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虚无的十字架阅读 虚无的十字架读
后感(通用8篇)

筹备已久，期待已久，让我们一同迎接运动会的到来。运动
会宣传语要紧扣活动主题，能够让同学们感受到参与的重要
性。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了一些精彩的运动会宣传篇章，一
起分享。

虚无的十字架阅读篇一

罪与罚是个横亘人类历史的话题，弥漫了整个人类发展历程。
然而惩罚真的能减少犯罪吗？这个讨论一直在进行，我不知
道答案。

文章的开头异常的平淡，一个个的凶手自首、认罪，在阅读
时感到的愤懑----难道故事就这么结束了，难道只是在探讨
杀人罪给遗族（被害者家属）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以及遗
族与审判机构对于法律适用判断的不同？不，文章远不止这
些，随着看似不相干的人的粉墨登场，对死刑的存废开始思
考，对究竟什么才是赎罪进行思考，对死刑与赎罪哪一个才
是真正的十字架进行思考。

东野圭吾通过三个故事、简单的十几个人将对死刑的思考表
达出来。第一个是关于小叶子八岁女儿的死亡，是蛭川的第
二次抢劫杀人。这个无辜女孩的死亡是蛭川出狱后为了生存
的牺牲品，或者说是蛭川在监狱中不但没有改造悔过，出狱
后反倒更加的容易犯罪的表现。这个结论在小夜子痛失女儿
后，通过调查、数据收集进行了论证----杀人抢劫后再次发
生此事件的概率大大提高，这是对审判时将"被告人具有悔过
表现"作为减刑依据的否定，也是对被告人因为在监狱中表现
良好、悔过明显，提前释放的否定。故事讲到此处，仿佛是
死刑有了结论----为防止此事件再次发生，不让悲伤再出现，
只有让凶手死去，除去后患。然而，蛭川在从开始想要争取



无期徒刑、想要生存到后来接受死刑，心态上转变为死刑是
他的解脱，他的淡漠仿佛是对死刑作为刑罚的否定，罪犯没
有觉得那是惩罚，也没有思考过赎罪，这时的死刑是虚无的，
甚至是被告人情愿看到的。再者，遗族也没有从死刑中获得
解脱，小叶子与道正在杀害女儿的凶手被判处*刑后，夫妻两
看痛苦，分道扬镳，仍继续生活在心痛中。

第三个故事在小叶子被害的调查中被牵扯出来----二十一年
前，年轻的中学生史也与纱织，因惧怕而亲手掐死了自己的
孩子。因为年少犯下的这一错误，随着孩子的埋葬，两人感
情走到尽头，并且两人为此背负二十一年的十字架----史也
在树海悼念孩子时遇到被负心汉欺骗怀孕想要自杀的花惠，
以娶她并抚养她未出生的小孩作为一生的弥补，而沙织二十
一年来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活在世上，没有资格再做一个母亲，
觉得自己只配吃偷来的食物并染上偷窃瘾，通过不断偷盗进
监狱然后惩戒自己。

随着小叶子被害真相浮出水面，史也二十一年前的秘密曝光
于世面临作为杀人凶手被处罚，东野圭吾借花惠之口探寻什
么是赎罪，史也和花惠结婚，善待花惠的流氓父亲，做儿科
医生，这与抢劫杀人后淡漠的蛭川（杀害小叶子女儿的凶
手）、与为了自己女儿幸福杀人的町村是不是更多的表现出
悔罪、赎罪，是不是应该与蛭川、町村受到不一样的惩罚？
到底是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十字架？这沉重的赎罪十字架相比
那虚无的死刑十字架，到底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当我们知
道这些凶手已经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在赎罪的
时候，我们是否还要再让他们背负十字架？刑罚、监狱那虚
无的十字架并没有起到救赎遗族的作用，也没有使罪犯悔过，
赎罪的改变是由罪犯自身发生的。那么死刑及刑罚的意义在
哪里？文章留下开放式的结尾，带给读者以思考。

东野圭吾这本书，于其说是推理小说，不如说是借此来引出
一个个社会现象的思考，关于死刑，关于赎罪，关于遗族
（被害人家属）。



虚无的十字架阅读篇二

"废除死刑论中最强烈的意见，就是可能会因为冤假错案造成
枉死，但我的主张稍微不同。我质疑死刑，是因为我认为死
刑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假设有一起a事件，凶手被判处*刑。
另有一起b事件，凶手也被判处了死刑。虽然是两起完全不同
的事件，遗族也不一样，但结论都一样，都是简单的一句死
刑。我认为，不同的事件，应该有各种不同的、更符合每起
事件的结局。"

《虚无的十字架》是东野圭吾的一部比较出名的小说，里面
描述了有一对平原夫妇（老公平原，妻子小夜子）因为他们
的女儿被强盗杀死了，这对夫妇成为了遗族（死者的亲属）。
他们对杀死女儿的强盗十分怨恨，一直在法庭上诉，一定要
让凶手"以死谢罪".因为凶手一直装得悔过的样子，法官一直
不判他死刑。直到把这件案子上诉到最高法庭，凶手已经厌
倦了这种法庭上的争吵，请求法官判他死刑，虽然知道凶手
要判死刑，但是这对夫妇并不高兴，因为凶手并没有因为他
所犯下的罪过而感到悔恨，而是因为厌烦才请求法官判处*刑。

后来这对夫妇因为女儿的死离婚了。几年后，平原被警察通
知他的前妻小夜子死了，在路上被人抢劫杀死了，然后他知
道了小夜子离婚后几年成为了一个作家，还在写一本关于反
对"废除死刑"的书，认为只有凶手的死才能抚平遗族的伤口，
杀人者必须偿命。主人公和前妻一样因为女儿的死想让凶手
都死，他想完成妻子的书，在访问前妻的采访对象途中发现
了妻子的死不是单纯的抢劫杀人，而是有一场谋杀（没有预
谋的杀人在日本不用判死刑）。

平原知道了前妻死的原因，她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个人叫沙织，
跟她说二十多年前与作为学生的初恋男友怀孕把儿子生出来
杀死儿子的事，小夜子认为他们杀了人，要求沙织和她的前
男友史也去自首，而史也因为当初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一直
背负着虚无的十字架，并拯救了他的现任妻子花惠（因为被



男人骗财骗色怀孕并没有钱和勇气生活下去想自杀的女人），
而花惠的父亲想女儿的老公史也不因为年轻的过错坐牢，去
把得知真相的小夜子杀死了，这样就不会有人告发女婿史也
的杀子之过。

在这本书中主要描写了杀人凶手杀人后的处境，并讨论一个
严肃的社会话题，是不是杀人犯都要判死刑，死刑是否真的
能让凶手悔过（有一部分杀人有期徒刑结束后出来还是会继
续杀人）。而且书中有一个地方：遗族一致强调判处罪犯死
刑，即使最后不能判处，也一定要向法庭提出死刑的建议，
要让罪犯背负着虚无的十字架。我认为这个虚无的十字架也
是这本书的中的精华，失去了亲人的遗族都想让凶手判处*刑，
但其中真正的原因是想让凶手在死刑之前一直悔恨过他曾经
杀过人，我也曾经思考过，如果法院没有判处凶手死刑，为
什么不亲手去了结凶手的生命来为亲人报仇，但我看完这本
书之后就知道这样报仇并不能抚平失去亲人的痛苦，只是满
足了复仇的欲望而已。（书中失去女儿的平原夫妇一直在上
诉，在最高法院上诉的时候，已经做好如果没有判处*刑就在
法院前面自焚以示抗议，即使自杀也不去杀死凶手报仇。）

书中有三件杀人事件。第一件杀人事件：平原夫妇女儿被杀，
凶手在最高法院请求法官判处*刑结束；第二件杀人事件则是
平原君前妻小夜子被要拯救女婿史也的老人杀死，老人的律
师利用老人为了掩护女婿的罪过杀人打人情牌请求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第三件则是小夜子发现的年轻的情侣史也和沙织
杀死他们的亲生儿子这件二十年前的杀人事件。

在男主平原君揭开所有谜题后，发现史也和沙织已经背负了
二十年的虚无的十字架，史也不仅不顾拯救了他的妻子把不
是他的亲生儿子当作儿子，还成为了儿科医生去救每一个儿
童，沙织因为杀子一直过得不好。

在男主揭开真相后，这对情侣一起自首，但是警察去寻找他
们儿子的尸骨取证却没有找到，因此不得不撤销对这对情侣



的公诉，根据书中的线索我推断：即使法院撤销了对他们所
犯下的罪过的处罚，他们的内心也会对自己进行处罚，身上
的虚无的十字架仍然不能放下，并且比死刑还要严重，死刑
是死了就一了百了，而背负着虚无的十字架却在接下来的人
生一直生活在悔过当中。这也是作者所希望的，杀人犯对他
们的罪过而悔过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处罚，而且他们如果后悔
了自己的罪过，一定会努力重新做人去造福社会，像史也一
样，拯救他的妻子成为一个医生去救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
而且大概小夜子或者平原君把史也和沙织的儿子的尸骨偷走
了，认为他们一直为所犯下的罪过而受到足够的惩罚了，只
差去自首直面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而已，只要他们去自首，
也会因为找不到尸骨而不会对他们提出公诉。

在我看来这正是东野圭吾这本书的精华所在，他这本书立身
于一个社会热门的话题（死刑废除），如果他偏向于一边，
另一边的人就不会看了。但是他把可以选择的观点都列出来，
并用事件来向人们说明，很多人其实与杀人事件相离很远，
如果单单靠感觉和口耳相传的故事来做出是否支持废除死刑
的决定是不科学的，因此就把几件杀人的事件用小说展现出
来，引发人们对死刑废除的思考。对于读书如果单纯的欣赏
是不够的，要多加思考，可是思考那么麻烦，又有多少人能
去做，而东野圭吾则把思考和阅读联系起来，用悬疑的笔触
调动读者的兴趣对事件的思考，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东野圭吾
的书能那么流行的原因吧，不单单写得很深入人心，还能带
读者一起来思考。

虚无的十字架阅读篇三

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儿，每天穿梭在茫茫人海中;她，自
小体会不到母爱，却依然笑着前行。就是这么乐观坚强的一
名少女，却被卷入了一个诡异的漩涡中，无法脱身。

父亲朋友之死，亡妻之痛，扑朔迷离的真相……无数条谜团
和线索编织的巨大蜘蛛网中，这个女孩是案件唯一的突破点。



死者一次次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年幼的少女对前往渺茫的
希望并没有退缩，为了查找最后的真相，她一次次冒险，侥
幸逃脱。人的一生中，可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女孩儿?她善良乐
观，即使有再多苦难也笑着去面对，就好似天边最温暖的阳
光;她正直勇敢，即使是一个陌生人遇到了困难，也会义无反
顾去帮助。她就像一张白纸，不食人间烟火，如天使般降临
在人间。在经历过种种苦难之后，她的美好终于来临。这何
尝不是人生的真谛。

这样的女孩最后一定能快乐。正如，温暖与伤痛都来源于未
知和那颗勇于去承受苦难的心。

虚无的十字架阅读篇四

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儿，每天穿梭在茫茫人海中；她，
自小体会不到母爱，却依然笑着前行。就是这么乐观坚强的
一名少女，却被卷入了一个诡异的漩涡中，无法脱身。

父亲朋友之死，亡妻之痛，扑朔迷离的真相……无数条谜团
和线索编织的巨大蜘蛛网中，这个女孩是案件唯一的突破点。
死者一次次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年幼的少女对前往渺茫的
希望并没有退缩，为了查找最后的真相，她一次次冒险，侥
幸逃脱。

人的一生中，可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女孩儿？她善良乐观，即
使有再多苦难也笑着去面对，就好似天边最温暖的阳光；她
正直勇敢，即使是一个陌生人遇到了困难，也会义无反顾去
帮助。她就像一张白纸，不食人间烟火，如天使般降临在人
间。在经历过种种苦难之后，她的美好终于来临。这何尝不
是人生的真谛。

这样的女孩最后一定能快乐。正如，温暖与伤痛都来源于未
知和那颗勇于去承受苦难的心。



虚无的十字架阅读篇五

东野圭吾在《虚无的十字架》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思考，讨论了包括死刑的废除，法律和道德的相悖之处，
罪犯应得的忏悔教育等问题。小说文笔细腻温柔，情节设计
巧妙，悬念迭起，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对人物内心感
受的细致描写，展现出凶杀案背后加害人家属和遗族的心路
历程。尤其是通过对男女主角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者唯一遗
族的设计，引发读者对法律、道德、人性前所未有的深思。

死刑是否应该废除？

偶尔会听到死刑废除论的观点，总觉得只是有些人惯于争执，
爱拿理想化的思维来做文章，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想过，作
为被害人的遗族，凶手不能被判死刑将带给他们多大的痛苦；
而作为法律工作者，感受到死刑对法律的巨大限制又有多么
的无奈。

小说中中原道正和滨冈小夜子夫妇十一年前再三向法院上诉
一定要判杀死女儿爱美的凶手死刑，甚至声称如果不判死刑，
他们也不愿再活下去。凶手最终被判了死刑，可是这丝毫不
能让他们从悲痛中走出来。小夜子在文章中写道：“判凶手
死刑只是遗族恢复情感创伤的起点”。直到故事的结尾，二
人也没有完全走出失去女儿的痛苦。

而死刑的局限性又实在太大，且不说冤假错案，死刑完全是
对教育感化罪犯的一种逃避方式。甚至对于罪犯来说，他们
也并没有从死刑中受到太多的惩罚，对于一些罪犯来讲，与
其在监狱中度过漫长的余生，死刑可能还是一种获得解脱的
方式。就像杀害爱美的凶手蛭川和男，他阻止辩护律师再次
为他上诉，理由是“太麻烦了”，他觉得死刑是他的命运，
接受这样的安排并无不妥。

小说中写道：“死刑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让杀人凶手再也无法



杀害其他人。”死刑废除论之所以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主
要还是因为没有找到比死刑更好的刑罚，既能平复遗族的心
理创伤，又能使罪犯改过自新。这也许是法律向前发展的方
向之一。

法律能否完全依据道德？

道德也许是法律的起源，但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过
程当中不断地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制度和社会经
济状况等。法律与道德之间并非完全的包含或从属关系，为
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法律的某些条文可能并不符合人们
心目中的道德要求。

毕竟道德是人们心中的一杆秤，对于不同的情景可能会有相
差甚远的道德标准。比如说几乎所有的道德都认为“杀人偿
命”，可杀人的情况实在是纷纭万象。小说中的三起杀人案，
蛭川入室盗窃杀死户主的女儿，人人都认为应该判死刑；做
了一辈子混混的町村作造，为了善良的.女婿的前程，杀害了
知道当年真相的小夜子，又听女儿的劝告前去自首，对于他
是否应判死刑，也许不同人的说法不一；而由于年幼无知杀
害自己亲生孩子的仁科史也和井口沙织，两人十多年来一直
生活在内疚的折磨之中，仁科史也打算用一辈子来赎罪，而
井口沙织患上精神疾病，最后打算用自杀了结自己。虽然这
两人同样是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而且手段也不可谓不残
忍，可是一来他们当时都是未成年人，二来他们整个余生都
感到良心不安，用尽各种手段只为赎罪，也许大多数人都会
认为这二人根本不应该被判刑。就像小说给出的结局，刑警
们没有找到孩子的尸骨，二人的自首没有成功。

都说法不容情，铁令如山的法律事实上限制了人们对于犯罪
和罪犯的大多数感情。庆幸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法
律和刑罚都在日益向多样化发展，针对不同情形的犯罪划分
得也越来越详细。同时，可调节性与标准性的平衡，也应该
是现代法律的发展方向之一。



罪犯应该得到怎样的忏悔教育？

小说中设计了很巧妙的对比情节，蛭川因抢劫杀人在监狱里
关了二十六年，可他刚被假释出狱，就再次杀人；而仁科史
也和井口沙织二人虽未被关进监狱，可他们的一生都背负着
痛苦和内疚，最终选择自首。这似乎是对监狱关押这种刑罚
的讽刺，也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对罪犯究竟应该施以怎样的忏
悔教育。

对罪犯进行忏悔教育的目的，自然是让罪犯出狱后不要再犯
罪，至少不要再犯相同的罪。对于一些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
如果认错态度良好，是可以争取减刑，假释出狱的。可是
对“认错态度”的判断主观性实在太强，要判断罪犯究竟是
真心悔过还是为了减刑而装模作样更是难上加难，且完全根
据人为判断，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绝对公平的。因此忏悔教育
是否能达到期望的目的，很多情况下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从古至今的教育都讲究“因材施教”，忏悔教育也应如此。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身份地位不同、犯罪的动机
也各不相同，忏悔教育应该根据罪犯的特点为其量身定制。
这样做听起来似乎成本太高，且为罪犯花费这样多的资源也
许会引人非议。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假如罪犯的教育工作没
有做好，那么刑满释放的罪犯们将会给社会造成怎样的危害。

小说写道：“要求杀人凶手自我惩戒，根本是虚无的十字架。
然而，即使是这种虚无的十字架，也必须让凶手在监狱中背
负着。”也许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为社会所容，
但他们并不能深刻地明白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自己和他人的不
幸。《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说：“当你想要评论某个人的时
候，你只需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你
所具备的优势。”同样的，罪犯们虽然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伤
害，但他们本身也是不幸的，或是缺乏教育或是缺乏关爱，
社会也理应对他们负责。



我想法律的终点就在于将“虚无的十字架”实体化，因为虚
无的十字架是无法卸下的，只有先将罪犯们钉在十字架上，
才能最终取下这层沉重的负担，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告慰
受害人的遗族。

虚无的十字架阅读篇六

这是我看东野圭吾的小说里，第二本觉得好看的了，第一本是
《嫌疑人x的替身》。之前看的一些，可能是太短，也可能是
早期作品，杀人手法非常精妙，但是不管是杀人动机还是破
案过程都显得非常平淡，日常描写的人们也是克制守礼，就
一碗温水端到头，没有起伏。
这两本不一样，我查了下，这本书是15年的作品，真的很厉
害了。没有对比看不出进步有多大，知道自己想走到哪里，
并且一直不停的走，真的很棒了。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女人被杀了，第二天凶手投案自首，受害
者的前夫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并且调查下去，
直到揭露出真相。
首先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死刑废止令，作者本人似乎也没有想
好。死刑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什么才是对受害者及家属更公
平的做法。如果罪犯不反省，只把死刑当作是一个结果甚至
解脱，那死刑还有意义么？
我是赞同死刑的，如果我是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看罪犯
日日夜夜反省痛苦报答社会，当然更爽快点，但是看着他死
去，一命还一命，也是我能得到的第二大的慰藉了。更何况，
罪犯能够真正反省改过自新，这几率太低，我宁愿要赢面大
的。
的确，罪犯死了，也不能使家属感到开心，毕竟他们是损失
了亲人。但是如果在未来的路上还有可能开心的话，罪犯死
掉是基本条件了。如果我的亲人死了，罪犯却逍遥法外，每
每想到此，我一定痛苦万分。所以如果可以，我一定选择以
命相抵。
至于说不同的犯罪，却用相同的死刑来抵。这是有点不太公
平，一个人杀了一个人，也是死刑，杀了五个人，也是死刑。



这确实不太公平。但是，死刑也是他本人所能负责的极限了，
如果搞连坐那一套，反而没道理了。不能追求绝对的公平，
相对的公平就足够。
揭开的真相，作为一个妈妈，真是看的痛心疾首，《江湖儿
女》里有一句话，深表赞同，说“这些小孩，不知深浅，最
可怕了”。不管是身边的事，还是书里电影里，都有这样的
案例。年轻人，为了掩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愿意付出非
常大的代价。因为年轻，不懂得害怕，也不在乎以后，只要
渡过现在就好了，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
书里的小孩做了什么呢？他们杀了自己的孩子。不是打胎，
是把孩子生下来，再一起捂死，埋掉。这初听起来没什么，
越深想越胆战心惊，于是他们半年后分手，女孩干什么都不
成，认为自己不配活在世界上，有偷窃癖，两度入狱。男孩
学医，跟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结婚了，并且一直致力救小孩
子。
引产就已经是非常残忍的事，代表小孩已经较大，骨骼已经
形成。七个月后，就算是引产的宝宝，也可能是活的。那已
经不是一滩血肉，一个器官，而是一个生命。杀人就已经够
胆战心惊了，杀自己的孩子就更是耸人听闻。
为什么父亲学医，去拯救？而母亲就堕落下去。因为母亲比
父亲多当了九个月的妈妈。她的爱更多，负罪感更强。年幼
的她也不够坚强，只能被打败了。
小夜子也是很值得一说。她是死者，她先是女儿被杀，罪犯
判处死刑后，和丈夫没办法继续相处而离婚。然后她开始写
作，写偷窃癖的事，写死刑废止论的事，女儿被杀后，她并
没有消极，反而希望更明白罪犯，也更明白受害者，她想往
更深层次钻研，这是她疗伤的方式，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总的来说，小说值得一读，读完后也不会立刻就忘掉。

虚无的十字架阅读篇七

东野圭吾的小说，越看越有味。开篇引人入胜，过程迂回曲



折又峰会路转，让人摸不着头脑，最终柳暗花明，待合上书
本又让人忍不住深思。

小夜子，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把爱女留在家中，被入室盗
窃的小偷杀死。在参与审判的过程中，她为爱女极力寻求检
方判处对方死刑然而并没有成功。（杀人者是再犯，而且是
在假释期间再犯）。小夜子无法接受爱女被害，在案件判决
后，她致力于维持死刑。然而，执念终究还是成了偏执，导
致她发现纱织和史也年轻时犯下的罪行（初中时生孩子后把
孩子杀了）时，执意要求他们要去自首以接受刑罚，最终导
致悲剧发生，她自己被杀害。

对于纱织和史也年轻时犯下的罪，他们虽没有受到法律上的
制裁，然而他们一直背负着这个虚无又沉重的十字架在生活。
纱织自我放逐与堕落，企图通过自虐来赎罪，她却始终无法
走出自己的地牢；史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尽最大的力
量帮助他人救治幼儿，挽留了更多的生命。他们的自我反省
与赎罪的心情，比接受刑罚在监狱之内服刑的罪人们更甚。

正如书中所说：每一个案件，都应该有不同的判定。所以，
每一个故事，都应该有不同的结局。同样痛失爱女的中原，
或许是他对小生命的敬畏之心，他没有走上前妻小夜子之路。

合上书本，第一个念头，教育是容不得丁点马虎的，且在孩
子成年之前要持之以恒。纱织和史也的悲剧，纱织怀胎十月，
她父亲居然没发现；读后感.这样的父亲得是多不在意她的女
儿？！怀孕这么大的事情，为啥没有人寻求父母老师的帮助？
是因为害怕父母和老师而不敢说？现实生活中不乏初中生生
孩子的实例。这正是大多数家庭教育的失败之处。而爱美的
悲剧，则是因为小夜子的疏忽。

第二个念头是，为啥同一事件对男女的影响天差地别？中原
道正和小夜子，纱织和史也，为什么都是女的心理出问题？
是因为男人更坚强女人柔弱吗？我想大概是因为孩子是女人



怀胎十月所生，女人对于生孩子的付出是一般没生过孩子的
人所不能理解的。

虚无的十字架阅读篇八

作为东野圭吾的小书迷一直在追捧他的每一部著作，他的书
是我高三开始接触与喜欢的。因为看了他的一本《假面饭店》
从此变成了东野的小迷妹。

对于他的书疯狂购买，最近看的书是他的《虚无的十字架》，
这本书有三个疑问，对于这虚无的十字架，所谓的“罪”
与“罚”，究竟本质为何？是让犯人听到自己的死刑宣判而
感到解脱？还是让他重返自由社会，但用尽一生赎罪？这本
书主要就是围绕了这三个问题在那边周旋而展开的故事。

整体的感觉都是很自相矛盾，故事里也一直在纠结是让那些
人一命抵一命，还是让他们能有后悔之心，为之前所做的事
情能够付出代价去弥补。东野笔下的“罪”与“罚”不仅对
司法制度的重新考量，同时也突出了两种对生命的不同态度。
如果单单是的规定杀人的人要偿命判死刑，那很容易，还能
起到震慑作用，但不一定能让罪犯能够改邪归正，又怎么去
告慰受害人家属，读后感

.

如果不是去判死刑，让无期徒行的罪犯变成有期徒刑，几十
年后出来没有与时俱进的生存能力，到时候又沦落到去进行
犯罪，或者在这几十年还是死不悔改的，在里面表现的我悔
改的样子，再出来也不能如何。
制度和外不外乎人情之间的冲突，法制和很多感情都有冲突，
对错误的弥补，不再背负虚无的十字架，对于我自我感觉的
话，东野的很多书写的都很触动心理，他的每一本书都反应
了当时社会的所反映的问题，感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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