个极其相似的社会背景 ， 毋庸置

疑是最根本的缔造者 。 众所周知 ， 战后的 ５０ 年代以来 ， 日本持续了将近二

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 被称为
“

东洋的奇迹
”

。 经济领域的膨胀和骤变 ， 为

本国上层建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土壤 ； 同时 ， 意识形态内东与西碰撞

而发生的剧变 ， 也以纸质的 、 视听的 ， 甚至身体力行的各种方式渗溢而出 。

在物质极大满足 ， 以及科技愈来愈发达的前提下 ， 大众追求身心和感官得到

更大的满足 ， 期待着出现更绚烂的奇迹。 空前的富足与和平 ， 导致新旧行业

你追我赶 ， 竞相争艳。 而此时 ， 文学的传统土壤中也随之开出 了朵朵奇葩 ，

文学类型与派别层出不穷 ， 包括民主主义文学 ， 第一 、 第二次战后派 ， 第三

新人等等 。 其中 ， 大众文学与新闻出版业的相互渗透 ， 使之得以更广泛的认

同 ， 历史、
． 推理 、 恋爱 、 冒险类小说不但数量庞大 ，

而且其时代影响力甚至

超过了同期的传统文学类别 。 内容的极大丰富 、 心态的极大宽容 ， 应该说是

当时 日本社会的鲜明特征 。 尽管当时还是出现了许多关于探究
“

纯文学
”

的论争 ， 但是大众的需求不可忽视 ， 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不可改写 。

不难看出 ， 以上的这种走势也逐渐出现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 。 目前 ， 新

兴作家与既成作家之间的争论与创作 ，
让当今中 国 的写实主义文学在

“

纯

粹
”

与
“

通俗
”

之间徘徊 ， 而大众媒介的介人更是让
“

文学
”

走起了 中间

路线 。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 日本文学界描述这一类作品时的称谓——中间小

说 。 不可否认 ， 它的流行是时代进步的结果 ，
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 。 可

是 ， 在如此众多纷繁的中间创作类型之中 ， 我们判定它们的优与劣的标准 ，

仅仅就是读者数量与被读的次数吗 ？ 在笔者看来回答无疑是否定的 。

一部作

品是否有魅力 ， 生命力是长是短 ， 它能否成为经典 ， 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取决

于它为后人创造的
“

价值
”

的大小 。 这里 ， 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当年的 日本 ，

那样一个曾经在经济上高速发展却在政治领域被强制失语的国度 ， 又为后人

传承了怎样或鲜活 、 或深邃 、 或严谨的 ， 充满生命力的
“

文学价值
”

呢？

提到中间小说 ， 我们就不能不谈到 日本战后社会派推理小说 。 众所周

知 ， 它的创始人——松本清张 ， 曾
一度引领过战后 日本极具特色的大众文学

风潮 ， 他毕生贡献了近千部作品 ， 是昭和文坛的干将 ， 曾经被尾崎秀树称为
“

象征着战后的文学存在
”
［

１
］

。 那么 ， 松本清张和他所生存的时代留给我们

？ 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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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启迪和深思呢 ？

松本清张于明治 ４２ 年 （
１ ９０９

） 出生在 日本北九州小仓市的一个贫困家

庭 。 １５ 岁高等小学毕业之后为了贴补家用 ， 进人当地的川北电气株式会社

做杂佣 。
１９４３ 年进人朝 日新闻后被征人伍派往朝鲜 ， 两年后因 日本战败 回

国 ， 继续为朝 日新闻服务做图案工。 清张苦涩的前半生的种种经历给他的后

半生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 由于近乎为零的学历致使他频频受到歧视 ， 长年居

于人下的生活造就了清张不屈不挠的性格 。 为了克服学历低下的劣等感而苦

苦挣扎与奋斗 ， 清张终于在几十年后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 。 在培植文学感觉

的道路上 ， 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但为将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素材 ，

还为清张人生观、

＇

世界观的 日益成熟和系统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

推理类小说在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起步较早 。 早在大正时期 ， 芥川龙之介

等人就有所尝试 ， 但其作品尚不能看作真正的推理作品 。 在江户川乱步的几

部严肃原创作品以及少年侦査团系列的推出后 ， 推理小说得以逐渐走向大众

并流行开来 。 但在这之后的 ３０ 年间 ， 日本推理小说无论是从描写内容还是

表现手法上 ， 都逐渐陷人单纯解谜、 千篇一律的境地 。 读者面对轻浮单薄 、

味同嚼蜡的作品已是热情不再 。 清张在他的 《我是怎样看待和思考的 》
［
２

］

中

曾如此表述 ：

．

当 时 的侦探小说 ， 在那之后 （ 江 户 川 乱步 向通俗 需 求妥协之后 ） 就失去 了 文

学 的普遍性 ，
这样一来 ， 推理小说在很长 一段 时 间 内 被社会 的

一般性读 者 拒之 门

外 ， 从而沦为 那 些 只 热 衷 于 解 谜伎 俩 ， 自 诩 为
“

鬼
”

的 读 者 群 的 猜 谜 游 戏 的

工具 。

［
３

］

清张流的推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 ， 迅速征服了既

往的读者们 ， 并让推理小说以压倒性优势占领了 同时期的百姓阅读市场 。 昭

和 ３３ 年 （
１９５８

） 连载的两部长篇 《点和线》 《眼之壁 》
一经问世即火速卖

座 ， 引爆了当时所谓的
“

清张热
”

。 直到 《零的焦点 》 （
１ ９５９

） 、 《黑色的画

集》 （
１ ９５８

－

１９６０
） 迎来了它的高潮期 。 这些推理作品 ， 重在通过独特的视

角 ， 分析犯罪的动机与根源 ，
以此暴露战后 日本政治 、 社会体制的矛盾 。 它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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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体裁多样 ， 技巧与写实并重 ， 在以往的推理作品 尚在设局 、 解题的常套内

打转时 ， 它恰当地融入了
“

社会
”

的元素 ， 巧妙地打破了怪异幻想的束缚 ，

让传统推理界刮起了强劲的现实主义之风。 并且 ， 每部作品都展现了作者强

烈的贴近大众 、 关心民生的创作动机 ， 被隐瞒的历史和社会话题都得以重拾

与重视 。 这样一种新的尝试让读者 、 媒体 ， 以及评论界都忙得不可开交 。 这

些作品完全改变了风靡一时的推理小说原有的轨迹 ， 清张本人也被推上了正

统社会派推理小说鼻祖的地位 ， 当时甚至出现了
“

松本清张以前 ？ 以后
”

的说法 ， 其划时代的影响可见一斑 。

然而 ， 清张的创作却并非浅尝辄止 ， 不管评论界的反应是褒是贬 ， 经过

几十年艰辛的磨炼、 沉淀和积累 ， 清张岂能轻易放弃原则 。 他不跪拜权威 ，

不谄媚上层 ， 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繁华背后的
“

真实
”

。 他曾经在采访中被问

及关于 自 己的文学信条时 ， 他的 回答是
“

真实的语言胜过美丽的文章
”［

４
］

。

那么 ， 仅靠推理 ， 清张能否贯彻 自 己的信念呢 ， 他的作品能否承受尾崎秀树

对他的评价呢？

清张初登文坛并不是令 他声 名 鹊起 的 推理小说 ， 而是 昭 和 ２６ 年

（
１９５ １

） 人选 《周刊朝 日 》 的征文小说—— 《西乡札 》 ，

一部历史题材的时

代小说 。 随后的许多作品继承了处女作的风格 。 如 《某 〈小仓 日记 〉 传 》

（
１９５２

） 、 《菊枕》 （
１ ９５３

） 、 《断碑》 （
１９５４

） 、 《波之塔》 （
１ ９６０

） 、 《野兽之

道》 （
１９６４

） 、 《沙漠的盐》 （
１９６７

） 等 ， 均在事实和虚构的缝隙之间成功地

展现了高于事实的真实 。 这些作品结合各种历史事件背景 ， 生动地描绘出生

活在高度成长的昭和 ３０ 年代的众生相 ， 揭示了世俗的无知 、 人性的偏执和

扭曲 的欲望 ， 挖掘题材之广泛甚至超越了清张 自 己创造的社会派推理的

范畴 。

当然 ， 与传统的 以悬疑把戏、 解谜套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侦探小说相

比 ， 清张流推理 自身的质的飞跃确实让籍籍无名 的他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
“

国民作家
”

， 但是 ，
让评论界和学术界震撼的却是他对于历史深刻的理解

和对时代敏锐的洞察力 。

在当时近乎残酷的检阅审査制度的限制下 ， 清张不得不频频将探索 目光

投向古代 ， 借古喻今 。 比如 《啾啾吟》 （
１９５３

） 、 《家康和山师》 （
１ ９５５

） 、

《天保图鉴》 （
１ ９６４

） 、 《私说 ？

日 本会战谈 》 （
１９６６

） 、 《西海道谈绮》

（
１９７６

－

１９７７
） 等 。 从当年的 《西乡札》 到 《西海道谈绮 》 ， 每一部都不是

一个独立的历史故事 ， 许多作品和现实都是相互关联 ， 你中有我 ， 我 中有

？ 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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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 就像清张 自 己说的那样 ，

“

描写历史制度下的人物就是描写在现代社会

机构中喘息的人们
”

，
通过历史小说中描写的权力构造和荒诞事 ， 达到对当

下的现实批判 。 当然 ， 清张也并非想象中那样隐忍 ， 他的理想就是追求历史

的真实 、 还原历史 ， 让大众成为真相的知情者 。 他在许多作品 中都无畏无

惧 ， 直抒胸臆 。 像 《昭和史发掘》 （
１ ９６４

）
—针见血地揭露昭和初期社会的

阴暗面 ， 像 《 日本的黑雾》 （
１９６０

） 剖析在美军占领下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

件真相等等 。 这些完整系统地利用史料进行加工创作的纪实类现代史作品 ，

已经成为清张文学的代名词 。 对于历史 ， 清张清楚 ， 真相是不可能百分百再

现和还原的 ， 无论怎样的论调都不过是史家的主张——推测而已 。 在历史学

研究方面 ， 长期游弋在学界之外的清张 ， 其严谨的态度竟然让许多历史学者

战战兢親。 通过 《古代史疑》 （
１ ９７４ ） 、 《古代探求》 （

１ ９７８
） 、 《清张通史 》

（
１９７６

－

１９８３
） 等系列史评 ， 清张不但突破了史学界 由来已久的观察框架 ，

更是彰显出他介作家的强大的多元化存在力 。

战后十年伴随着经济的复苏 ， 民众对于 自 由地享受文化的权利意识也逐

渐苏醒。 的确 ， 当时应运而生的时代小说家应该说不胜枚举 ， 而清张的 出现

却让他们黯然失色。 无疑 ， 清张是时代弄潮儿中最为闪亮的 中坚力量 。 当

然 ， 清张的璀燦并不像陨星那样短暂 ， 他在随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地

为社会创造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 然而 ， 他灼热的光芒在赢得了读者的同时 ，

却引起了很多学者 、 作家多方面褒贬不一的评价 。

昭和 ３６ 年 （
１９６ １

） 到 ３７ 年间 ， 右翼作家三岛 由纪夫参加了一场所谓的
“

纯文学论争
”

， 这是一场由平野谦点燃的近代 日 本文学界的首场论战 。 参

加者还有著名评论人伊藤整 、 作家大冈升平 ， 以及小说家、 诗人高见顺等 。

平野认为 ， 纯文学几乎成为了历史的概念 ， 纯文学如果不像松本清张或水上

勉的作品那样恢复对于现实社会的关心 ， 必将衰落 。 当时冷静接受了平野论

的只有伊藤整一人 ， 他甚至还有所发展地断言今后文学不再需要区分纯文

学、 中间文学 、 大众文学了 ， 并提出只要研究文学在质上的优劣即足矣 。

与此相对 ， 流行作家大岡升平在评论井上靖 《苍狼》 的时候 ， 顺便把

批评的矛头转向了清张和水上勉 。 他认为批评家们对推理小说赞美有余 、 批

评不足 。 后来 ， 在名 为 《批判松本清张——常识性文学论 （ １２
） 》

ｗ
—文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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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他展开了对清张的全面批判 。 他在谈到清张作为作家本质的时候 ， 这样

说道 ：

“

我对于潜伏在作者性格和经历内部的那些不幸深表同情 ， 但这对我

却更加深了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作家的印象 。

”

总之 ， 他把清张生活的
“

不

幸
”

看作是一种
“

乖僻精神
”

， 并且宣称 ， 依靠这样的
“

乖僻精神
”

对所谓

的
“

社会的丑恶
”

进行判断并将其想象成
“

浪漫
”

， 仅就这样是无论如何都

描写不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机制的 。 对此 ， 清张速作 《大冈升平氏关于

浪漫的裁定 》

［
６

］
—文 ， 予以强有力 的反击 。 也许 ， 大冈 的批判过于空乏无

力 ， 于读者只是徒增不快 。 进一步说 ， 他对清张的批判 ， 恰恰反映了在他本

人内心存在着一种对大众普遍认同的清张式心理彳顷向的畏惧感 。

于这样一场争论 ，
三岛 由纪夫却不置可否 ， 他曾表示 ：

“

说纯文学变质

了 ， 现实性又怎么了等等 ， 这种一犬吠虚万犬吠实的状况 ， 不外乎都是因为

纯文学卖得不怎么样而推理小说卖得太火了的原因吧 。 本来在欧美推理小说

异常好卖 ， 卖不了 的都是些没资格称为推理的东西 。 而现在的 日本 ， 推理小

说的创作和阅读的社会条件才刚刚成熟 ， 卖得多好都是理所当然的 ， 而且今

后必定还会越来越火 。 推理小说的市场本来如此 ， 就因为如此 ， 纯文学被抢

了风头 ， 这完全跟酒家的衰落由酒家的繁盛所致是
一个道理 。

”［
７

］

尽管三岛

的言论十分怪诞 ， 但我们仍不难发现 ，
三岛既不是替推理辩护也不是袒护纯

文学 ， 不能不说它是清张现象的最好佐证。 纷纷杂杂的论争过后 ， 却是对清

张的批判越激烈 ， 清张文学魅力反而越加得到张扬 。

当然 ， 论争与评论是多方面的 、 多角度的 。 然而 ， 在清张逐渐成熟并壮

大的年代 ，
日本文坛却屡屡遭遇震撼性的事件 。 昭和 ２ 年 （

１ ９２７
） 芥川龙

之介 自杀 ，

２３ 年太宰治 自杀 ，

４５ 年三岛 由纪夫剖腹 自 杀 。 这三件事情并非

巧合 ， 可以说 ， 昭和的 日本文坛经历着周期约为二十年的阵痛 ，

一直到 ４７

年 （
１９７２

） 川端康成煤气中毒 自杀 （ 以上作家的简介略 ） ， 日本甚至世界都

为这一桩桩的 自我毁灭而痛心 。 同样作为文学者 ， 清张受到的冲击非同小

可 ， 然而清张即使在深省的时刻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非比寻常的理智 。

在纪念三岛逝世 ８ 周年举行的与东京大学教授三好行雄的对谈
［
８

］

中 ，

他谈到在青年期迷恋的是芥川龙之介的作品 ，
尽管如此他认为 ， 芥川文学中

欠缺着
“

现实生活
”

的味道 。 芥川是在没有经历过世俗的洗礼 、 缺乏实际

生活经验的头脑里 ， 创作着他的
“

人生
”

， 对于并不贴近大众生活 、 无法受

惠于现实生活的
“

人工造
”

文章 ， 清张感觉和 自 己颇为不合 。 显然 ， 对于

几乎和他同时代的三岛 由纪夫 ， 由于缺乏百姓式的实际生活经验而导致的人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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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性 ， 清张也有类似的看法 。 在清张看来 ， 文学作品是而且只能是亲身体验

民众的生活之后的高度精练 。 而三岛却被他 自 己亲 自创造出来的人工美的世

界所辖制 ， 他仅仅是脚不沾地的知识阶层而已 。 他的文章无论构思多么精

巧 ， 由于远离了实际生活 ， 局限即显而易见 。 素材和形式上的龃龉 ， 造成三

岛 自我矛盾的尖锐化 ， 探寻
“

美
”

的＃程逐渐蜕变为追求
一种的

“

实感体

验
”

的极致行为 。 极端缺乏亲身体验形式的三岛 ， 不得不将 自 己投身到政

治社会运动中 ， 从而找寻到 自 己 的出路 。 三岛 的
“

右翼
”

倾向就是在这个

过程中碰壁的表现之一。

对于三岛 由纪夫的文章 ， 清张的评价是行文华美 ， 取材详尽而贴切 。 但

是 ， 清张注意到的却是 ， 他过度地拘泥于文学美而被材料牵着鼻子走 。 如前

所述 ， 清张价值观的形成的根基 ， 是他在平凡的前半生中 ， 经历的各种现实

生活的矛盾郁积交织而成的
“

怨恨
”

（
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 。 于清张而言 ， 文学之

所以萌生 ， 首先要有扎根生活的
“

思想
”

， 而非反向路径 。 欠缺现实生活感

悟的三岛所谓的
“

右翼
”

思想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
“

思想
”

， 它和现实

是完全游离的 。 在倾心于
“

右翼
”

思想的三岛身上 ， 清张明显地感受到一

种为追求完美纯文学的偏执的可怕 。 清张在这次的对谈当中这样表示 ：

三 岛 所 倾 心 的 方 式 是 ， 将 他 的 体验 对 象 实 物 化 ， 在 实 际 生 活 当 中 张 扬 出

来 。
… …他 的作 品 必须是完美主义 的 。 其他 的作家也许就在书房读 点采风记 录 ， 然

后虚构 出 自 我需要 的故事 ， 而 三 岛却不 满足于此 ， 他需要亲身体验来抓住那 些更加

细腻更加精华 的东西 。 所 以在写 二 ？ 二六事件青年将校
“

殉 葬
”

为 主题 的 东 西 时 ，

他必须要 亲 自 进入二 ？

．
二六事件

［
９ ］

中 青年将校 的 世界 。 然 而 ，
当 时并没有这样 的

东西 ， 于是他须要 自 己创造这样 的 一个世界 出来 。

［
１ °

］

从上面的发言不难看出 ， 清张与三岛 由纪夫的这种总是将现实的人工世

界和观念的人工美的世界同化的生活方式 ， 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 尽管如此它

仍不能掩盖清张话语中的双重含义 。

一方面 ， 清张艳羡三岛的文学天资 ， 感

叹三岛通过特殊体验追求极致
“

美
”

的作品化历程。 另一方面 ， 清张却对

三岛的追寻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 ， 暗示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活体验一定会在某

个时候夭亡 。 三岛式构成事件的方向是
“

文学—生活
”

； 与此相对 ， 清张是 ．

彻头彻尾的
“

生活＾文学
”

。

？

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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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综上所述 ， 从幼年 、 青年 ， 以至于成年都极为普通的清张 ， 在家境 、 受

教育的程度 ，
以及文学创作的环境等方面都无法与在他之前的芥川龙之介 、

太宰治 、 川端康成和几乎同时代的三岛由纪夫相提并论 。 可是 ， 清张文学却

以一种薪新的姿态傲立于昭和文坛长达 ４０ 年之久 。 当然 ， 这个数字仅仅是

清张后半生的生命长度 。 清张没有超凡的才气 ， 没有优越的家境 ， 但他却拥

有不可比拟的坚钿 ， 拥有面对挫折不示弱的决心 。

一朝成为作家 ， 那么他的

成长必定是在不断地否定 自我、 挑战社会的不公正过程中螺旋式上升的 。 正

视 自我的短浅和社会无处不在的阴暗 ， 难道不是作家应尽的义务吗 ？ 正是抱

有这样的信念 ， 清张在面对辉煌和荣誉时没有迷失 自我 ， 更没有在灰暗失落

时 自我毁灭。 作家创作出有魅力的作品 留给后世 ， 固然值得后人尊敬仰视 ，

然而被人们传颂的难道只有那冰冷的文字吗 ？ 作为作家的个体难道不也是后

人常常奉为经典的榜样吗 ？ 作家生命的跃动通过作品传递给他人的同时 ， 他

的生命力也得以传递和延续 ， 这时只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彰显出最为旺盛

的激情 。 假如你遭遇了苦闷与彷徨 ， 就请多多接触身边最真实的社会吧 ， 这

应该是清张教给我们的一个真理 。

随着科技的发展表现形式 日趋多样化 ， 即使在清张逝世多年后的今天 ，

他的作品仍然在千变万化的舞台上吸引着大众的眼球 （本篇不讨论其作品

影视化的过程 ） 。 对于成长于昭和 的 民众来说 ， 清张 已经植根于他们的生

活 ， 清张作品不但伴随他们的成长 ， 而且还是他们的 良师益友 ， 甚至是价值

观形成的标尺之一 。 即使在今天 ， 清张式看待事物的方法仍然被许许多多人

沿用 ， 清张的世界仍然充满了谜一样的磁力 ， 但我们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

候 ， 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由无数个社会个体构建而成的 。 如果说 ， 清张为民

众贡献了智慧 ， 大众则为清张奉献了整个世界 。 这样的关系让清张的世界充

满了血与肉 ， 它像泉眼一样源源不断地给这个世界输送着最前沿的信息 ，

一

股又一股交集成为清张文学的灵魂。 作为中国读者 ， 笔者掩卷思量 ， 这不正

契合我们的
“

从群众中来 ， 到群众中去
”

的文艺创作方针吗 ？

可以说 ， 清张的后半生为开拓文学领域的事业鞠躬尽痒 。 在文学的道路

上无师 自通的他 ， 为的是满足 自我的求知欲 。 他的这种
“

自 给 自足
”

式的

参与方式特立独行 ， 不可复制 ， 从他 ４２ 岁发表第一部作品直到他去世之前

？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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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曾停止过手中的笔 。 四十多年的创作道路上 ， 没有门派 ， 没有盟友 ， 不

尽信权威 ， 不讨好权贵 ， 将异化与孤立化为文学创作的动力 ， 不懈努力地探

索作为作家的一切可能性 。 清张如此孤独地奋战在矛盾重重的昭和时代 ， 却

既没有半途而废 ， 也没有 自我毁灭 ， 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实力为后世开创了广

阔的天地 。

一个小学毕业即为家计四处奔波的少年成长为独树一帜的社会派

推理创始人 ， 他依靠的是对 自我表达的热情 、 对生活毫不退缩的执著 、 对真

理探求的强烈渴望 。 应该说 ， 清张文学的生命力不单纯是其作品中蕴含的魅

力 ， 作家于家庭 、 于他人、 于社会的
“

人世
”

态度是其强大生存能力 的根

本源泉 。

注释 ：

［
１
］

“

松本清張以戦後 奁象徴ｔ厶文学的存在ｔｏ＊ 。 子九Ｕ文学上０限 匕札亡範囲刃

二 么 〈 、 乜 精神史的４意味 尾崎秀樹 「松本清張文

学〇特質 」 ｐ６（ 『松本清張研究 Ｊ 創刊号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砂書房 ） 。 本论文中文翻译均

为笔者译。

［
２

］ 松本清張 『私Ｗ 見方 ？ 考之方 Ｊ（大和 出版、 １９７８ 年 ） 。 本论文除此书外 ，

凡涉及松本清张作品均参照 『松本清張全集 』 （文藝春秋 、 １ ９７ １
－

８３
） 。

［
３

］
“

当時《探偵小説以 、 子Ｗ後 （ 江戸川乱步妒通俗的＆需要 ｔ Ｌ 亡後 ） 引 券 統 Ｖ 、

Ｔ 、 普遍性 奁失 办 ＜ Ｔ 、 卜打哕 厶探偵小説这 、 長ｈ間 、

一般社会

Ｃ０読者加 出 ￥札、 謎解 ＃々 卜 凝 —部０ 「鬼 」

ｔ称卞 石読者相手刃 的遊齡二＾ ０ 下力 亡 。

”

松本清張 丨私

＜７） （７５見方？ 考之方 Ｊｐｐ ．１ １ ３
－

１ １４（大和出版 、 １ ９７８ 年 ）

［
４

］

“

美 文章 上 〇 真実 Ｃ０文字
”

田村栄 『松本清张０世界一乇《人生 ｔ文学 Ｊｐｌ９７

（光和堂、 １ ９９３ 年 ）

［
５

］ 「松本清張批判＿＿常識的文学論 （
１２

） 」 丨群像 Ｊ 昭和 ３６（
１ ９６ １

） 、 １２

［
６

］ 「大岡昇平氏Ｏ 口ＴＶ千 裁断 」 ｒ群像 Ｊ 昭和 ３７（
１９６２

） 、 １

［
７

］

“

私 丨ｉ近頃０文埴二 匕 §＾０ （二全 〈 興味妒々０ 。 純文学妒变質 匕 之〇 、 ７ 夕 千 二

力
、 七 心乃 、 ｔ

—人言？（ｉｆ

—人力 、

一犬虚 ｛Ｃ吠之 Ｔ万犬実

奁伝之 易二 ＾： 吞 、 状況心別、 乇〇大本 丨念 、 推理小説办
？

壳ｆｉ過ｒ
＊

ｃ 、 純文学妒壳扛

旮 〈 女Ｏｔ ｔ Ｖ 、丄户ｉ ｔｔ乃二 笑ｄ甘石 。 厶 推理小説 欧米Ｔ
＊

厶

壳ａＴ壳ｆＬＴ困 壳杜女ｈ推理小説 １ ± 、 号 ＆ 乇 ＆推理小説 《〇資格妒々 Ｖ 、

办匕 乇杜＃ 日本Ｔｌｉ： 、 初ｆｔＴ推理小説妒書 読 圭 ：ｆｌＳ社会的条件

力堪 壳ｔＬＴ ｆｅ 当然Ｔ
＊

、 乙托办 先 ＆ 圭ｔ 圭中壳 ｔＬ別二

違 推理小説０７—少 Ｖ 卜 ｈ 迂本来乇 ３右 ＣＯＴ％Ｔ
＊

純文学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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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圧倒 丄〇以酒屋 （？）繁昌 ＜７）扫 ｔｈｔｔ
－

酒屋介衰之々 。

”

ｒｒ純文学 ｔ ！± ？ ｊ

乇 ＜７）这力
、
」『決定版三島由紀夫全集 ？３２ 卷 ＪＰ７９（新潮社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版 ）

［
８

］ 「文学対談 社会派推理小説八ＣＯ道程 」丨 国文学 解釈 ｈ鑑賞 ？ 特集松本清張Ｗ

世界 Ｊ１９７８ 年 ０６ 月号

［ ９ ］
“

三島 （７） （７）吣 １

｝ 方 匕 ０ ３ 〇这 、 彼 ＣＯ対象経験私态 态 生活 ｛ ；： 圭 Ｔ
？

变之 Ｔ Ｌ 圭 〇

亡 。 （ 中略 ） 三島由紀夫 ＜７３場合这 、 自 己Ｗ作品妒完全主義

这扣 ｃ〇作家 亡ｈＴＷ書斎仁 取材 —

卜 何妒読Ｘ／Ｃ 、 乇 力、
自分乃

頭Ｗ中Ｔ乇〇世界奁構築ｔＳ ｔ 二 ６＆私、 三島 丨 ｉ；乇 自

分和体験 ＬＴ七 乙妒 ６ 上 ｜

？具体的 ＝

５ｒ ｆｅ ＜７Ｘ 上 ＞

） 真髄的 乇扛奁〇力
、

右 ｄ ｔ

尤 匕 力、 ｔ思〇 圭卞 。 二 ？ 二六事件〇青年将校 （二乇千一７ ？ｒ ｔ

「殉死 」 旮書Ｗｆ 、 二 ？ 二六事件Ｏ青年将校的 ＝

５：世界 〖ｃ人 吻妒 ；

々
？

ｈ 。 ｔ二 、 今过乇
？

） １０力令〇 、 自分Ｔ
＊

作 Ｓ 、 ｔＶ
、
７

二 ＾： １？卞々 。

”

「文学対談 社会派推理小説？ ＜７）道程 」ｒ 国文学 解釈 ｔ鑑賞 ？

特集松本清張 ＜７）世界 Ｊ１９７８ 年 ０６ 月号 ＰＰ ．３２
＿

３３

［
１０ ］ 二

？ 二六事件是 １９３６ 年 （ 昭和 １ １ 年 ）
２ 月 ２６ 日

， 在 日本发生的 １４８３ 名陆军青年

官兵反叛的事件 ， 是一次由皇道派军人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 。 政变失败使得东条英

机为首的统治派借机清理敌对的皇道派军人的政治势力 ，
日 本军国主义得到巩固 。

第二次中 日 战争亦在翌年爆发 。 详参见 《 日本近代史 ？ 下》 （井上清 铃木正四著

杨辉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２
） 二

？ 二六政变项 。

■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