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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综述

日本的“殖民地文学”研究是一个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

切实的现实意义的重要文学课题。从近代起，日本的文学者，特

别是昭和知识分子大都与日本殖民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

写下了大量反映殖民地体验的文学作品。但是，战后的日本文学

却是以回避和掩盖殖民罪恶和殖民责任开始的，因此，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日本的“殖民地文学”被排挤、驱逐于日本文学史之

外。然而，逃避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事实证明，日本由于缺乏

对近代侵略历史和殖民统治的深刻反省与批判，无论是在政治、

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都遗留下了很多尖锐和严

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当下研究“殖民地文学”意义重大，

直接关系到如何深刻反思日本殖民历史和重新认识日本“殖民地

文学”，这不仅是日本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人应审

视和研究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殖民地文学”研究悄然兴

起，一部分日本学者开始重新正视和反思那段历史，掀起了“殖

民地文学”研究的热潮。这其中，著名的“殖民地文学探究杂志”

《朱夏》编辑部在谈及日本侦探小说与亚洲的关系时，发表过如

下评述：“近年来，人们在考证战前纯文学对海外，特别对亚洲

地区如何反映之时，像带有高度国际性特点的侦探小说领域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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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加以研究。……当侦探小说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与亚洲这一海

外相遇之时会创造出什么？由读者‘侦探’进行的搜索其实才刚

刚开始。”a在此，明确地指出了作为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的重

要组成部分的“日本侦探小说与亚洲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大连作为一个被日本统治四十年之久的殖民地都市，孕育和

影响了众多日本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如五味川纯平、远藤周作、

三木卓、清冈卓行、松原一枝、安西冬卫、北川冬彦、富永孝子

等都出生在这里或在此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青春时代，

也有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如夏目漱石、与谢野晶子等游历过大连，

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对大连的描述。不仅如此，大连还是

许多日本侦探小说家创作的摇篮。但是，由于历经战乱，对当时

资料的挖掘存在很大困难，《朱夏》发表这段论述事隔十多年，日

本学术界对日本侦探小说与亚洲关系的研究依然很少，尤其是与

殖民地大连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日本学术界，还是在中国学术

界仍旧是一个空白。因此，深入挖掘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

大连的关系，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学术价值。

在日本，“侦探小说”一词作为“Detective story”的翻译语最早

出现于明治时期。战后由于越来越重视侦探小说的推理性，因此

“推理小说”的概念逐渐被普及开来并进而取代了“侦探小说”的

称谓，也有日本实行文字改革，“侦”字被废止，文艺界用“推理

小说”替代“侦探小说”之说。但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侦探小

说”这一概念却是被广泛认同，由于本书研究的是从1904年日本

a　朱夏编辑部 . 《新青年》的国际性和亚洲（「新青年」の国際性とアジア）［A］. 探偵小説のアジア体

験［C］. 东京：せびら書房，199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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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占领大连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段期间内，即以战前和战

时下的殖民地大连为舞台或背景创作的日本推理小说、犯罪小说、

悬疑小说等，因此，固以“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命题。

在本专著创作中存在两大方面的难题，一是资料很难收集：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殖民地文学”研究才刚刚兴起，现

在正处于对资料的挖掘和整理阶段，而关于殖民地空间中的侦探

小说的资料搜集和查找存在很大的困难。更不肖说，将范围缩小

到“日本的侦探小说与大连的关系”时，资料的收集和择取就更

加困难。二是由于到目前为止，有关“日本的侦探小说与殖民地

的关系研究”尚属于空白，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没有

人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而关于“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

大连关系研究”是在“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关系研究”基础上

更高一个层次的研究，必须在立体的空间中，开展都市与殖民地

文学，战争与殖民地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这一研究无论是

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先行研究极少，基本属于拓荒性的研究。因此，困难就更大。但

是，由于著者就此研究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资料积累，购置了大

量日文的一手资料，力图在这一研究领域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本著在考察“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大连关系”之前，

首先必须对当时殖民地都市大连的概貌进行总体描述，对生活在

大连的中国人、日本人、白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深入

地剖析大连这座都市的文化空间、大众传媒、都市生活等方面与

侦探小说创作的必然联系。

其次对当时写过中国东北地区相关作品的日本侦探小说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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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详细地介绍，考察其中“中国东北地区出身”的（所谓“中国东

北地区出身”的侦探小说家，是指出生在中国东北地区，或在中

国东北地区度过青少年时期，成年后开始侦探小说创作，或相当

长时间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某些工作后开始侦探小说创作的作

家们）与殖民地都市大连有关的日本侦探小说家的概况和创作活

动，对其进行概括性地研究和梳理。

然后聚焦到生活在大连或与大连有关的日本侦探小说家，以

殖民地大连为舞台创作的侦探小说上。以这些侦探小说为中心，

全方位、立体地剖析大连的生活体验对这些日本作家，以及对他

们的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深刻地剖析以“一等国民”身份生活

在大连的日本侦探小说家们矛盾的精神世界。

最后综合论述，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日本侦探小说由于是在

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使得它以多重身份出

现，是一个复杂、立体的存在，是现代性与殖民特性共存的文学

体现。对殖民地大连都市中产生的日本侦探小说研究，不仅可以

重新评定异族侵略背景下的日本昭和文学经验，而且还可以重新

思考昭和文学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对日本文学史的重新审视有

着较深的意义。

正如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不是在日本的本土，而是源

起于日本的“外地”殖民地都市大连一样，当把视角聚焦在“日

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大连的关系”时，会发现一个曾被人们忽略

的重大问题：活跃在日本文坛上的侦探小说家们，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人曾有过在日本海外殖民地生活过的经历，其中，以曾生活

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居多，而且竟然大都与“大连”有着千丝万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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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并且他们的侦探小说有很多是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这

其中，曾生活在大连的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就有十多位，如多次

获得日本侦探小说大奖的大庭武年、山口海旋风、鮎川哲也、石

泽英太郎、加纳一郎等。

本书主要从这些有过大连都市生活体验的日本著名侦探小说

家的侦探小说创作与大连的关系入手，深刻地剖析在这些作品中

是如何体现殖民地都市大连形象，揭示作为“一等国民”身份出

现的日本作家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探究在这个充满着异

国情调、开满槐花的摩登都市大连究竟弥漫着怎样的气息，营造

了什么样的氛围，创造了什么样元素，以至于潜移默化地渗透到

了这些作家的内心，融化到了他们的血液里，孕育了他们丰富的

想象力、无穷的创造力、精彩的文笔和超常的表现力，并进一步

挖掘大连这座殖民地都市对日本的昭和文学有着怎样的影响。为

了解开这些迷团，必须从不同维度，多个视角，诸多层面进行深

入地剖析和研究。

第一节 日本侦探小说在近代文学中的位相

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侦探小说的发展繁荣曾有过三个黄金

时代。前两个时代出现在欧美文坛，而第三个侦探小说黄金时代

则出现在亚洲的日本。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到松本清张、

森村诚一，再到赤川次郎的崛起，前后经过60余年，出现了大

批卓有成就的侦探小说家，创作了5000篇以上的侦探推理小说。

可以说，日本的侦探小说创作繁盛，人才辈出，影响巨大。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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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侦探小说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创造了世界侦探

小说史上的奇迹。

侦探小说起始于 19 世纪中期，世界上第一部侦探小说是

1841年由美国作家爱伦·坡创作的《莫格街谋杀案》，紧接着他又

创作了《马里‧罗盖特的秘密》（1842年）和《被窃的信件》（1844

年），在这3篇著名的侦探小说里﹐塑造了第一个业余侦探杜宾的

形象。虽然在爱伦‧坡一生的创作中，侦探小说只占了7篇，但

由于他首创了侦探小说的模式，形象生动地塑造了侦探杜宾的形

象，对侦探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爱伦‧坡被认

为是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

事隔三十多年，恰恰在日本的近代文学史刚刚开始的1887

年，日本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便开始了。其中，关直彦翻译的

《西洋复仇奇谭》、三游亭圆朝翻译的《黄蔷薇》、神田孝平翻译

的《杨牙儿奇谈》、坪内逍遥翻译的《假币》等一系列西方的侦探

小说通过报刊、杂志等媒介展现在了日本读者的面前。那些新奇

的案件、恐怖的谋杀、复杂的情节，以及拥有超凡才能的侦探家

们敏锐的观察和缜密的推理，环环相扣的案件侦破等等，立刻吸

引了日本读者的眼球，一时间，西方的侦探小说受到读者们的极

大追捧。用中岛河太郎的话说，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拉开了翻

译全盛时代的帷幕”a其中，活跃在西方侦探小说翻译前线，并对

侦探小说进行理论探索的黑岩泪香，不仅在日本最早提出了“探

偵小説”即侦探小说这一词语，还于1889年，亲力亲为地创作了

日本侦探小说史上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无惨》。小说以某海军

a　中島河太郎 . 日本推理小说史（日本推理小説史）（第一卷）［Ｍ］. 东京：桃源社，1964. 1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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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发现一具男尸为线索，由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警官和警界

的新人负责破案，这两个人运用西方逻辑推理的方法，步步深入

调查，最后两人几乎同时破案。这篇小说结构完整，文字也饶有

趣味，在日本学界被公认为“作为近代日本侦探小说创作的起源，

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a黑岩泪香也因此被认为是日本“侦探小

说的始祖”。

然而，“真正地道的侦探小说在日本的诞生还是由江户川乱

步开始的”b却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江户川乱步，原名平井

太郎，1894年出生，1923年发表的短篇侦探小说《两个铜板》是

他初出茅庐之作，因小说构思奇巧、逻辑性强，发表之后立刻受

到文坛的关注。后又连续发表了很多长篇侦探小说，在少年侦探

小说创作方面也成果颇丰，因而拥有大批狂热追捧的读者。他被

认为是“日本推理小说之父”，也是“本格派”侦探小说的创始人。

不仅如此，江户川乱步也被认为是日本侦探小说规范性研究和资

料收集的第一人。

江户川乱步的《幻影城》堪称日本侦探小说研究的经典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江户川乱步不仅对侦探小说的定义、类型、现状

和历史进行论述，还将英美的侦探小说和日本的侦探小说加以比

较研究，并对日本侦探小说的独特性加以阐述，订正了“日本的

侦探小说是在《新青年》等杂志介绍和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刺激

下产生的”定论。明确指出，对日本侦探小说的发生起到巨大作

用的，一开始并非翻译而来的外国侦探小说，而是国内大正文坛

上的三大巨匠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称

a　吉田司雄 编著 . 侦探小说和日本近代（探偵小説と日本近代）［Ｍ］. 东京：青弓社，2004. 23. 

b　吉田司雄 编著 . 侦探小说和日本近代（探偵小説と日本近代）［Ｍ］. 东京：青弓社，200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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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一些犯罪和怪奇的小说，诸如谷崎的《两个艺术家的话》、

佐藤的《指纹》、芥川的《开化的杀人》等作品中飘散着浓厚的侦

探小说的味道，“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作品对日本文坛的影响

力更强。”a并自言爱读谷崎的作品，除此之外，还包括“持有这

种创作风格的卓越作家还有芥川龙之介和佐藤春夫”b。在他们的

影响之下，江户川乱步才开始了一系列早期怪奇小说的创作。从

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的侦探小说的产生虽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影

响有所关联，但是日本侦探小说所包含的内容和创作方法等有别

于西方的侦探小说，有其独特的领域和风格特色。英美的侦探小

说一词“detective story”，意为“通过侦探解开谜团的故事”，而

与此相对比，在日本，所有怪奇小说、幻想小说、科学小说、犯

罪小说、悬疑小说、冒险小说等等各种各样题材丰富、风格迥异

的小说都可以划分到“侦探小说”的范畴之中。依照甲贺三郎的

划分方法，将“解破谜团的”称为“本格”侦探小说，而将怪奇、

幻想类的小说划分为“变格”侦探小说。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

进行分析，如果把重视现实主义的文学称为纯文学，那么在日本，

非现实主义的文学大都可以算作“侦探小说”范畴。

传统的看法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供大众休闲消遣的娱乐读

物。它不仅有精彩的情节与巧妙的构思，还以悬念迭起和神秘色

彩吸引读者。大概正因如此，侦探小说只能归属于大众文学或通

俗文学的范畴，甚至被某些文学评论家视为不入流的娱乐文学。

但是，侦探小说家大庭武年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说：

a　江戸川乱歩 . 江戸川乱歩全集第26巻幻影城（幻影城）［Ｍ］. 东京：光文社文庫，2003. 31. 

b　转引自吉田司雄 编著 . 侦探小说和日本近代（探偵小説と日本近代）［Ｍ］. 东京：青弓社，200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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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确实有意思，一开始谁都容易蔑视它。但是只要读

上一篇、两篇，不知不觉中就会成为侦探小说的俘虏。因为人的

本能中就有探索癖，也有爱探谜的性情。反正跟腻人的恋爱故事，

让人心情郁闷的政治小说相比，侦探小说确实是非感伤的、快捷

的、紧张兴奋的……总之，对于从文学中获得娱乐的读者层来说，

它是最好的读物。特别是对现今性急的人如果读惯了侦探小说，

绝对看不惯场面翻来覆去，老调重弹的大众小说等。毋庸置疑，

今后侦探小说会迎来全盛期。a

正如大庭武年所预料的那样，在日本近代文学出发期，不仅

有众多文学大家从事侦探小说的创作，而且涉猎范围广泛，创作

成果丰富，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影响极为巨大。不难看出，在当

时的文坛，日本的“侦探小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起到了不可

忽视的重要作用。

而为侦探小说创作提供广阔天地，并立下卓越功勋的当属

1920年1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从创刊号起，便以“怪奇侦

探小说”为招牌和支柱发展起来的《新青年》由东京博文馆刊行，

每册30钱。在创刊号上《新青年》就鲜明地打出杂志的创办理念，

即为：“读起来有趣，并且有益！此乃本杂志的纲领。若本志有

无趣无益之处，请极力斥责抨击本编辑，编辑会欣然接受。……

欢迎读者诸君热情投稿，征集青年、学生小说和侦探小说，以

及漫画等等”，b并在创刊号上醒目地刊出“征集痛快淋漓的侦探

小说原稿”的广告，并承诺给予佳作丰厚的奖励。 《新青年》刊行

a　大庭武年 . 大庭武年侦探小说选Ⅱ（大庭武年探偵小説選Ⅱ）［M］. 东京：論創社，2007. 244. 

b　池田浩士 . 大众小说的世界和反世界（大衆小説の世界と反世界）［Ｍ］. 东京：現代書館，1983. 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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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日本青年杂志中发行量最大、影响力

最强、读者范围从国内扩展到“伪满洲”、西伯利亚、南洋、北美

等是凡有日本青年的地方，成为“青年读者坚实的伴侣”。不仅如

此，《新青年》始终坚持读者参与的创刊理念，采取各种形式和鼓

励机制吸引读者参与到侦探小说的创作中来，这在日本的近现代

文学史上，是其他任何领域无法比拟的创新和实践。读者不单纯

是阅读的受动者，也是积极的主动者，很多读者通过阅读，进而

创作，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了如何走好人生之路。而反过来，很多

创作者也通过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更好地提高了自身的创作。在

《新青年》这种号召、鼓励、熏陶和灵活的作者与读者的畅通交流

的机制下，一大批后来成为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的年轻人开始了

侦探小说的创作，并不断地在《新青年》上发表侦探小说的佳作，

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是培养日本侦探小说家的摇篮。诸如日

本文坛“侦探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号称“日本现代推理

小说开山鼻祖”横沟正史，还有西田政治、梦野久作、小栗虫太

郎、甲贺三郎、谷让次、海野十三、渡边启助、久生十蘭、南泽

十七、德川梦生，以及在大连成长起来的鮎川哲也、加纳一郎等

众多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都是在这块园地上不断发表侦探小说之后

才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家的。这些大家的侦探小说和大众小说的创

作也成为1920年代到1930年代整个日本文学创作的主体力量。

《新青年》从发展脉络上看共分五个阶段，但每个阶段始终

围绕着面向海外的视野。这本杂志在创刊之际便以力图鼓励日本

的年轻人“海外雄飞”为宗旨。当时日本政府极力鼓励日本人移

住到南北美洲大陆，因此杂志上刊登了很多鼓动去海外冒险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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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或文学作品。到了《新青年》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开始大量地

翻译海外的侦探小说，通过对海外侦探小说的译介，使读者大开

了眼界，扩展了海外的视野，在对海外的舞台感到刺激、新鲜和

神秘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吸收和融合了海外的文化。到了

第三阶段便以海外的都市文化为中心，大量登载海外摩登都市的

运动、时装、电影等新闻，当然在《新青年》范畴内所谓的“海外”

主要以欧美为对象，所翻译的侦探小说，刊登的海外都市摩登时

尚报道也都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到了第四个时期，日本发动了对

外侵略战争，日本国内国际意识越来越高涨。这期间与战争有关

的报道以及以国际关系为题材的间谍侦探小说大为盛行。同时，

很多御用作家亲赴战场，将战场原体验写到小说当中。第五个时

期则是战败后，虽然国际性意识不如前期那么高涨，但是文学作

品却是以海外复员回国为题材的反映当时时代的作品居多。从这

些作品中清晰地感受到失去外部的殖民地而回归日本本土的感伤

情怀。

综上所述，《新青年》从创刊之日起到战后终刊，一直保持两

大特点：一是侦探小说所占比重和分量极大；二是与日本当时极

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诗刊《诗与诗论》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都站

在关注海外的视角，对海外动向极为敏感，不断推出具有国际视

野的小说。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作家都有过海外生活

体验。不仅如此，非现实主义系的作家们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也促

使他们不断地把视野投向日本的外部，到那里寻求创作的灵感和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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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剖析的话，暂抛开《新青年》与欧美密

切关联的部分，把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史和《新青年》的发展史放

在一起加以考察，将视点集中在《新青年》与殖民地文学的关系

上，会发现《新青年》创刊的1920年代，正是日本开始统治台湾，

日韩合并，侵入中国东北之际。因此，无论是《新青年》的读者，

还是《新青年》的作者，或是那些生活在海外殖民地上的日本年

轻人心中，都有了殖民地的概念，和高高在上的殖民者的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独特的带有殖民地特色的侦探小说应运而

生了。这期间，《新青年》刊载了很多以殖民地为舞台，或虽以

日本为舞台，而内容当中大量涉及殖民地情况的侦探小说。作

者有很多是生活在日本国内的人，他们一次都没有去过日本海

外的殖民地，只是根据一些资料进行创作。或是凭借曾有过短

暂旅行的经历进行创作。其中较为著名的代表作是梦野久作的

以未曾去过的“伪满洲”为舞台创作的长篇侦探小说《冰之涯》，

和曾有过短暂旅行经历的朝鲜为舞台的《炸弹太平记》。但是，

也出现了长期生活在日本海外殖民地都市中，有着深刻的殖民

地生活体验的日本人的侦探小说创作。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大

庭武年以大连为舞台的《十三号室杀人》、《赛马会前夜》；鮎川哲

也战时创作，战后发表的以大连为舞台的《佩德洛夫事件》；石

泽英太郎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烟囱》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以

“伪满洲”为舞台的，大都可以出现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的身影。

也就是说，如果更进一步地细化，抑或说更加具体化地将焦点

锁定，试图考察在《新青年》或日本其他杂志上发表的日本“侦

探小说”与大连的关系时，或许能够挖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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