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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洁若女士曾将拙着《日本的黑雾》译成中文，听说赢得了众多读者，使我感到荣幸。
    这次又承蒙文洁若女士翻译了《深层海流》。
这部小说是用撰写《日本的黑雾》时采访到的另一些素材写成的。
虽说是小说，却取材于同一范围，因而没有一处是所谓虚构和杜撰的。
    《日本的黑雾》是以叙述体写成的，而《深层海流》则采用浅显易懂的描写文体。
我把前者言犹未尽之处，写进了后者。
    同上次一样，我对文洁若女士的译文是信赖的。
    松本清张    一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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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深层海流》这部作品里，作者松本清张把焦点放在日美议和后的日本政界黑幕上，尤其着重写为
了接替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情报机构而设立的“
内阁调查室”，用一些假名影射了当时日本许多的政客和财阀，揭露了美军非法处理贵重金属的问题
，尖锐地分析了日本政客、垄断资本和美国大使馆之间的勾结。

《深层海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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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松本清张（1909-1992）：读松本，懂日本。

卖扫帚的日本悬疑小说宗师松本清张，出身底层，小学学历，二战老兵，40岁以前一直以沿街叫卖为
生；正因为如此，他洞察到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秘密。

松本的小说以情节紧张、高潮迭起、结局意外而闻名，但真正让他成为一代巨匠的，则是他的小说对
日本社会入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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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松本清张与社会派推理小说
序章
第二章  布网
第三章  垮台
第四章  漩涡
第五章  黑资料
第六章  黑思想
第七章  诸神的资金
第八章  典雅的掠夺
第九章  接触
第十章  解说者
第十一章  黄昏的人
末章  庄严的消失
代跋——《深层海流》的意图
松本清张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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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宗像在战时有过担任情报机关总裁的经验。
、他原来是新闻记者。
他根据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对新的情报部有着独自的设想。
 但是如果冷不防披露这个设想，当然有被左翼阵营和其他进步分子指责为“情报局”复活之虞。
宗像考虑的是，暂时先设置一个“调查部”。
 宗像对首相久我正讲了自己的见解。
 “就按你的想法办吧。
” 久我当时回答说。
 宗像的设想是：调查部从事的既然是搜集国外情报的活动，人员不由一个官厅提供，而是由各省调集
年轻有为的人来，让他们分别按照各自的专职担任一个部门的工作。
因此，决定从大藏省、外务省、通商产业省，以及旧内务省官员中遴选工作人员。
 从旧内务省官员中选择这个机构的人员是有意义的。
就是说，唯有具备相当经验者才能从事这样的特殊情报活动。
战前，日本有特高警察，归内务省管辖。
宗像不仅打算把特高系统的旧内务省官员起用为新的调查部成员，而且还要当做负责人。
 宗像另外有一种想法。
 那就是，他并不满足于单让官员担任这个机关的人员，并想从民间广泛搜集情报材料。
宗像压根儿就是报社出身，所以考虑还利用日本有影响的报社和通讯社的机构来进行情报活动。
但是宗像一直没有对久我首相谈起这一想法。
 宗像打算目前先成立一个过渡时期的调查部，再和自己的智囊也商量一番，加以具体化。
 久我和宗像研究好的新的调查部的组织机构直接隶属总理厅，成员由各省派出，从编制上来说。
该部部长受内阁官房长官的领导。
 不过，使宗像为难的是：让谁出任第一任部长。
关于人选，他并非没有两三个腹案。
然而，不是官僚出身的宗像，在这方面缺乏自信。
他去同久我首相磋商此事。
 “是啊。
” 久我听了宗像的话，一个劲儿抽雪茄。
露出不称心时的神色，眼睛向旁处看。
 过了一会儿，久我勉勉强强地说： “人选嘛，原来给我当过秘书的川上君怎么样？
他现在大概在国家警察本部担任什么部长呢。
” 宗像不认识川上。
他想，久我推荐川上，左不过是由于川上曾给他当过秘书这点私交吧。
宗像当场回答得含糊其词就告辞了，但是立即命令亲信，根据他那套办法对川上久一郎其人进行了调
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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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深层海流》的意图    去年(一九六一年)一年，我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深层海流》这部小说。
关于这部作品，我感到有必要写一篇《后记》之类的文章。
    一九六○年，我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题为《日本的黑雾》的一系列作品。
这些作品以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离奇事件为题材，尽量采用可信的资料，竭力探索事件的内幕。
这些作品以“下山事件”开始，以“朝鲜战争”告终。
  ，    我写《日本的黑雾》的动机是由于注意到“下山事件”以及其他种种事件的真相至今还没有被查
明；尽管警察当局公布了一些情况，法庭上也作出了判决，但是案情里还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
作为现代史的一部分，将来一定会有人写出占领史。
我以眼下的看法在提供史料方面尽到自己的一点力量，同时也作了一些个人的推测或思考。
    我知道舆论界对我有着种种批评。
共同的责难是：作者写作时有个先入为主的成见，认为一切事件都是美军的阴谋造成的。
也就是说，认为作者一开始就有固定的框框，从各个事件中只摘录对自己适合的资料，把这些汇集起
来。
    这完全是误解。
我并不特别反美，也不是个共产主义者。
我只是想做到实事求是罢了。
我碰巧调查了发生在占领期间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的几桩没头公案，在调查时注意到每个案件都笼罩
着占领军的阴影。
    例如，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使人感到警视厅的侦查碰上了美军总司令部这堵墙，就来了个大转
弯；在“下山事件”中，本来是作为谋杀案而进行侦查的，但是检察当局和侦查二科的意见中途被抛
弃了，而集中在自杀论上。
无论是“松川事件”还是“白鸟事件”，都使人感到美国特务机关的诡计。
不仅如此，连昭和电气公司贪污案和占领期间被隐匿的“日本银行的十六万一千克拉钻石”，也都有
美国占领军牵连在内，这是不容否认的。
    就拿“木星号”坠落到三原山那件事来说吧，美军本来很快就知道它坠落在什么地方了，却向日本
新闻界发出“军方公报”，硬说该机大概坠落在远州滩的海面上了，在这段时间内，美军在飞机坠落
的地点附近不知进行了些什么搜查，还不许日本人靠近。
这件事很单纯，但是这种手法却使人感到各个事件背后都有着阴谋诡计。
    也就是说，我的《日本的黑雾》不过是把用归纳的方法得出的一个个推论蒐集成书而已。
由于印成了单行本，有人就把这本书说成仿佛是根据预先形成的概念演绎地写出来的，这是一种肤浅
的看法。
    且说，《日本的黑雾》写完了，但是日本“独立”之后有些事情从本质上看来也应该说是占领局面
的延续。
占领局面结束了，但是美国的政策并没有一下子就从日本撤消。
美国的占领政策仍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在日本继续存在。
    日美“安全条约”(旧“安全条约”)具体地指出这一点。
这一条约的根据是“日本已于本日和盟国签订和约。
该和约生效以后，日本将无有效工具来行使它自卫的自然权利，因为它的武装已被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遭到危险，因为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还没有从这个世界中驱逐出去”。
因此，“日本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武装部队，以防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作为
日本防御的临时办法”。
结果，日本给予美国陆、海、空军以驻扎在日本本土及沿海的权利。
    这个条约有着以下几点不容忽视的特征。
首先，驻日美军“得用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包括根据日本
政府的明显要求，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所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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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
从而美国一旦在远东与他国处于交战状态，即便与日本毫无关系，美国也得以将日本领土当作美军基
地来利用。
    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第三条：“美利坚合众国之武装部队驻扎日本国内及周围的条件应由两国政
府之间的行政协定决定之。
”一九五二年缔结了日美行政协定。
为了实施行政协定，又设立了日美联合委员会这一磋商机构。
该委员会由日美双方代表各一人(日方为伊关国际协力局长，美方为威廉斯准将)组成，设立了财务、
通讯、进出港、调达、工厂、住宅、赔偿、审判管辖权，演习场、民航、商港等许多专门委员会。
(见《日本现代史》，合同出版社出版)。
    但是，除了这些委员会之外，还秘密设立了针对国内治安——尤其是针对共产党的警备机构：日美
联合委员会。
日本方面，由当时的内阁调查室长担任该委员会的干事。
参加的有国警长官以及警察厅、外务省、邮政省的委员。
    在占领期间，美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日本国内的警察。
美军总司令部撤消后，所辖机关由日本方面接管。
但是日美“安全条约”中明文规定了美军驻扎日本的条款；由于必须使日本与共产圈对立，美国就不
能完全放手让日本去对付“外国煽动”以及扰乱治安的动向。
    于是，联合委员会就理所当然地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作为交换情报的机构。
我在《深层海流》一书中穿插了几份当时双方交换的“机密”、“绝密”文件。
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将其获得的情报提供给美国机关，同时也接受美国方面的情报。
    但是，所谓情报工作并非单纯蒐集资料，这种工作如今与特务活动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从最近被揭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等的活动也可以看出。
    在占领期间，美军总司令部凭仗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让情报机关用直接的方式进行活动。
媾和条约生效后，这项活动就转移给隐秘的代理机关了。
这种机关不知道可否称作中央情报局，根据常识来想，是可以的。
    日本方面老早就有了设立独自的情报机构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
这是当时在吉田内阁里担任副首相的绪方的想法。
绪方先生一方面也是由于新闻记者出身的关系，对设立这个机构特别起劲。
据说，他计划成立一个政府情报局，还想在海外也设立驻外情报机构。
顺便提一下，当时日本在海外连一个这样的机构也没有。
    照这样是不能正确掌握国内的治安情报的。
绪方先生认为也得从海外蒐集情报。
热心推进这项计划的实力人物是曾任吉田首相秘书官的旧内务省官僚。
    但是“情报局方案”泄露了，舆论抨击道：这是过去情报局的复活。
绪方方案因而不得不受到挫折。
暂时只好收敛一下，只设立了现在的总理府直属内阁调查室。
由于根据旧“安全条约”而设立的日美联合委员会负有交换情报的任务，调查室长才在该委员会里担
任干事的。
    警察厅、外务省、通商产业省、邮政省都派官员到调查室来。
从邮政省要人，当然是因为对情报工作来说，电讯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内调室刚一成立就受歧视，似乎连足够的预算也要不到。
又因为是各省派来的官员凑成的，内部不断进行派系斗争。
在这样的困难状况下，各个人勉强做着工作。
只要看看内阁调查室制订的各调查事项的目录，就明白它的实际成绩了。
大约半年之前，某杂志刊载了其中一部分，想必有些读者已经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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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内阁调查室的内部倾轧经常使第一任室长感到苦恼。
为了参加道德重整大会，他曾赴西德波恩和英国。
据与他同去的人说，他几乎没有好好在旅馆里待过。
这是别人说的话，并不可靠；但是很难设想调查室长仅仅是为了私事而去欧洲的。
    正在国外旅行的调查室长遇上了不幸事件。
那就是日本报纸上也报道过的所谓“私带美元事件”。
他极力否认此事。
但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这个情报看来的确是从驻外机关传到外务省，又由外务省某方面向大众传媒
透露的。
简单说来，我认为这是内务官僚和外务官僚之间的斗争。
我大致能够推测得出，调查室长的“私带美元事件”的谣言究竟是谁向大众传媒透露的。
    因此，尽管他手腕高明，当初抱负很大，内调室的成绩却说不上令人满意。
    我只是想在这里特别补充一句，前文提到的驻外机关并没有专门的情报部。
于是就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把警察部门的人员派到各大、公使馆去当参事官。
例如，警视厅的桐山警视正就被派到日本驻法国的大使馆当参事官，在巴黎任职。
    不过，为了执行国家政策，苋集情报是当然应该做的事。
但是如果内调室的任务脱离了这个范围而带有特工的性质，那就不容忽视了。
    另一方面，自从撤消了美军总司令部之后，有些人就开始悄悄议论起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所谓“
马凯特资金”。
关于这件事，铃木仙八先生曾在议会里提出过质询。
据说河野一郎先生也曾打算提出质询，不知怎的又打消了。
不用说，马凯特就是经济科学局局长马凯特少将。
这笔资金的实质还没弄清楚。
经济科学局这个部门掌握着占领下的日本经济的全部机能。
据说占领期间被揭发的庞大物资都集中在该局里。
我们很想了解这笔资金是由什么性质的款项构成的，又是以什么目的和方式在日本经营管理的。
依我看来，这笔资金是为了给美国带来利益而投在日本政界和金融界以至文化工作方面的。
    除此而外，还有旧日本军部从占领地掠夺回来的物资。
这些物资中的一部分被占领军揭发并没收了去。
然而未遭到揭发而隐匿在民间的，为数也相当不少。
偶尔由于出了事，一麟半爪也会在我们眼前闪现一下，发生在东京邻县的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我写《深层海流》时，主要采用的就是该县的事件，因为我认为这是最具体的。
奇怪的是，该县出了许多成为话题的人物。
然而这些人的经历上都散发着前述隐匿物资的气味，乃是不可思议的事。
目前在金融界活跃着的战后派人士当中，也有一段经历是不清不楚的。
    我是把《深层海流》当作《日本的黑雾》的续篇来写的。
如果人物一个个都用真实姓名，我就不能放胆采写，因此，才采取了小说的形式。
    这部小说里一个类似主人公的人物也没有。
从结构上说，好像把“中久保京介”这个人物当成了“第一人称”，但是我特意没有去描写他作为小
说人物的心理状态。
因为如果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我原来所抱的探讨政治机构、社会机构的目的就模糊了。
以前的所谓“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对社会的探讨很容易流于肤浅，那是因为太重视对登场人
物的“艺术”描写了。
因此，背景就模糊了。
作为小说家，我非常想写人物，但是由于存在着以上这种写作技巧上的缺陷，所以在这部小说里，我
就断然抹煞了人物的性格，使它们变为无机物。
不这样写，我就无论如何也没法对“事件”进行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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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没有写出人物来”的批评，我早就做好了精神准备。
我想坦率地说明，我原来就没打算写“人物”。
我找不到适当的比喻。
拿照相机来说吧，如果把焦点放在人物身上，背景就模糊了。
如果把焦点放在背景上，前面的人物又势必要模糊。
我要写的不是“人物”，而是“事件”和“机构”，因此就一概放弃了对人物的艺术描写。
    遗憾的是，如果想在小说里描写旧“安全条约”生效以来的日本，《深层海流》里所描写的就是最
大限度了。
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我才能把人物的真实姓名披露出来，对他们做具体而清楚的描写。
《深层海流》是根据确凿的资料和调查而写的。
自然，其中有些部分也是虚构的。
只要能够表现日本在旧“安全条约”时代隐蔽的形象于万一，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松本清张    《文艺春秋》一九六二年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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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层海流》是《日本的黑雾》的续集，属于松本清张作品中较为独特的一部分。
作者把描写的笔触转向了战后日美当局之间的内幕并加以披露。
由于这部作品，作者获得了一九六三年度的“日本新闻工作者协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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