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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的民法中規定，婚姻為一男一女為將來永久共同生活所訂定之契約，

所以同性婚姻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又雖然現今的社會較為開放，但異性戀霸權仍

為主流意識，在這樣不完全自由的台灣社會裡，同性戀者的心聲很難完全描述出

來，甚至讓人了解。 

 

但是同志文學註 1 卻做到了。 

台灣的同志文學首先是在解嚴後出現猛爆的狂飆十年，不但作品數量較諸以

往爆增許多（九○年代有 215 篇同志文學，八○年代只有 16 篇，六、七○年代

又更少註 2），其次，台灣的同志文學和同志/女權運動有很強的關聯性，至少九○

年代的同志文學幾可看作是同志現身政治的一環。作家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透過文

學書寫和論述與社會對話，並試圖透過自我敘事消除/顛覆社會污名。也就是說，

這段時期是由一群許久沒有表達，被壓抑情感的作者釋放一種不可說明的情慾和

對社會價值的反叛。 

 

那為什麼這篇論文要探討女同志文學而不是男同志？ 

我個人認為，女性其實才是整個社會中的代表。他們隱匿在人群當中，藏在

男性之外被遮掩住的魅力和細膩，是那樣的神秘！而女同性戀者在現今社會中比

起男性同性戀者較不高調和狂暴，那是包含柔情必須小心翼翼的捧著的情感！ 

 

這次我選擇研究的女同志文學作品是台灣女作家邱妙津的小說─《鱷魚手

記》，除了因為它被譽為女同志聖經之外，我也非常喜歡作家邱妙津的文筆。 

 

貳●正文 

 

同志小說毫無疑問是台灣同志文學中可見性最高的文學範疇。其中，白先

勇的《孽子》和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以其短篇〈肉身菩薩〉改寫而成）並列

兩大男同志經典小說，兩者都涉及到國族、家族、性別、情慾間的複雜糾葛，各

以「孽子」、「荒人」隱喻同志身份在封閉且傳統的華人家族，父長制社會中所必

然遭遇的放逐與疏離、甚至自我異化。 

 

而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也是一樣的，她對於自己的性身分，也就是女同

志認同是沒有的，因此「鱷魚」這一自我污名的隱喻和「孽子」、「荒人」基本上

是如出一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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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認知裡，女性主義註 3 是影響很多女作家的，註 4，如李昂的《殺夫》、

《北港香爐》、廖輝英的《油麻菜仔》及朱秀娟《女強人》等，也包括邱妙津《鱷

魚手記》，在這裡略提一下女性主義。 

 

為什麼我們討論女性主義，卻不討論男性主義？ 

答案是因為，根本沒有男性主義。 

我們常聽到的沙文主義，也就是大男人主義，並不是男性主義，它們只是

社會過於強化男性權力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思想。 

 

女性主義是女性能夠藉由一些管道說明、表達自己對事情的看法，而過去

傳統社會封閉的女性思想，也造成之後女性主義的興起。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

吳爾芙說過：「女性在說自由前要先有自己的房間。」而待在房間裡寫也成為眾

多女作家表達自我的方法。 

 

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便是其一自我表達強烈的一部作品，我要以它來分

析、說明以下主題： 

一、 背景分析 

二、 角色分析 

三、 文學分析 

 

一、 背景分析 

 

故事發生的背景是在九○年代初期，開頭第一段便寫道：

整個故事，都是以第一人稱女主角描述在大學四年所發生的故事，是倒敘

法。 

故事發生的地點位在台灣大學，從

可以得知。 

 

女主角的設定很清楚，就是一位大學生，就連故事中也沒有出現任何老一

派的大人貫穿其中，整個故事的觀點全都聚焦在九○年代年輕人的身上。作者有

意無意的提到一些社會事件，使讀者產生對於當時已經算開放的台灣社會感到無

聊煩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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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的觀點全圍繞著年輕人的視線旋轉，我透過女主角的日常生活感

受到這個環境所帶來的限制，和他們其中急欲表現卻又害怕受傷害的真摯情感─ 

全透過一個在平凡不過的女大學生的眼睛，毫不拖泥帶水的表現出來。 

 

值得一提的背景是故事中的女主角，不只是就讀過北一女的高材生，更是

擁有許多資源的高知識份子，而在她周圍的人們也同樣都是社會的菁英學生，九

○年代的年輕份子有和其他時代一樣的輕狂。我讀到的這群年輕人，他們聰明，

有想法，卻又在台北這個城市反覆打轉、重蹈覆轍，看似不被社會所限制，卻又

被社會舊有的觀念緊緊拴住，呈現一個矛盾的衝突點！ 

 

雖然整部小說並沒有著墨太多在背景的設定，但是我仍認為這個故事的背

景是很重要的。因為九○年代的台灣社會仍屬保守，雖然有關同志電影大量的開

放播映，但也僅限於私底下的討論，換做是在現代二十一世紀，我相信今天將又

會發展出另一種形式的同志文學。關於背景的分析先說明到此。 

 

二、 角色分析 

 

這部作品的女主角，也就是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被取了個叫做「拉子」的

綽號。這個名稱後來也被女同性戀者拿來自稱自己。 

 

拉子邂逅了許多人，其中另一位很重要的女主角，也就是拉子的第一位愛

人，一個叫做「水伶」的學姊。我之所以稱她為另一女主角，便代表他在這個故

事中存在的重要性，她是引領出整個同志氛圍故事的關鍵人物。 

 

而除了拉子和水伶的感情這一條主線之外，發生在拉子四週的人也有其他

副線，在這裡我將其中幾位主要人物分類，歸納出重點的三條線。 

 

第一條線：拉子和水伶。 

水伶：年紀大拉子兩歲，個性溫和，深深的喜歡拉子，儘管有時得不到拉

子的回應。 

拉子：話比較多，不喜歡社交，會逗水伶笑，和水伶相遇在一堂叫「文學

概論」的課上，一直逃避自己對水伶的感情。 

→兩人之間懷有女同志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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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線：吞吞和至柔。 

→兩人是拉子高中的學妹，雖然他們與拉子是在大學才認識的，但三人也

有點惺惺相惜，特別是他們兩人和拉子的氣質相似。 

吞吞：個性外向，談吐風趣，動物系。 

至柔：個性文靜，很有自己的想法和作為，國貿系。 

→兩人之間亦懷有女同志情愫。 

 

第三條線：夢生和楚狂。 

夢生：富家子弟，混過幫派，和拉子在一個文藝營上認識，是一個淫蕩的

人。 

楚狂：曾經在自殺的時候被夢生救過，因此愛上夢生，個性激進，和拉子

很談的來。 

→兩人之間懷有男同志情愫。 

這三條線都是關於不同的性格人物所發生的同志感情故事，由於角色上的

個性不同，最後也都走上不同的路。接下來有關故事發展的劇情我不繼續說明，

直接歸結到這三條線的結局。 

 

拉子和水伶 

拉子當她和水伶習慣相處在一起之後，開始對於這種不確定的曖昧感情感

到害怕，因此拒絕和水伶頻繁的見面，兩人從此開始漸行漸遠。 

 

在我看來，拉子和水伶其實是互相喜歡的，但拉子卻無法接受他們兩人之

間的同志情感，也在她開始對水伶有性幻想之後感到恐懼，認為那是一種犯罪的

行為。她因此傷害了水伶，也使自己感到痛苦。 

 

雖然從剛升上大學的第一年，邁入第三年這之間的時間，拉子一直不斷思

念著水伶。和吞吞傾吐對水伶的思念，寫下許多自我矛盾的字樣，她還是不能鼓

起勇氣面對甚至追求這段感情和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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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充滿戲劇張力的文字，所流露出的悲傷情感和絕望是何等的描寫貼

切！ 

水伶是一個需要依賴的女性，害怕被丟下，像是很多容易受傷的女性，她

一直在尋找能夠停靠的地方，但是當她找到拉子後，拉子將她抱緊卻又狠狠推開。 

 

拉子理應要知道水伶對她的感情，但仍堅持離開，當初為什麼要放棄這段

感情？原因就只是害怕。 

 

害怕自己習慣這份「不該存在」的感情，害怕有一天水伶會離開，害怕社

會對她異樣的眼光，但她最害怕的，是她自己。 

 

覺得自己就像禽獸一樣，像一隻小心翼翼偽裝自己的鱷魚，如果能夠不在

意外界眼光，接受真實的自己，或許拉子和水伶能夠幸福的在一起。 

 

但這又是如此困難的一件事。很現實。 

拉子將她的痛苦，化成接下來十頁的告白信。挽回不了了，她的逃跑已成

為現實。 

 

吞吞和至柔 

吞吞在和拉子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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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至柔開始和男生交往，大學兩年已換掉三個人。對至柔來說，愛情已

然成為她生命中裝點自己的一部分。即使她一樣有著對女生的渴望和情慾，卻還

是和男生在一起。這對一個同性戀者來說，叫做變成「正常人」嗎？或許是發現

在現實社會中，女生和女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至柔選擇了一個在異性戀眼中「正

常」的方式，重新回到這個神創造好的軌道上。 

 

我無法對這樣的選擇做出任何客觀的解釋，接受自己成為同志，或者不被

社會所接受，這選項都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但是不論同性戀者最後的改變是什麼，最重要的是他們不要在踐踏自己！

像至柔和吞吞這樣的例子所傳達給讀者的訊息可能是─ 同性戀也可以變雙性

戀；或同性戀在社會中是不可能有好結局的。不管哪個，這些結論都很令人感到

心痛。 

夢生和楚狂 

男生之間的感情，和女生是不同的，但也沒有那麼不同。 

我想作者將他們兩人的故事穿插其中，不單單只是因為他們是女主角拉子

的朋友，也是因為他們能營造出女同志和男同志之間的差異。 

 

夢生從出場到結束都是一個很特殊的人，一個想自殺的花花公子，到變成

睡在學校後門的狼狽吸毒犯。夢生也是另一個無法接受自己同志身份的犧牲者，

比較不一樣的是，他也能夠愛女生。在反反覆覆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的情況

下，夢生很危險，他放蕩自己，到一個接近悲慘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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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楚狂，一個單純想要愛的大男孩，經過七年之後，終於忘掉了他深愛已

久的夢生。他反而接受了一個一直追他的年輕水手，開始愛人和被愛的日子。楚

狂是一個勇於接受自己身份並且成功找到愛的幸運兒，我覺得他是幾個角色中，

結局最好的一個。我想楚狂他的真誠和勇敢，是他最好的力量。 

 

拉子在畢業典禮當天接到水伶的電話。然而更重要的，她必須找到夢生，

那個危險的角色。 

 

從男同性戀的相愛方式(夢生與楚狂)，反觀女同志間的愛情(拉子與水伶、

吞吞與至柔)，我們會發現男性間的生理需求大於心理需求，女性間剛好相反。

然而由這裡引申出來的意義─保守的女同志戀情，和現代女同志戀情不完全相

同。這點尚需要再討論。 

 

最後，做個簡單的角色分析總結，這六個人當中，水伶和楚狂可以算是接

受自己身份，決定再去愛的例子；吞吞和至柔兩個人，後來都放棄自己原來同性

戀的身分，試著找到愛另一種性別的能力；最後拉子和夢生，兩個人都曾因不能

面對愛，而步入地獄深淵。 

 

三、 文學分析 

 

除了邱妙津用手記的方式揭露同志心理的寫作手法外，文中還穿插有許多

關於「鱷魚」的介紹和心情。關於「鱷魚」形象在《鱷魚手記》裡的象徵意義，

在眾多評論裡都指向為同性戀的意象，而將小說中眾多社會人們的「恐鱷」現象

與現實社會裡的「恐同」文化作聯繫。 

 

同性戀也有分為女生中的男生和女生中的女生，同理男生也是，即所謂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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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 0 和 1。所以作者在這裡選擇使用「鱷魚」來當作象徵。 

 

鱷魚。為生物學意義上的「卵生」動物，其「卵」是無性別的，依靠母鱷

在孵化時期的溫度而後定雌雄，孵化前的鱷魚卵則雌雄同體不分。作者在這裡不

想強調性別，似乎有意將同性戀者「無性別化」，也就是性別在戀愛中已經不重

要了，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不需要用依靠先天的性別來約束自己。 

 

因此使用無性別的「卵」作為意象。 

在故事中，拉子是其中一條敘事線的第一人稱「我」，而另一名稱是鱷魚。 

在第五手記中出現了一個人名，叫做賈曼註 3。他的出現是和鱷魚有關的。 

 

究竟誰是賈曼呢？在這裡的意義又是什麼？  

賈曼除了以先鋒派電影導演聞名之外，在異性戀的公共論述領域裡，被關

注的焦點是他的男同志身分。在眾多的批評論述裡，都談到了賈曼對同性戀權利

的努力，同性戀是他的藝術的重要議題。在這個時代裡，他是先鋒藝術家們與年

輕同志的偶像。 

 

因此，賈曼就是主角的化身，也代表著鱷魚。 

賈曼召集許多鱷魚一起開鱷魚俱樂部，還說要大家一起把人皮脫掉。這段

文字代表著，其實同性戀者是想要露出自己真實的樣貌的，但是又礙於社會的不

接受。 

這是鱷魚的心聲。 

由此知同性戀者在通常的社會中，不但不會承認自己的身分，也不容易遇

到了解他們的人，他們之間的感情是需要更堅定的力量束縛的。 

 

文中利用鱷魚和賈曼等人的對話，隱喻台灣社會對同志的不友善，看似沒

怎樣，大家都相處融洽，但其實卻一直施一種壓力給他們，使他們無法承受面對

自己的身分。 

 

或許主角也曾經以為自己同志的身分能被接受吧！沒想到當他脫下人皮

之後，大家都開始嫌棄他，導致最後鱷魚跳海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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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個邱妙津特別的寫作手法，她常在開頭連續使用四個名詞，例如

第一手記中的： 和

第五手記中的：

這幾個看似沒有意義只是描述週遭景物的用法，讓讀者能夠藉由她的眼睛

和心情快速進入情節中。這樣的開頭方式不但可以看出現在主角在意的事的排

序，不斷句點的句型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內心無法馬上整理出混亂思緒的心情停

頓、定格。 

 

參●結論 

 

在現在的社會中，同性戀不再像 ADIS 病患一樣的被人避之唯恐不及，相

反的，他們的存在讓多元的社會充滿更多的創意性。無論是在政治界、藝文界、

學術界都可以找到同性相知相惜的例子，而且他們也不吝於向外人表達她們內心

的抉擇。然而，道德、自我價值、成就愈高的人，愈丟不掉社會化的包袱，掙脫

不開自縛的枷鎖，面對自己的生理需求時，往往是強壓抑的，這樣是不健康的。

事實上，這些人才應該要求自己成為同志愛的模範。 

 

有些人讀完《鱷魚手記》之後，無法理解邱妙津為什麼要自殺，認為人失

戀了還是可以繼續生活下去。雖然我也對寫出這麼好文章的邱妙津感到惋惜，但

是我覺得，也可能是一直以來都沒有人，或是事，能夠讓她重新燃起愛人的希望，

所以她才會選擇自我結束這一切。在兩性之間的遊走很痛苦、無法自己，寫出這

麼精采的小說的邱妙津，一定深刻的走過她人生這一遭，清楚記下這一段刻骨銘

心的感情和告白。 

 

所有關於人生的詮釋都已經了然於她的作品裡了，能夠把這麼多難以言喻

的情感轉換成小說，甚至讓不是同性戀的讀者也能感動，這就是《鱷魚手記》的

價值──它讓大眾讀者感受到她的心情，她表現了她最真實的自己！ 

 

《鱷魚手記》不只是一部描述深刻的文學佳作，除了女同志間動人的感情

外，也表現了因為社會價值而不願意接受自己的恐慌。任何藏有煩惱的人如能接

受自己、相信自己，甚至愛自己，或許就會有了愛人的希望，不會在脫下人皮之

後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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