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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内容概要

★ 收录第24届金像奖最佳新人奖《蝴蝶》原著小说。
★ 张惠妹、杨照、马家辉一致推荐。
★ 随书附赠精美卡片，两款随机。
她说，不能飞就不是蝴蝶了。是的，蝴蝶是我的名字。
禁锢的爱情，噬人的空虚，炽烈的情欲，邃密的孤独，仓皇的生活。我知道，相爱可以有很多方式，
而我是注定要爱上你的，正如那个暗红色的胎记，形状像一只蝴蝶展开翅膀，这个记号将把你牢牢烙
在我身上。
《蝴蝶》是台湾小说家陈雪执笔20年短篇小说代表作精选集，收入《蝴蝶的记号》等8篇短篇小说，题
材风格多样，体现了完整的创作脉络，陈雪以细腻的笔法刻画出人的情感欲望，描写在主流价值观压
抑下人的痛苦与悲哀。正因为有的爱是被禁忌的，有的人是伤痕累累的，人心之间的照映触动才显得
弥足珍贵。
真爱无关性向。已经拥有爱的、等待爱的、害怕爱的，或者曾经在爱情上失败的，陈雪在文字里会告
诉你——爱情的出路其实就在你的身旁。——张惠妹
陈雪绝对是个具有丰富创造潜力的作者。——杨照
陈雪擅写同志奇情，笔下众女是圣亦是魔，互相探索身体深处的隐藏秘密，如在波浪汹涌里泛舟，能
把读者引入春潮漩涡，激烈地，刺激地，终至没顶。——马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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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作者简介

陈雪，台湾著名作家。
1970年生于台中，1993年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1995年以处女作《恶女书》一举成名，至
今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四部散文作品。长篇小说《桥上的孩子》获2004年“中
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奖；《附魔者》入围2009年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
大奖小说类年度之书和第34届金鼎奖。
短篇小说《蝴蝶的记号》2004年由香港导演麦婉欣改编成电影《蝴蝶》，田原凭借此片一举获得第24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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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书籍目录

异色之屋
猫死了之后
蝴蝶的记号
爱上爵士乐女孩
儿子
晚餐
沙之书
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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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精彩短评

1、《e儿子+《尘埃》
2、纯粹为了看些奇情古怪的故事来的，最后却最喜欢一个最正常的故事。陈雪其实是个特别善良的
人，所有这些无法被接受，无法被安放，无法被响应的情感最后都找到了各自的出口，几乎每个故事
都在压抑着，可都有一个让人的心安的结局。
3、大概每天看一个故事，总算看完了，呼，一把泪，让你不看清楚就要免费书的，这件事绝对够格
收录进我的逗比故事集。蝴蝶的记号不错，解惑了当时电影没看懂的地方，其他基本看不下去，尤其
不喜欢花哨的封面，囧
4、就是冲着蝴蝶这个故事看的，结果没想到别的短片也不错，但这言情少女风的封面很是HOLD不住
。。。
5、只读了蝴蝶那一篇，描写细腻，感同身受
6、《儿子》
7、精神污染讷～
8、讲真，很糟糕，同性恋版本的张小娴，甚至还要更差。
9、读了电影的原著。这类作家的非自传性文字，总是不太好看的。
10、不只是同性恋······
11、蝴蝶那个故事原著比电影好
12、窥见整个创作脉络
13、在黄碧云《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之后又读到一本心满意足的小说。多为短篇，描述同性之间
的纠缠，社会的歧视和当事人的模糊地界。总有人爱过这些又去与不喜欢的人结婚。过了几年生了孩
子，碰到喜欢的人又开始崩溃。不断重复。期间的场景很美，几乎都能拍唯美电影。后半部分的几篇
关于父爱，母爱的渴望写实，让人投入。已打算买下一本。
14、晋江文既视感。蝴蝶的记号和儿子不错，后者是精神污染。然后就很猎奇。

15、第一次看到这类型的书，这么勇敢的作者。之前《开卷八分钟》梁文道他们推荐了几次，一直想
看看女同的恋爱。还有一些不伦恋，等等，我们不了解的一个世界。敢出柜，并且把故事写出来，很
需要勇气，而且还是女生，很佩服。希望她们可以活得精彩、自在。
16、短篇真的不如长篇
17、看了电影，觉着很文艺，就买了书看看，陈雪的文字总感觉是散漫的叙述着故事，没有电影的感
觉好
18、喜欢这种文风~~当中最喜欢《猫死了以后》
19、陈雪的短篇没有长篇好，显不出她叙事剥茧抽丝的的优势。不过，还是有一篇让我飚泪。我觉得
她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也许我们认为她们背对着光，其实那正是她们的光明所在。
20、语言略矫情。过了少女心时期，这种的似乎已经欣赏不来了
21、花了一整天看完，8个小故事，还不错，每个故事都有些许悲伤，尺度比较大，乱伦什么的都有，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被和谐。
22、早期真的很安妮宝贝啊⋯但是作为一个刚刚开始写奇情小说的文艺女青年，陈雪胆子是真大野心
也真大。看完《蝴蝶的记号》，觉得麦婉欣对原著的还原还是很准确的，除了那个略显光明的结尾不
同。真实，确实是让人无言的存在～
23、我第一次见你就想吻你了。
24、我只在亚马逊在线看了一点，我只钟意一个故事：蝴蝶的记号。
25、果然是只有喜欢女人的女人才能写出的文字
26、文字很美（但有時有過度“台灣”的抒情）。“在愛情面前，我是個不好笑的笑話。”
最愛《貓死了之後》和《兒子》，有意思，（《異色之屋》文字有點用力過度，《兒子》主題意向太
明確，過於俄狄浦斯）
27、人家好想做爱啊 你却一直问问题 
28、电影画面闪回。我好喜欢真真啊。
29、“她就像我心底一只小小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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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30、看过那个电影。
31、肉很多
32、前四篇是早期小说，后四篇是近年的。《晚餐》是我最喜欢的一篇。
33、蝴蝶的电影还原度很高
34、能将女同写的如此唯美，陈雪是第一人，后面关于亲情写得一般，不是特别能够打动人。
35、以为全书都是写女同的，谁知看到后半本发现还有其他题材。不喜欢书封，实在太少女了，重点
是与本书的风格不符。
36、以创作历程为序，集子收纳了从早期到近两三年的作品，从《儿子》一篇题材慢慢拓宽，虽然仍
离不开童年、家庭、亲子关系等关键词，感觉像作者说的，开始渐渐与自己和解，开始明白每一段经
历都是不可舍弃的、构成现在的自己的部分，弥漫在前几篇故事里“既难以得救、又让别人也痛苦”
的郁结之气开始有一些舒缓。女同题材读过的第一本，读出很多自己的困惑。
37、台湾作家独有的细腻，与日本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调之中尽显忧伤，故事带点雨天的阴郁，
却完全不沉闷。就好像你有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在你耳边诉说曾经被封尘在记忆里的往事，你听到片
段里关于你的点滴，和那段你极力忘却的恋情，终于是随着故事一起落下泪来。
38、这絮絮叨叨的，欣赏不来。不过故事我还是挺喜欢的，人物塑造也还成，通篇透着女同性恋多惨
多惨的气息。
39、大失所望。
40、看过了电影，再看原作，一样的蝴蝶⋯
41、到現在為止也還覺得是為數不多的寫得很吸引人的同志小說
42、女同 乱伦神马的。。
43、陈雪不会写异性恋。
44、簡直好看哭！！我對陳雪改觀了。。。。

Page 6



《蝴蝶》

精彩书评

1、一如麦婉欣还原的电影，镜头迷离而混乱，书也一样就像一帧一帧昏黄的照片，看这本书就像置
身于一个贴满老照片的房间里，诡异却让人好奇，想要一幅一幅的串联起来，想要好好串成一个故事
。奈何所有努力都是那么徒劳，故事始终都是散乱的，以为抓到一丝头绪，终是如碎片散落于空中。
说实话，特意买来特意留出大块的时间来读的这一本。略令我失望，作者也许是有自己的风格，但是
真的没有期待的那样好，至少不能算引人入胜，没有那种拿起放不下的吸引感。那些小短篇的主角都
是游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尽量隐藏的安全的活下去。也有些试图冲破天日，有的自由了，有的陨灭
了，有的失败了继续回到壳里，这混乱中始终弥漫着的是不溶于社会主流的悲伤，是在边缘的一种无
可奈何的自觉。即使如蝴蝶终于破茧找到她的叶子，可是还是有那么多那么多难以严尽的荆棘等待着
，结局于此处才好。有谁爱听公主嫁给王子之后的故事呢，若得坚定，一路披荆斩棘便是了。
2、这是我第一次读陈雪。八个短篇中，收录了女同文学中名气响亮，被改为电影的《蝴蝶》，看到
这个书名，首先想起的自然是那首同名老歌。“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蝴蝶自然飞不
过沧海。但是，又为什么一定要有软弱的蝴蝶，与无边沧海这样的设定。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恋吗
，多么寻常。却为什么要给它一个“不寻常”，甚至“不正常”的定义。就连当局者，都迷失在这异
样的气氛中，胆战心惊但心甘情愿。于是惊惧和愤懑的情绪，以夸张的姿势霸占了心的每一个转角。
爱难，退也难。读第二个短篇《猫死了以后》的时候，已经是工作日晚上的十一点多。同伴洗漱完要
躺床关灯，我没让她关。忍着困意看完，揉着眼睛，装自己没哭。有人说陈雪的文字读来压抑而酸涩
。我想，那其实与作品的题材有关。一段段不被世俗容许的爱恋，或许就该配合这样的文字，些许荒
诞些许仓皇，但简洁有力，并且有如纷扬的雪花，顷刻之间铺天盖地，整颗心被染得冰凉纯净。故事
里的阿雪爱上阿猫，却不敢爱她那具与自己同样的身体，不敢爱被社会、被长辈曝光后的自己。是啊
，谁会爱上那样的狼狈。换了我，也不会。凭什么我的爱情，明明已经像是照进黑夜的阳光，却还要
躲在最见不得人的地方。连自己都知道，得到的爱那么多，狂野的、细腻的，明知道对方已是把这世
界上千万种的爱，聚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她什么都不要，只要自己的爱人不要离开，似乎再无礼的
要求都能忍受。原来世人唾弃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原来我以为自己的坚定和
勇敢这样不堪一击，我是这么软弱自私，只贪恋着索取，取也取不够，还永远举着一把“给不起”的
旗。这是爱么，这不是。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所以往往，我们拼命的逃，越是爱，就越
是要逃。用谎言、相亲、形婚等形式，欺骗自己、欺骗家人，或是欺骗爱人。是貌合神离的交往、疼
痛难当的交付，然后对着家人，和那个所谓的“我的好姐妹”笑得灿若云霞。真正的滋味，只有自己
知道。这样的情节其实一点都不虚构，这过程，不就是太多太多同志们经历过的，或是唯恐将要经历
的么。“我们自小在社会中成长，各种教育、讯息、知识都告诉我们，男生爱女生，女生爱男生是天
经地义的事，人可以对一只狗、一只猫产生像亲人一般的感情，却不能容忍人对相同性别的人产生爱
情和性欲，我因为自己爱上了一个女人而惊慌不已，甚至害怕得逃离，只是不愿和别人不一样而已，
结果呢？结果让自己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空洞地在世上飘来荡去，谁又认同我了呢？真是愚蠢之极。
”（《猫死了以后》，p74-75）感谢本书精致的描写刻画带给我身临其境的阅读感受。要说读后最大
的期望。是希望有一天，以同性恋爱为题材的小说也可以像寻常小说一样白烂，女女或男男们可以玩
劈腿、可以生死恋、可以穿越可以玩魔法。别再只因为什么”天经地义“，再怎么努力优秀，都得一
虐到底，就好。希望有一天，没有谁能再将爱划界限，是最好。
3、“关于我父亲母亲，像一部老电影在我的记忆里重复播放，每一个细节我都牢记，都被我扭曲过
，都缩小过，被勉强移植，重新建造，像那个沙漠里的城市。”——《儿子》迥异的八个故事，有一
个结点，是一些深深埋藏的、不能直视的记忆，需要通过向另外的人讲述来揭开臆想的疮疤、好让伤
口真正愈合：《异色之屋》里面孩子的故事，《猫死了之后》中雪曾经难以接受的阿猫的女儿身，《
蝴蝶的记号》里面小蝶对真真的负疚，《爱上爵士乐女孩》里慢慢被记起名字的那个青青，《儿子》
开篇变形记一样的噩梦，《晚餐》里面自期可以独立于家庭的“空中楼阁”，《沙之书》里以卡片定
义的空壳父亲，《尘埃》里那个拾荒辟的母亲沉重的生命。而能将这些变形的记忆展开熨平的，常常
不是死亡，就是爱。
4、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陈雪是用蝴蝶做一种什么样的隐喻呢？一直到读完《蝴蝶的记号》，
恍然大悟。遇到你的那一瞬间，我才明白，原来像我这样满身泥土的丑陋毛虫，竟也能幻化成美丽的
小精灵。故事从妙龄少妇阿碟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她与直直、阿叶这两个女朋友的情感纠葛。同时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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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

插了阿碟的家庭生活和她父母的感情变化。身为女同性恋作家，陈雪用犀利的文笔提醒着人们社会角
落里无处不在的同性恋情感的悲哀。文章中几乎每一段同性情感都被放在传统道德的天平上，遭受世
人的唾弃。或许是单纯地出于善意，或许是为了弥补当初自己对真真的亏欠，当知道自己的学生林心
眉暗恋女班长武皓的时候，身为语文老师的阿蝶竟暗中帮助她们走到了一起。不过很快，这两个门第
差异甚远，又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女生就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打击——同学的指指点点、父亲的责骂与
唾弃、母亲懦怯的泪水⋯⋯刚刚破茧而出的柔弱蝴蝶如何能经受得住这般狂风暴雨的袭击。在武皓被
父亲安排去美国的第三天，她割腕自杀。心眉也精神失常，终日疯疯癫癫。这样的爱情不是甜的或者
苦的，而是咸腥的，像武皓手腕上滴下的鲜血。她们用死亡作无声的抗争，不过这非意味着终结，而
是一个变形，她们的躯体死亡了，也许灵魂正得到了解脱。小说结局是半开放式的。最后阿蝶的丈夫
接受了她提出的离婚请求，发誓要夺回孩子和全部财产。阿叶也决定陪阿蝶渡过这一难关。故事发展
到这里，无论从法律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阿蝶似乎都处于弱势。不过，恐怕每一个读者都会在
心里为她默默祈祷，期望爱的奇迹发生。蝴蝶飞不过沧海，但，不能飞就不是蝴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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