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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小说的叙事视角 
王妮 

（武警警官学院） 

摘要：本文以《幻夜》等小说为例，通过对东野圭吾在推理小说中叙事方法的具体分析，从而探索其小说的叙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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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知视角 
东野圭吾的小说最常用的叙事视角有两种，一个是全知

视角，另一个是内视角。全知视角，作为外视角的一种，指
叙述者在故事之外，属于观众，不参与故事的构建。全知视
角在叙述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叙述者是凌驾整个故事之上的，对于作品中的人

物、故事、场景等都了若指掌。《圣女的救济》开头就是全
知视角叙述，“花盆里的三色堇……绫音透过玻璃门望着阳
台” 为了使验证更加完整，还介绍了其他例子。例如《分
身》中的双叶之章一中开始就有一段全知视角的描写，“休
息室里的时钟……可爱的普通男孩子” 这种对场景的描写
一般比较简短，时钟的转动，人物的动作表情却刻画的无比
细腻。这是一个上帝描述的角度,叙述者作为旁观者的任意角
度来观察每个人的动作、心理，让读者全面了解所有情况。
 
第二、全知视角能随时解释和评价人物的心理和行为，

加工处理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嫌疑人Ｘ的献身》中“靖
子茫然地看着钥匙，她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 
现在，我必须用我所有的智慧和力量来防止悲剧发生在

他们身上。” 简单地说，它两次改变了观点——从靖子的内
部活动到石神的内部活动，改变自然。这个场景全知视角使
读者了解了两个人物心理活动,让读者同时了解到靖子是茫
然的，也知道石神对靖子的心意，完美的的衔接了之前的凶
杀案，同时交代了石神为了保护靖子不择手段。因此，这里
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证明了这两个人，特别是石神的一系列后
续行为是合理的。像《假面饭店》第二十七章中,新田浩介与
山岸尚美争论过后有一段关于他的心理描写“新田想，从山
岸尚美那里得知真相后……受到这样的惩罚也是应该的” ，
明确地表达了新田当时的心理活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描写，
读者是无法知道人物内心的想法的。这就是全能视角的魔
力，它引导读者从上到下，从外部到内部，从细致的场景到
内部的行动阅读小说，没有任何死角。 
二、内视角 
内视角，即限制性视角，它的多样化是由于叙述者是小

说中的人物，可以是第一或第三人称叙述的文本，叙述者即
等于人物，一切都按照一个或多个人物的感情和意识提出。 
（一）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 
固定角色的有限视角是指利用固定人物的视角对事件

整个过程的叙述。叙述者是小说中的人物，因为他参与了故
事，所以他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讲述事件和表达自己的想
法。它缩短了小说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小说更贴近读
者，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放学后》采用了一种固定的叙
事视角，以第一人称为焦点。从主人公“我”的角度来看，
这本书讲述了“我”一开始遭遇“谋杀”，而后讲述了“我”
与学生之间发生的故事，从我的角度讲述发生的校园杀人事
件，由于先前有过意外，将侦破方向完全打乱，以为是误杀，
从而找不出杀人动机。读者也随着“我”的思路被带入歧途，
无法看到事件的真相，使读者能深切感受他的的困惑，更好
地激发读者的参与和思考,拉近读者的心理,并增加活力和叙
事的传染。固定视角远低于居高临下的上帝视角,从而出现视
线死角，自然会造成差距和悬念,从而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例
如《变身》说的是脑移植的故事，主要是以 “我”（ 成濑
纯一）的固定式内视角展开的。“我”在救小孩子的时候，

头部被劫匪京极瞬介的子弹打中，堂元博士给“我”移植了
活体脑，却并没有告诉“我”所使用的活体脑是京极瞬介的。
之后“我”产生的精神与身体的变化，以及无法控制的暴戾，
由于我处于有限的固定视角中，会产生疑惑，我移植的脑是
谁的？读者也会产生同样的思考，造成悬念，促使读者走进
书中的世界，与“我”一同探索。固定的内在视角的叙述，
也就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更容易理解。此外，对固定角色
的有限视角在东野圭吾的其他小说中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 
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是一种叙事文本，其中多个角色的

视角被用来呈现不同的事件，而该视角仅限于特定领域中的
一个角色。《白夜行》可以说是对变换人物有限视角的极致
应用。小说没有一章是从主人公桐原亮司和唐泽雪穗这两个
人物的角度来讲述的，他们的故事完全是通过别人来讲述
的。笹垣润三的视角下，废弃大楼的中年男子遇害、发现命
案的疑点、调查、取证，遇到主人公桐原亮司与唐泽雪穗。
而讲述雪穗的成长，就是从其他角色的角度出发，以叙述者
的身份讲述自己的故事。办案刑警笹垣润三讲述雪穗幼年时
期的主要经历，川岛江利子讲述她读书以后的变化，高宫诚
讲述她和自己结婚后发生的事情，筱冢讲述她离婚以后的一
些情况……亮司的成长经历也是这样叙述的。这种叙事方式
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三）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 
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指叙事文本中采用不同人物的视

角来反复观察同一事件，从不同人物的角度分别描述了同一
事件，找出各个角度之间的相同点、矛盾之处，从而推理得
出真相。如《嫌疑人Ｘ的献身》中，通过草薙的走访调查，
靖子母女案发当时先是看了电影，而后吃了拉面，最后又去
了 KTV，可以说通过不同的角度完美证明了她们的不在场，
正是由于这种完美，使读者以及警察陷入困惑，凶手明明就
是她们，为何会有这么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这也是作者故意
设置的悬疑，也是这部小说的经典之处。可以说这是推理小
说的一大特点，特别是警察办案，总会找不同的人了解情况，
而他们就会从各自的角度说出情况，警察按照他们的说法判
断真伪，找出可能的矛盾，寻找线索，最后得出真相。但是
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是有局限的，每个人给出的信息真假难
辨，制造了悬念，读者想要知道真相必须结合不同人物的看
法，信息量很大，在给读者设置诸多障碍的时候其实也给他
们提供了很多线索来寻找真相。 
本文从叙事视角对东野圭吾的小说进行简单探讨，基本

看到了东野圭吾的叙事艺术。叙事学一直以来大部分都是以
严肃文学为研究对象，推理小说这种类型文学很少采用。正
是东野圭吾这些推理小说作家的努力，才让更多人看到了推
理小说在叙事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严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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