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末日前的谋

杀》 是日本新生代推理

作家荒木茜的力作， 她

作为出生于日本福冈的

“95 后”， 凭借此书成为

江户川乱步奖史上最年

轻得主， 被媒体誉为

“Z 世代的阿加莎·克里

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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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伊始， 小行星“忒洛斯” 67

天后即将撞击地球， 人类社会陷入混

乱。 在这个绝望的背景下， 23 岁的

小春在驾校练车时， 意外发现教练车

后备箱的女尸， 由此与砂川老师踏上

追凶之路。 随着调查深入， 独居男子

被害案、 停车场抛尸案、 教室藏尸案

等一系列案件浮出水面。

从情节架构看， 小说巧妙地将末

日倒计时与连环谋杀案相融合。 末日

的混乱让谋杀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也

为案件增添了紧迫感和荒诞感。 作者

通过多起案件的交织， 构建起一个复

杂的谜题， 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

保持高度的紧张和好奇。 每一个新线

索的出现， 都像是在黑暗中点亮一盏

灯， 却又随之带来更多的谜团， 引导

读者不断深入探究。

荒木茜的文字简洁而富有感染

力， 以近乎琐碎的日常笔触消解了末

日叙事的沉重感。 比如描写小春白天

学车、 夜晚用手摇充电器给手机充

电、 推开窗看星星等细节， 让读者在

荒诞的末日氛围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

“末日松弛感”。 这种独特的写作风

格， 使读者更容易沉浸在故事中， 与

角色一同体验末日的绝望与希望。

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极为出色。

双女主的设计尤为精妙， 砂川是“暴

烈的正义化身”， 用拳头贯彻信念；

小春则像“温吞的观察者”， 以近乎

麻木的平静凝视疯狂。 她们从互不理

解到并肩作战， 展现了女性在末日困

境中的坚韧与成长。 书中其他女性角

色也各有特点， 法医伴田医生在停水

停电的医院坚持尸检， 日隅律师为保

护证人被虐杀至死， 议员荣子组织留

守者搭建互助社区等， 她们挣脱了传

统推理小说中“花瓶助手” 或“受害

者” 的桎梏， 成为末日废墟中的决策者

与行动者。

从主题深度来看， 这部作品不仅仅

是一部简单的推理小说， 更是对人性、

正义与生命意义的深刻探讨。 在末日的

极端环境下， 法律和秩序逐渐瓦解， 人

性的善恶被无限放大。 警察立村以“清

除弱者” 为名屠杀五十余人， 却在被揭

穿专挑老弱病残下手时恼羞成怒； 总理

大臣高喊“同舟共济”， 却偷偷登上逃

亡方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小

春们” 坚持的“无意义正义” ———查案

不为审判， 只为证明“人类到最后仍是

人类”。 这种对人性的深入挖掘， 让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禁对自己的价值观和

道德底线进行反思。

当然， 作为一部年轻作家的作品，

《世界末日前的谋杀》 也引发了一些争

议。 部分读者认为末日背景未能深度参

与推理逻辑， 案件手法略显单薄； 开放

式结局也被诟病“缺乏爆发力”。 但这

些争议并不能掩盖作品的光芒， 正如绫

辻行人所言： “作者用手机备忘录完成

的创作， 反而保留了生猛的原创性”。

那些未解的留白， 恰是末日星空下的隐

喻， 让读者在阅读结束后， 仍能沉浸在

对故事的思考中。

总体而言， 《世界末日前的谋杀》

以其独特的末日设定、 精彩的推理情

节、 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主题内

涵， 为推理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荒木

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叙事技

巧， 展现了年轻一代作家在推理文学领

域的无限潜力。 她通过这部作品， 让我

们看到了在世界末日的阴影下， 人性的

光辉与黑暗依然交织， 而对正义、 梦想

与爱的追求， 永远是人类最宝贵的财

富。

（戚风 整理）

责
任
编
辑/

王
睿
卿

E
-
m
ail:

fzb
fyzk

@
1
2
6
.co

m

B7

2025年

2 月 28 日

星期五

非
常

悦
读

本书由中外代表性艺术

画作、 文学小说切入， 挖掘

表象背后具有现实意义的法

律问题， 展现古今中西不同

的社会文化及法律制度的演

变。 比如由《西游记》 中的

相关细节出发， 回顾古代历

朝婚姻、 孝道、 官阶等礼

法、 政治制度的演变， 及对

复仇、 盗抢等民事、 刑事案

件的律法约定。 全书是法律

小史， 也是文化小史。

《表象背后：文艺作品中的法律小史》

书架

夏婷婷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旨在强化社区工作

者的履职能力培训， 加强群

众工作、 组织动员、 依法办

事、 矛盾调解、 应急处突等

方面的能力训练， 提高社区

工作者在工作实务中用法律

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以期

社区工作者在面对社区中的

各种矛盾和纠纷时， 能够迅

速判断问题的性质和法律适

用， 运用法律手段妥善加以

解决。

《做社区工作的“法律明白人”

———社区工作者法治素养基础》

作者马克·贝内克博士

从刑侦科学的角度， 为读者

带来了精彩又令人不安的破

案故事。 在本书中， 马克·

贝内克向读者展现了罪案现

场， 引领读者和刑侦科学家

一起探寻谋杀的手段， 并试

图了解罪犯的生活背景和内

心状态对犯罪行为的影响。

随着罪案的展开， 贝内克还

尝试着用通俗的语言， 向读

者介绍刑侦科学的发展以及

对破解罪案的作用。

《谋杀手段：

用刑侦科学破解致命罪案》

[德]马克·贝内克 著

李响 译

三联书店

本书以法律推理为核

心， 以英语为语言工具， 在

吸收英美法律文书写作推理

内容的基础上融合涉外法律

实务技能的培训， 同时结合

中国学生在法律英语学习中

反馈的问题进行设计编排。

本书旨在通过系统训练提高

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与

交流能力， 可供相关

院校在法律英语教学

阶段参考使用。

《法律文书写作推理》

张正怡 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宋纪连 李昌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末日前的谋杀》

[日] 荒木茜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