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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作家京极夏彦被誉为“独立揭起妖怪推理大旗的当代名家”，是日本“新本格推理”的代表作家，在日本推理小说和民
俗小说界可以说是当代的鲁迅级别的人物。论文主要通过京极夏彦的代表作品《百鬼夜行系列》（又称为《京极堂系列》）
中《姑获鸟之夏》和《阴摩罗鬼之瑕》两部小说，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京极夏彦作品中的心理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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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妖怪文学”近年来风靡日本，而作为其大成者京极夏

彦，他的作品中融入了众多的中国妖怪与日本妖怪。他将推

理与妖怪结合起来，以推理小说的形式融入到作品中。自京

极夏彦出道以来，最有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毫无疑问

即百鬼夜行系列（又称为《京极堂系列》）。此系列作品是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京为舞台的推理小说，每一部作品

的标题必定是妖怪的名字，那被冠以“凭依”相关的妖怪出

现在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事件中，而“京极堂”的主人中禅寺

秋彦以“凭物”为基础解决事件，找寻一个不能以日常知识

或宗教迷信来作圆满解释的真相。在作品中，心理学、民俗

学、教育学、神学等广泛而又精准的视点来解释妖怪——“附

身的邪魔”的由来。从推理小说的本质来说，京极夏彦没有

通过传统的科学理性来解释事件的真相，这与一般的本格推

理作家最为不同。教育心理学属于教育学基础上衍生出的子

学科，它主要研究各种心理现象及其在教育教学的影响下，

教育工作者学习和掌握知识和技能过程中的变化等。论文尝

试以教育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京极夏彦作品中的心理活动。

《百鬼夜行系列》的核心是“附身的邪魔”，也就是日

常所说的妖怪、怪谈，“附身的邪魔”是日本民俗文化中，

引起人类的异常现象和行动的理由，宛如恶灵一般的东西。

京极夏彦的写作手法与传统侦探、推理小说不同，没有物理

作案的线索，没有高科技的破案机器，没有头脑缜密的大侦探，

其注重的是对人类“心”的分析和理解，在不可思议的表象下，

人心的恶意，才是真正的妖怪。在附身的邪魔离开的瞬间，

谜底随即解开，真实浮现出来。这就是京极夏彦的写作手段，

那过程中，表面是推理小说的“谜与谜底”形式，而内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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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读“不可思议之事”，破开人与所谓怪谈间的心理距离，

将其恢复正常秩序的故事。

2�中日研究现状

一般来说，把推理小说理解成为大众文学来说是不过分

的。现在的中国文坛上，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主流的纯文学，

关于推理小说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日论文坛的社会派推理作

家。中国的学术网站（中国知识网）的数据显示，“京极夏彦”

作为关键字进行检查的结果仅仅几件，学术性的研究更加少。

在中国将他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人并不多，关于他的研

究主要有以下 :《论 <魍魉之匣 >中的日式美》，结合了京极

夏彦与日本唯美主义，对其中少女美与美的境界线做了探讨。

《悲剧的根源，心灵三我的失衡——解读<姑获鸟之夏 >中

少女凉子的人格》[�]，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自我、超自组

成的构造论作为基础，分析京极夏彦的妖怪推理出道作《故

获鸟之夏》的主人公凉子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从凉子这

个角色的设定开始询问三重人格的谜团，以及失去控制后的

不可调整的自我、本我、超自我，以及其悲剧的根源 [�]。《<

姑获鸟之夏> 中“凭物”的研究》中，将目光转向了推理文

学里潜藏的民俗文化。作者对妖怪推理小说的独特解明手法

的“附身的邪魔”产生兴趣，从“附神的邪魔”的三重性质、

二重构造、民俗根源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民俗

学中的“凭依”现象，对凉子这一人物的分析，也对其中精

妙的妖怪文化有着相当独到的看法 [�]。《寸槛中，欸乃一声

归何处？——<铁鼠之槛 >的三度空间》，从佛学的角度探

究其“活禅”、“死禅”的意义和“悟”的含义 [�]。

在日本，对京极夏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妖怪元素和

妖怪文化这几方面，主要有以下：日本龙谷大学安藤彻《怪

异の生成とうわさ�:�祇右卫门·饰磨屋·中村玄道 ( 怪异をひ

らく-近代の时空へ)》（《怪异的产生和传闻：祇右卫门·饰

磨屋·中村玄道（把怪异拆解 -近代的时空）》）中，就以

京极夏彦的《姑获鸟之夏》为例，详细分析了怪谈的传播与

发展，传闻由自我的增殖逐渐变成了怪谈而形成了独特的文

化[�]。另外还有相关的论文如《怪谈の恐怖反応について研究：

刺激の违异いと性差の関连》（对怪谈的恐怖反应研究：刺

激与性别的差异）中，详细解读了同一种怪谈对男女的刺激

反应研究，也对日本中的形式美有了深入了调查 [�]。

3�教育心理学下的“妖怪”投影

基本上，推理小说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产物，主要基于西

方启蒙运动，时代强调的“理性”与“科学”融入了文学作品，

衍生了推理小说和侦探小说。而京极夏彦却毫不犹豫对着理

性与科学“开炮”，他并非摒弃了科学，而是在看到了日本

有着如此丰沛的妖怪文化，意图描写潜在在妖怪之后的人心，

他想要描写人的心灵，也是构筑了貌似实体化的妖怪形象，

将其中人与妖怪的距离拉近，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隔阂感

和距离感。

京极夏彦的代表作品《姑获鸟之夏》和《阴摩罗鬼之瑕》，

分别是《百鬼夜行系列》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作品，其本质

仍旧是推理小说，但绝对是“非主流”的推理小说。带一些

私心的说，《姑获鸟之夏》和《阴摩罗鬼之瑕》是好故事，

但是却不是“一目了然”的故事，作者有着过于深刻的内涵

和远超读者想象力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观，带来了一种

极为曲折的阅读体验，似乎是对西方主流推理文学的反驳与

重击。当主流推理小说不断的和我们强调理性与逻辑的时候，

京极仿佛轻描淡写的论证了大脑是不可信的，人的心理预期

和直觉才是关键；当推理小说规定了“不能以超能力作案”

的时候，京极的整个故事都是有一个甚至多个虚幻在《姑获

鸟之夏》中，当主人公关口遭到了各种与妖怪有关的匪夷所

思的事件时，京极夏彦的文字让人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一

种混杂着诡异美感和妖异的悲伤，即使是解密到了似乎最令

人害怕的妖怪“姑获鸟”时，所有的魅惑与惊骇，都汇聚成

了“情哀”这一种特殊的美感，塞满了渴望、堕落、贪欲、

热切各种欲求。把从伦理与法律角度看来全然罪恶的行为看

作是尽心投入，使自己燃烧殆尽的对美的渴望与追求，这是

心理的魔性魅力之所在，也是京极夏彦诠释美的方式。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对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来

说，越古越远的东西愈容易引起心理的奇异感官，当事人受

种种实际问题的牵绊，不能将心理活动从极繁复的社会习惯

和利害观念中单独将其分割，当做一个意象来赏析，也就逐

渐形成了心理距离感对个体活动的影响。妖怪往往是古老的、

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将推理与妖怪两个大相径庭的元素结

合，作者并非为了哗众取宠，恰恰是这样一种携带魔性之美

可以引发人们对于人性的思考，选择将人物心理投射到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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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谈”之中，这对日本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京极夏彦每一部作品都围绕着一种（或几种）特定的妖怪展

开，而且经常将主要人物直接投射于妖怪形象，将人物与妖

怪重叠。这种投射往往不止于简单的比喻，而是一种类似“附

身”的状态，日本神话崇拜中的“凭物”观念就是这种“附

身”模式的基础。如《姑获鸟之夏》中，久远寺凉子作为一

名人类女性的同时，又被赋予了姑获鸟，产女、鬼子母神、

水子之母等多个妖怪身份，并且甚至在某一个身份上还会进

行不同的解释，如针对“姑获鸟”这个形象，京极堂从《山

海经》、《本草纲目》、《和汉三才图会》、《百物语评判》

四本著作中就“姑获鸟”“夜行游女”“天帝少女”“产女”

的不同形象分别进行对应和解释，一个形象同时被四个不同

的想象围绕，造成的叙述效果便是一种多个的心理预期的产

生。同时，文本的极快展开，往往在读者还未意识的时候，

就通过阐述涉及面极为广泛的心理学理论，构筑了一个现实

与虚拟相交织的真实世界。如对于求助者梦到四个骷髅的怪

梦，主人公却以弗洛伊德的“白日梦”、“意识梦”来解释，

对于“预知”和“透视”等超能力的存在，主人公以人类的

感知、记忆等来解答。京极堂以仿佛是理所当然般的语气，

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不科学”的现象。在京极堂站出来解

开谜题之前，所有的假设都似乎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每一

种“可能性”都像在“真实”的重叠下。就宛如现在比较流

行的95（虚拟现实）技术，科技让虚拟与现实的界定开始模糊，

却又实实在在的投影在我们的视网膜中。而京极夏彦的小说，

则是用奇幻的语言，让虚拟现实的妖怪投射到人物之中，又

让人物投射到我们的大脑中，不知不觉的构筑了一个现实与

虚拟相交织的“真实”世界。其本质是将人物的心理通过妖

怪这一身份进行转化，对实际心理的反应。

4�“测不准原则”与反逻辑的教育心理学

“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之事，也无不可思议之物。只存

在可能发生之事，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这是《姑获鸟之夏》

开篇的作者借男主角中禅寺秋彦之口说出的名言，也是全文

或者说全系列的核心。这句话其实是反逻辑、反常识的。一

般而言，正常的演绎推理模式应该是，将“看似不可能的事”

是如何发生而成为“可能之事”的，或者说一堆“可能之事”，

如何经过各种事件和巧合构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事”。也就

是说解迷的过程是一个将“看似不可能的事”通过合理的逻

辑分析解释为“可能之事”的过程。而《姑获鸟之夏》之中，

则是另一套逻辑。从小说开篇，男主角中禅寺秋彦关于大脑、

意识、心灵三者含义与关联的解答，作者就已经给出了一种

新的思维模式——我们的世界只有一个，不论是人或者是“妖

怪”的世界都没有区别，在这种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事”

并非是“可能的事”通过组合形成的，而是我们的大脑为了

满足“心理”的需求，将“意识”改变成了心理可以接受的

方式再将其传达给“心灵”，本质已经面目全非，这就是“假

象现实”。不是大脑，而是心灵“看”到了所谓的不可能的

现象——那种现象当然是不可能出现而且也确确实实没有出

现过，只是大脑欺骗自己的心，让其认为是看到而已。这其

实与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符合，罗素在《哲学问题》

中也有所提及：真实的物理世界与我们感知的世界是不同的。

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日常生活中提到的“感觉”、“色彩”、

“花纹”、“形状”对于每一个不同人类个体而言都是不同的，

或者说每个人的感知其实都是有细微差别的，而这差别未必

是不擅长感知的人类所能察觉的。社会化的人类语言出现后，

逐渐将这种却略有区别的感觉被符号化记录下来，达成人类

意识中的默契。

以上的推演其实是相当反常识的，至少与大部分的观念

不符，而中禅寺秋彦貌似无意说出的理论：“测不准原则”，

反而成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测不准原则”又称为“不

确定性原理”(8QFHUWDLQW��SULQFLSOH)，是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

一个原理，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 ����年提出。有趣的是，

随着现代脑科学的发展，脑领的不断解析，近年越来越多的

科学家开始接受运用量子力学的理论来解释“大脑”与“意识”

的功能和联系，而这本书成书于 ����年，颇具前瞻性。“测

不准原则”表明：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

量、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

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完备的物理解

释应当绝对高于数学形式体系，量子力学并不对一次观测预

言一个单独的确定结果，它预言一组不同的可能发生的结果，

并告诉我们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如果对大量类似的系统作

同样的测量，每一个系统以同样的方式起始，将会找到测量

的结果为 �出现一定的次数，为 %出现另一不同的次数等等。

人们可以预言结果为 �或 %的出现的次数的近似值，但不能

�2,��KWWSV���GRL�RUJ����������M[IIF[�VM�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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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别测量的特定结果作出预言。简单的说即观测主体会改

变观测客体，不同的观测主体对同一样事物会给出不同的观

测反馈，因此“测不准”。作者运用这一理论来说明观测者

的观测行为本身会对被观测者间接产生影响，由于观测者本

来就处于被观测的世界中，因此，一旦具有了观测行为，其

必然会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产生一系列的后续影响，那

种影响的最终效应一定也会使观测客体的状态发生变化，而

不再是原先我们所要进行观测的原始状态了。

因此，不同的观测者，具备不同的意识条件，当出现了

所谓“不可思议之事”时，只是观测者不想看到某种事物的

产生发展，于是大脑将画面转化成了心灵可以接受的事——

一桩与妖怪相关的怪谈。然而，对于脆弱的人类来说，还有

什么比古老、神秘的妖怪更能作为事件的解释和替代品呢？

5�“生”与“死”的教育观

《阴摩罗鬼之瑕》中，整部小说都在讨论“生与死”这

一个主题，也是在传授读者这一奇异的教育观念——对生与

死的判断。故事中漂浮的妖怪“阴摩罗鬼”是由尸体漫出的

气而诞生的妖怪，正是界定人类生与死之间的奇妙怪异。故

事的视角皆为第一人称，分别由“关口巽”、“由良伯爵”

以及经手由良伯爵一案的退休老刑警“伊庭银四郎”为视角

展开，从不同人物的论述，来反复辩证生死观。书中的三位

主要人物，也拥有相似的世界观，关口患有精神衰弱与陌生

人交流是非常困难的，由良伯爵早年丧妻又很少与人接触，

伊庭刑警刚刚失去了妻子，他们三人都失去了与世界接触的

欲望。三人立场微妙，被主流社会排除，对“死”本身都有

极大的感触。例如，由良伯爵和关口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知

不觉地问“死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由良伯爵前四任妻

子都离奇死亡，第五任妻子也受到威胁，“死”的痛苦和悲

伤是相当深的。可以说，由良伯爵对于不能停止妻子的死的

无奈，伯爵对妻子的爱和道歉的心被责备，渐渐产生了恐惧，

他被“生与死”的不安与恐怖所缠绕，由良伯爵从最初的生

到最后提出“活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的疑问总是在读者的

心里回响。经常在京极堂系列中扮演主人公的关口在这种情

况下，也经常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他是神经衰弱的患者，

对“生”感到疲惫，同时惧怕着“死亡”，又对“死亡”的

世界感到异常的吸引力。不断的濒死体验也刺激着他，几次

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对“生”和“死”感到痛苦。伊庭银四

郎作为刑警，目睹了很多人的“死”。然而亲眼目睹妻子的

死却让其无法自拔，他强烈的责任感在责备自己的同时，对

妻子的爱也愈发强烈。而且上了年纪，对“死”的恐怖也不

断加深。这三个人一起，对“死”感到痛苦。三种死亡的痛

苦纠葛在一起，，导致了“阴摩罗鬼”这一怪异的诞生。从

三人的视点人物的“常识”来看，三人共同的是，对“生与死”

的思考和感情的共通点。于是，这样的“阴摩罗鬼”象征着

角色自己能够满足自己，象征着自己的理解。伯爵是“生与死”

的误解和“死亡”所造成的不符常理的愉悦。关口是对“死”

所感到的痛苦与对“生”感到的可怕惊悚。伊庭刑警是对“失

去”的贪恋心。三人微妙的交错着，他们都是“阴摩罗鬼”，

他们都是妖怪与死亡的混合体，在一种怪异的共同幻想之中

卷入了事件。

更怪异的是，“尸体就是死了的人”这一常识，在小说

极其特殊的背景下被扭曲，作为读者，首先必须说服自己放

弃原有的思维方式才能跟上小说的节奏，想象主人公由良伯

爵平静和尸体躺在一起生活，理解认作“活着”的标本，理

解把尸体当作家人的行为，为了跟得上小说的节奏，必须忍

耐着“尸体是活的”“家人是不动的标本”这样异常的观念

导致的认知失调的不适感，读者本身也和文中人物一样，产

生了怪异的恐惧。作者通过书中人物的怪异体验，用怪异附

身的解释来向读者传递一种怪异的教育观念，《阴摩罗鬼之瑕》

的“瑕”，也许就代表着这种带着缺陷的心理状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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