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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逐渐灭亡的花“KARATACHI”普通写成“枳壳”，但根据大槻博士的《言海》，那是错误的，应该
写成“唐橘”。
任何人都知道那是一种多刺灌木，通常用来种成绿篱。
因是缺乏风格的植物，没人会注意，不过在春末、初夏会开五瓣白花。
那白花梦幻般地开在暗绿叶子间，如春天那样飘逝。
由于是没人会回头顾盼的花，看上去总觉得可怜。
由于市区变迁或重划，东京市内的枳壳也逐渐消失，但在偏僻的武家宅邸地区或新东京住宅区，仍时
常可以见到。
不过西式的新建筑就几乎没人会种枳壳绿篱。
四周围着枳壳绿篱的，似乎只限明治时代或大正初期的旧式建筑。
否则便是寺院。
而四周围着杉树、卫矛、枳壳绿篱的寺院也非新建筑。
总之，枳壳似乎是一种可以酝酿某种幽暗氛围的植物，很适合古屋或古寺。
枳壳绿篱排得很长的地区，白天也罕见人迹，遑论傍晚，更是空寂。
在那昏暗中，枳壳白花朦胧地开着。
怎么看都是寂寞的花。
俳句也有枳壳花的主题，只是范例不多，好像也没有名句。
枳壳无论树的样子、叶子、花，都给人非现代化的感觉。
总觉得是一种随着大东京的出现而逐渐消亡的植物，看上去更可怜、更寂寞。
每次路过前面提到的偏僻武家宅邸地区或新东京住宅区时，看到枳壳绿叶发白得像是沾满尘埃，我总
会心情沉重。
因为这些枳壳很可能不久后就被拔去，变成白铁皮围墙或砖墙。
以枳壳闻名的是本乡龙冈町的麟祥院。
正是那个春日局的寺院，宽敞的寺院境域四周全围着枳壳绿篱，通称“枳壳寺”。
被视为江户以来的遗物，在东京市内很难看到规模如此的枳壳绿篱，只是明治二十四年因市区改革，
拆除了大部分绿篱，之后也逐渐刨掉，现在几乎都无影无踪。
枳壳啊春日局寺开我曾作了这么一首俳句，只是那“枳壳寺”现在也只是徒负虚名了。
用枳壳或杉树种成绿篱，目的是为了防止犬只或盗贼侵入。
尤其枳壳具有荆棘般的刺，众人都认为应该很难拨开。
但到了今日这种时代，姑且不论狗，盗贼大概也不怕枳壳的刺吧。
各种理由减弱了枳壳的需要。
“说教强盗”也忠告屋主必须养狗，但没说必须种枳壳树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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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松弛风评不佳的步兵部队，接二连三发生发髻遭剪的诡异事件。
此事攸关军队声誉，牵动幕府威信，只得委托半七暗中侦查真相⋯⋯川越次郎兵卫：“东照宫昨夜于
梦中指示，限今日将天下交与敝人，若有不从，将有大事发生！
”江户外城大玄关前，竟有一乡民打扮的汉子如此咆哮，是幕府气数将尽出现叛逆，或只是狂人而已
？
　　    走马灯：石头水中流，树叶沉水底，小偷追捕吏——此等逆反常理之事，亦非少见。
捕吏三甚俊美怯懦遇事犹豫，险砸招牌见笑世间；半七为报前人恩泽，只能抡拳卷袖、下场襄助！
　    夜叉神堂：传言夜叉神明对疗治脓肿殊有奇效，只要诚心祈愿领回纸糊鬼面便可不药而愈，但须
回寺奉纳新品，以示还愿感谢。
此次开龛仪式中，竟有人斗胆窃取神前供品⋯⋯　　    舞蹈地藏：人心自古喜新厌旧，导致神佛也有
流行过气，寺院之间竞逐生意。
传闻绑缚地藏便能如愿，某日地藏更开始手舞足蹈，亲眼目睹便可防疫，无怪香火一时鼎盛，无人能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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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冈本绮堂，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报人，“捕物”文学的开山祖师。
自幼钻研汉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
自1916年以降，冈本绮堂陆续创作出六十八篇“半七捕物帐”系列故事，篇篇都洋溢着浓厚的江户风
情，使读者心旌摇荡、手不忍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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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次写了极月十三日的访问记，但在十二月十四日也有件往事。
江户时代以来通常是深川八幡宫带头开办年市，我小时便知道年市是十四、十五这两天，只是从来没
亲眼看过实况，凑巧那天天气很好，于是心血来潮前往深川。
明治时代的富冈门前町与现代不同，大街不宽。
两侧并排着路边摊，拥挤得车辆几乎无法驶进。
市集商大多聚在寺院境内摆摊，却仍挤到大街上，放眼望去都是卖过年吉祥物的摊子。
我闲闲浏览过去，走着走着，看到有位老人从路旁一家理发铺出来。
“哎。
”正是半七老人。
住在赤坂的老人怎么迢迢跑到深川来理发？
我有点吃惊。
老人察觉了，笑道：“大概只有我这种闲人，才能明明住在山之手，却特地跑到隅田川来理发吧。
不过，我也不是常来，有事路经这一带时才顺便的。
”这家的老板往昔在神田开家理发铺子，江户时代以来便与半七老人熟识，老人每次到这一带都顺便
来理发，听着剪刀声同老板叙旧。
老人说这也是他的消遣之一。
“今天我来逛八幡年市，顺路到这儿⋯⋯你打算去哪里？
”“我也是来逛年市⋯⋯”“哈哈，就现代年轻人来说还真罕见。
归途是不是要绕到洲崎那边？
”老人笑着问。
“不，没那个体力。
”我也笑道。
两人边聊边走进境内。
老人在八幡宫拜殿前恭恭敬敬礼拜。
在境内绕了一圈又回到大街时，老人建议找个地方吃中饭。
他说今天宫川鳗鱼店大概也客满，就到冬木去吃荞麦面，我听从吩咐跟在老人身后跨进冬木弁天堂。
正是竖立着芭蕉句碑“明月啊，整夜绕着池边走”那地方。
说是荞面店，但侍女带我们进入面对水池的榻榻米房后，竟送来老人点的红烧菜和生鱼片、烤伊势龙
虾等菜色。
池畔有枯萎的芦苇和芒草，某处传来雁啼。
“这儿很安静。
”我说。
“这儿也变了很多，只是不像赤坂或其他地方变化那么大，至少还留下江户氛围。
”老人也说，“我刚才也跟理发铺老头儿聊起这话题，说理发铺跟往昔变化很大。
但听说现在仍有人来绑发髻。
目前有老头儿负责绑发髻，万一老头儿不在了，不知绑发髻的人来时该怎么办？
不过到时候恐怕连绑发髻的人也根绝了吧⋯⋯哈哈哈哈哈。
”听老人亲口聊起往昔江户理发铺故事比听人讲述三马的《浮世床》更有趣。
我接二连三提出各种问题，听得津津有味，老人又说出以下的话：“现在短发或光头都没问题，但往
昔剪发可是大事一桩。
只要当事人说愿意剪发赔罪，大抵任何事都可以网开一面。
不过也因此现代人有时会故意剪男人或女人发髻出气。
换句话说，以剪发髻代替割伤对方的脸，类似大难转小难，但往昔人不这样想。
对他们来说，剪发髻相当于砍头，大家都怕得要死。
”“好像也流行过剪女人发髻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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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流行剪发案件。
那大概是一种恶作剧吧，以现代用词来说算是色情狂。
这类剪发案件通常在黑夜街上进行，被害者也都是女人，只是也有在家不知不觉被剪发的例子，更有
睡觉时被剪的。
因这类案子并非流行，所以不知是谁剪的。
通常最后都认为是妖魔干的。
”“也是女人比较多吗？
”“是的，女人比较多。
倘若年轻女子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的岛田髻掉在枕边，会哭出来也是理所当然吧。
不过也不限女人，有时男人也会被剪。
步兵兵营那事件正是个例子，那时有十一人依次被剪掉头发。
”这样一来，烤龙虾味道如何就无所谓了，我重新跪正打算伸展伸展的膝盖。
“步兵兵营⋯⋯是幕府的步兵？
”“是的。
”老人点头，“因幕末时期里外非常混乱，幕府重新招募旗本家或御家人的次男、三男，组成护卫组
，另外又创设了步兵队。
步兵队属于征兵制，召集关东诸国农家的次男、三男，让他们接受军事训练，元治元年正月开始征兵
，到该年七月为止，大约召集了一万人。
前面也说过，最初目的是尽量召集老实正直的农民，打算认真训练他们。
当时跟现今不一样，有一万兵士就足以安心。
可是，这征兵进行得不顺利，最后变成阿猫阿狗都收，造成江户近郊的地痞也穿着蓝色直筒袖棉上衣
、洋长裤，肩上扛着长枪在街上走，结果世间的风评不太好。
当然并非每个都是坏人，也有人在明治维新时不顾性命打仗，只不过队里有地痞，这也是事实。
他们依仗着步兵身份逞威，三五人聚在一起乱逛，不但在戏剧町闹事，也在吉原打架，要不就在街上
调戏女人，难怪在市内风声不好。
”“那一万人的兵营在哪里？
”“兵营分成四组，发生剪发事件的是神田小川町兵营第三大队。
因在一处聚集了两千人以上的步兵，所以盖了好几栋大杂院，大家过团体生活。
里面有个很大的练兵场，步兵每天都要接受军事训练。
现在想想，那应该是外国形式的军队组织，听说四十人组成一小队，三小队组成一中队，五中队组成
一大队。
因此每一小队都各自住在不同的大杂院。
其中一小队四十人中发生十一人被剪发的大事件。
”“是睡觉时被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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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叉神堂》是日本推理名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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