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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内容概要

《陈雪自传体三部曲:附魔者》内容简介：陈雪，台湾都市文学代表作家之一。早期以性别议题、情欲
描写而广受讨论和瞩目，之后不断拓展创作维度，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创伤，主题和写法上
都有所突破，备受关注和好评。作为陈雪的“自传体三部曲”完结篇，《陈雪自传体三部曲:附魔者》
讲述了主人公琇琇因童年创伤而在爱情中不断地投入逃离，对自身不断摧毁重建，并最终获得救赎与
安宁的过程。以流畅的文字、喷涌的情感、全方位的视角展现当代都市人的情感爱欲，具有极强的文
学感染力。作家骆以军赞叹，该书“是陈雪进入成熟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至此，陈雪的“自传体
三部曲”——《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附魔者》从整体到细部，从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坦诚地
剖白了个体的内心世界，以个体经历为生命的宏大主题写下了注脚。
老照片上的建筑、人群、风景都已斑驳，纸张已泛黄，面容都模糊，她用指腹仔细摩挲。如今她知道
，从二十岁起她不断崩坏不断逃逸以各种方式摧毁又重建自己，是照片上的人以肉身阻挡了她堕入无
尽黑暗。那些重叠的影像，她的爱人、情人与家人，以某种方式承接了从她体内爆炸出的巨大毁灭力
量；他们总是错身互不相见却彼此牵扯，牵扯如此之深，在不自知的某一刻间崩裂各自存在的世界，
制造出不能凝视的破损。如深渊。曾经以为那就是万劫不复了，但是竟没有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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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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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首部作品《恶女书》，以性别
议题、情欲描写而广受讨论，备受文坛瞩目；此后不断拓展创作维度，作品呈现出丰富的样貌，其中
多以中下阶层蓝领、“同志”、精神障碍者、社会边缘人等小人物为主人公，生动捕捉日常生活的细
节，刻画潜藏其中的情感暗流，传达出个体的苦闷与呐喊，独具一种悲悯而感人的气息。截至目前，
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两部散文作品。
家庭、家人间的关系以及流动于其中的情感创伤是陈雪关注的重要主题，集中表现在《桥上的孩子》
《陈春天》《附魔者》这三部小说中。其中，《桥上的孩子》获得2004年《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
奖；《附魔者》入围2009年台湾长篇小说金典奖，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类年度图书，以及第
三十四届金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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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书籍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第七部
跋 镇魂曲：不存在的女儿和她的疯魔情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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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章节摘录

阿鹰他生命里经过的女人多如繁星，有许多不是爱情，但他都很爱惜，尽管是以别人认为不爱惜的方
式。每个女人都是独特的恩宠，他巨细靡遗地记得那些不同的身体与灵魂，女人啊！他感觉自己与她
们交往并不是因为性欲，而是一种想要透过身体了解她们的方式，女人，几乎只要上过几次床他就对
她们不再充满欲望，最初的激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与对方之间的一种默契，像练习网球，有的对手
会让你的动作更顺畅，有些不会，但他喜欢练习。朋友都羡慕他，有记忆以来他几乎不曾为了交女友
而费心，女人会来到他身边，他只需接受就好。他简直不知该怎么拒绝。那么多可能性，即使在他仓
促结婚之后，即使是三年在屏东的军旅生涯，同袍得去嫖妓，而他不但家里有妻子等待，即使仅有一
天假期无法返家，他也能在军营附近交上女友，他爱女人就如女人爱他，她们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找到
他，她们看得见他。爱女人，他不知道那算不算爱。女人的爱常让他困惑，那总伴随着捆绑，伴随着
占有与嫉妒，似乎必须附带着承诺与单一，只能给一个，但那却是他最不擅长的。结婚前（天啊他才
二十岁就结了婚）他的行径就像在收集，他的朋友们收集邮票、收集蝴蝶标本，他收集女人。美丽的
平凡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发短发直发卷发，活泼的害羞的狂野的压抑的，那么多女人展现在他面
前，经过他眼前，停留，对他微笑，与他说话，她们来了你怎能拒绝？&ldquo;每一次都是真的，每一
个我都珍惜。&rdquo;他想这么宣称，甚至婚后（他始终没真正意识到自己已是个某个人的丈夫，他没
真正体认到所谓的结婚意味着此后他再不能合法地与妻子以外的女人性交），他本以为不会有太多不
同。&ldquo;我很花喔我喜欢自由。&rdquo;他总是这么对她们说，刚开始她们都说&ldquo;没关
系&rdquo;都说&ldquo;我不在乎&rdquo;，一次又一次经验告诉他，介于没关系与我不在乎之间没说出
口的是：&ldquo;我知道你会改变的。&rdquo;她们都想收服他降伏他改变他，都以为自己会成为他最
后一个收藏，最终的停留，等他意识到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是因为你不懂得爱情。有许多女人
这样对他说。&ldquo;你不懂得爱情必然会带来的嫉妒、占有、疯狂，仅能属于我而不能属于其他人
。&rdquo;简单清晰不容质疑仿佛是爱的法则，她们说他之所以不懂是因为不曾投入真正的爱。为什么
没有一种爱是自由、不带着痛苦、不给人以束缚的呢？没有人能确实驯服他，他妻子也未曾驯服他，
他只是懂得了说谎。婚姻是不适合知道真相的。以往他总认为说实话会减低伤害，经过许多次因为实
话带来的冲突，他明白说谎的必要性。临时起意的谎、精心编造的谎、颠三倒四的谎、错综复杂的谎
、铤而走险的谎、说了一个得再用无数个去圆的谎，因为说了太多谎以至于现实感消失，仿佛在话语
与话语间的裂缝中自己随时可能出卖自己。说谎的本事锻炼久了啊也成为一种技艺。跟兄弟在一起不
需要说谎，他重视这些兄弟朋友比自己的生命更甚，他从年轻时就懂得什么叫做仗义，仗义与爱情是
不同的，他没想过这两者会互相冲突。&ldquo;你跟你老爸同一个款。&rdquo;母亲时常恨恨地说。十
八岁之前他没见过他父亲，从母亲口中断续听到的全是咒骂，他出生成长都在外婆家，母亲在他三岁
那年再嫁（她与他父亲那场婚姻根本不合法），他便让外婆与舅舅抚养长大。父亲身边的朋友是什么
样子的呢？父亲跟女人的关系是如何呢？母亲之所以说他像父亲是基于恨还是因为爱？或者是因为恨
与爱交织（他的诞生是母亲对父亲由爱生恨那绵密的过程之产物）使得母亲看见他时看到的都是父亲
的残影，被长久来的渴慕、怀念、悔恨，甚至报复等复杂心情一层一层涂抹上不同色彩，那影像已非
当年他们相识相恋所见（母亲后来总说那是一场诱奸），因为他的出生、成长，自己日渐长成一个据
说外貌酷似他父亲的成年男人，在母亲心里的父亲的残影与他的形象交叠，在父亲死后（母亲的恨意
如此之深以至于她不愿参加那场葬礼，连父亲的尸体都不愿见到），母亲时时检验着成年的他身上还
遗留着多少父亲的&ldquo;余毒&rdquo;，母亲对他这些年来的外遇事件反应之激烈也是出于此因
。&ldquo;什么款人生什么款儿子！&rdquo;母亲恶狠狠地骂，他不回嘴。母亲也是女人啊！他的存在
标志着母亲初次（甚至是唯一一次）爱情的失败，他怎能怪她。曾经，他拒绝过他父亲，在他十三岁
那年。曾有过一次机会能够重返父亲家，父亲在客厅等待，他却没有走出房门，他听得见父亲说话的
声音，那么洪亮，那样有力，他甚至可以想象那个声音会有着什么脸孔，母亲总说他与父亲相像。父
亲在客厅与母亲争执，即使在盛怒中父亲也没有说出难听的话语，声音坚定语调温和措辞文雅正如他
所期望，不是那个被母亲或村人妖魔化的负心汉，隔着房门传来坚定声音一再地重复着&ldquo;我要见
我的儿子，请你让他自己决定&rdquo;，他知道这些年来父亲挂念着他。这时若走出房门就是背叛，他
动弹不得。几个小时漫长如同一年，如十多年岁月在隔绝的空间里快速流过，直到阿嬷进房来对他说
，他走了你可以出来了。他就此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再见面时父亲已经病危。&ldquo;你跟我想
象的一样。&rdquo;父亲以虚弱的声音对他说。&ldquo;你也是。&rdquo;他无法以完整声音说出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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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大妈跟同父异母的哥哥弟弟都在身旁。&ldquo;你要照顾你妈妈。&rdquo;父亲对他说，他在加护病
房外守了三天，那次他见到父亲却已是父亲的最终了。女人，似乎不进入她们的身体很难爱到她们，
他无法以对待男人的方式去关心她们，那需要更具体、更细致的表现，性是一种方式，对他来说宛如
序曲，是一切故事的发端，他必须承认他经常没多想，仿佛身上具备某种能力不可能不去使用，他太
喜欢那个最初的刹那，眼神流转，从暗示、明示、挑逗到成真，有时短短不到一天，有时长达数个星
期，那过程酷似他面对木头，手指摩挲想象着该从其中雕刻出什么，可以成为什么，这是创作。没爱
上之前他说不出这种句子，但这是创作，他的手可以在女人身体上雕刻，创造出神奇。&ldquo;这样跟
动物有什么不同？这根本是在发情。&rdquo;他妻子曾这样控诉他。女人的身体太神秘，不以自己的唇
舌性器去抚触你什么也了解不到。&ldquo;但为什么要了解这么多人？她们与你何干？&rdquo;若有人
这样问他，&ldquo;世人都与我有关。&rdquo;他将这么回答。他用身体爱女人用感情爱兄弟。谁说他
这不是爱。男人，女人，凡是来到他身边的人他都很难抗拒，那种想要亲近，想了解，想与之有关系
，能够从身体里给出某种什么，说一句话，一起做件事（性爱或其他），或者只是安静不语地相对，
他就是可以感受到与人之间那种奇妙的涌动。与别人亲密，拥有不间歇的友谊或爱情，&ldquo;感
情&rdquo;，那是他生存的意义。但这些话都只是他的内在独白，在妻子情人朋友眼中看来，他就只是
个负心的人。&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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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想台湾小说极难得有将&ldquo;性&rdquo;展演得如此纯粹、妖异、美丽，却有具有毁灭之神狰狞之
脸的恐怖力量的书写了。&mdash;&mdash;骆以军《附魔者》写了四百页共廿多万字，节奏缓慢但任何
一位不惯阅读的人抱着耐性读到第卅页左右便能被吸进阴沉离奇的故事里跳不出来。&mdash;&mdash;
马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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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编辑推荐

罪咎，错爱，逾越，背叛，谵妄，梦魇，控诉，抵抗，逃离，自苦，羁绊，救赎陈雪自传体三部曲完
结篇  马家辉、骆以军联合推荐入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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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图书第34届金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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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精彩短评

1、个人在陈雪自传体三部曲中最喜欢的一部，因为这次作者终于不再是个人的呢喃，而是在多个角
色中自由转换，奏出了多声部的乐章，实在精彩，精彩的不忍一气读完。
2、穿越过生命中的狂喜与痛苦，爱欲与憎恨，我们终于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广阔景象。生命可以成为
比生命本身更伟大的存在吗？这看似平凡的生活里所暗藏的爱的深意必定比这平凡更为宽广。
3、努力读到34%。这本实在不合口味。喜欢蝴蝶和陈春天。
4、我已残缺不堪，而你却为我着魔疯狂。
5、陈雪就是矫情得一逼⋯⋯看开头我觉得比桥上的孩子强太多，但写着写着又陷入玛丽苏的俗套，
特别言情，特别YY。
6、灵魂被烧透了，力荐！
7、她懂得你所有的悲伤 结局出奇地喜欢 “最后我们都变平凡了” 每一个附魔一般有能力爱和被爱的
人 到最后竟然都平凡了起来 这应该是千万可能结局中最好的一个
8、这种笔触，很喜欢。
9、需要一些力量才能将它读完，下一次可能会读出不同的东西
10、陈雪的自传三部曲看完了，一部比一部更好看，我承认这部里面有地方把我看哭了
11、三观略毁
12、陈雪的“自传体三部曲”——《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附魔者》附魔者写的最坦白，最有勇
气，最酣畅淋漓。不愧是“是陈雪进入成熟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
13、陈雪自传体小说的最后一部，围绕着琇琇与其男女朋友之间的情感纠葛及家人之间的种种矛盾，
絮絮叨叨三十余万字。但从小说技巧，文字功力上看确实要好过早几年的《桥上的孩子》和《陈春天
》，但觉着如果篇幅能减半写的更紧凑点会更好。三部曲个人还是最喜欢《陈春天》。
14、其实有两类人都是学不会如何去爱别人的，一种如书中的琇琇，每当别人爱她到最炙热便觉得被
禁锢，仓皇逃离，还有一种如我，事先想一想便预料这不自由的结局，害怕未知的感情，害怕亲密，
想像不出的东西都令人害怕，稍有苗头便掉头逃跑，从不曾开始，便也无所谓结束。所以一种表现为
滥情，一种表现为拒绝，其实都是感情有所缺失，只能活着自己的世界里。
15、真的好看！
16、小说还没看完，很佩服陈雪的坦白写作。特别的经历会造就特别的人生。陈雪的世界，颠倒疯狂
，最终会华丽回归么？回到她桥上的孩子的充满力量的状态？当一切长成，都无法回去。是摧毁还是
重建，等着读完哈。
17、情感描摹超级细腻的同人作品
18、以后要少看这种重口味的小说，以爱之名下的情欲纠葛和往事的阴影褶皱，所以真正的爱到底是
什么样的?
19、我是真觉得一个故事喋喋不休写三本书 有病
20、前三分之一非常喜欢，后面逐渐就沦为岛国小清新了，男朋友女朋友即视感。
21、写得太差了，简直胡说八道，强烈建议当作**
22、陈雪三部曲中最好的一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有的一切都有其根源。
自私、任性、冷漠的逃跑者，其实心中清明如水。当作者代入不同角色视角去叙述解读时，完成了自
我救赎的过程，彼此宽恕，回归平凡。文笔细腻，独白直抵人心。
23、和《桥上的孩子》《陈春天》不同，《附魔者》明显厚实许多。中邪魔者，往往不自知。终有一
天自知，也泥足深陷不能自拔。陷入狂爱中的扭曲世界，惩罚与救赎如何上演。看过许多大家写过的
，如今再看陈雪，也犹如附魔者。
24、陈雪的文字很见功夫，一眼看过去平平淡淡，合上书回想却一个个地浮了上来。喜欢
25、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演绎着被爱魔附身的挣扎。挣扎的接纳、狂喜、彷徨、恐惧与逃脱。当年华老
去、时光涣散，回忆里的青春也就挣扎不再了吗？亦或许是借爱来冥想生活的苦痛吧。
26、陈雪三部曲终于看完。最喜欢的是《桥上的孩子》和这本，前两本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和呼应，也
是前两者的集大成:私语、家庭、情爱，童年伤害与成长救赎。这本多主人公多角度的内心独白叙事，
细密又细腻细节和情感波动描述，独白式的运用已炉火纯青，没有使小说失控。关于罪与罚爱与欲自
我逃避与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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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27、觉得有点像莫言带给大家的信息，现实呀！
28、想知道一个人至多有几种面目，就来看《附魔者》，这是读这个小大部头唯一的收获。谁能来与
我交流交流，我好疑惑，关于此书。 
29、　　
　　
　　
　　至此，陈雪的三部自传体小说读完。最后一本《附魔者》尤为震撼。涉及面较广，兄弟情义穿插
在多角色爱恋中。在描述爱的过程里，精准地刻画了人物在一场甚至几场爱恋里的疼痛感、负罪感、
当然还有渴望。语言平实，却直抵人心。读后酣畅淋漓，又残余爱的余温似一杯热度适宜的茶，清腹
暖胃。
　　
　　
　　我主要是想说同时70年代 的台湾小说家，陈雪，比起大陆的安妮，不知好了多少倍，简直不在一
个水平上。都是奋浴在爱的痴情男女，都是从少年写到成年，跨度20多年。然而，陈雪的小说通俗易
懂，一点不晦涩，不花哨，不摆弄语言 ，不做客观的评判。想起黄碧云：不见得我比你更痛些，只不
过我比你更会表达。
30、还可一读
31、看了三分之二。
32、这是部厚厚的小说，看得出作者的努力和诚意，所有人物都刻画得圆熟饱满，使人欲罢不能，沉
浸其中，跟着书中的人物一起虐心⋯⋯超纠结的一本书，超虐心的心路历程。陈雪的文字很好，充满
了原始的张力。
33、不疯魔不成活
34、对于我这种临睡前才会翻几页书人而言，读这本书真是一种折磨。一是内容实在纠结曲折，很难
以为是自传；其二这本书又太对我胃口，临睡前翻那么几页又实在不过瘾。
35、难看的哭了
36、放弃，读不下去
37、血与肉的撕裂，灵与性的纠缠。写得漂亮的故事。
38、文字细腻，语言不错，挺好的
39、阅读还未超出二十页，感觉超爽。喜欢阿鹰，喜欢那个连小自己十几岁的晚辈琇琇也不放过的阿
鹰。哈哈。
40、生命之中还有生命,生命之上还有其他,你以为那是万劫不复,深渊并未带来毁灭,以为无边无际的痛
苦就是感官的极处,那里最终扔出救赎的绳索.而后,平凡,平凡是此刻与将来你我的归处,无谓褒贬.
41、一个因少女时代无奈与父亲长期保持性关系而自身伦理扭曲，在异性与同性甚至多角恋爱中希图
得到心理治疗的女性成长故事。
42、毫无耐心地看完。笔触还好。也许我现在心情一般，所以不大喜欢这个事件。
43、想象力
44、原罪原欲
45、　　刊于《晶报》2013-01-20    文/陈嫣婧
　　
　　评论者普遍认为，陈雪的“自传体三部曲”——《桥上的孩子》、《陈春天》和《附魔者》，象
征着她作为一个严肃文学写作者的成熟，这三部小说都在关注和阐释文学话题，而不再过多地牵涉时
尚表演与现代人生活的表层状态。其实，自传对于陈雪，特别是渴望转变的陈雪而言，并不是容易把
握的题材。女作家经常会因为过于关注自身而陷入一种自怜自艾的写作中去，跌落到某种回忆或者幻
想里头无可自拔。往往，作者本人的往事阅历越丰富，越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反之，如果能成功地处
理好自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那么对于作品主题的开掘也将随之更得心应手。在所谓的“私小说”（
即以“我”为基础文本内容）的写作领域，在大幅摒弃了广阔的社会及历史背景的前提之下，作品的
成功完全依靠作者对“我”的挖掘深度，这就好比要走一条细而长的栈道，选择很少，只有不断前行
，这是十分考验作家心性和控制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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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魔者》

　　让人欣喜的是，陈雪笔下“自我”的定义并没有停留在挖掘自己的陈年往事中，虽然，“三部曲
”里的很多情节，如父母破产，摆摊卖衣，兜售手表等等基本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它们在小说
中的意义却一再被削减。在《桥上的孩子》里，作者通过大段的回忆来重构自我的知觉与身份，回忆
的内容成为记叙的重中之重。通过对往事的清算，“我”开始思考什么是真实的，发生过的，什么是
假的，臆想的；“我”是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意味着什么，而“我”的感受与情绪又代表了什
么。这是内化的第一步，将自己从表象的人群之中抽离，分析自我的独特性。
　　
　　到了《陈春天》，回忆成了一种阐释，更形成一种障碍，把陈春天与她身处的现实世界隔开。从
自我认知到自我放逐，这是一次飞跃，陈雪开始放眼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发现了自我与族群的矛盾。
她尝试去塑造一个处于异类中的“我”，这个“我”是“疯魔”的，是被困在记忆城堡之中，陷落到
一种没有出路的自我暗示里的。“起肖”（疯狂）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它告诉我们隔绝人与人之间联
系的终极原因不是身体上的，而是意识上的。因为疯狂而被关禁闭或放逐在外被唾弃的肖仔，只是这
种隔绝最显而易见的形式；母亲肖仔的身份就相对隐匿些，她的疯狂暗藏在生活的正常表象里，隐藏
在往事和回忆中，只有在想起夭折的弟弟时，母亲才会疯狂。这类疯狂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
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引爆，将我们引向不可预见的可怕领地。最后一种疯狂是陈春天自己的疯狂，
这疯狂可以说是物理性的，但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自我暗示和放逐的结果，受到母亲的影响，陈春
天自小就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正常人的世界，一个是肖仔的世界。她游离在这两
个世界中，时常迷失，时常彷徨，并最终无可避免地堕入那个肖仔的世界里面去了。这种主动的，自
发的疯狂，让陈春天（作者）有机会窥探到个体存在异于群体的种种表现，从而将自我的独特上升为
个体的独特。
　　
　　至于《附魔者》，我毫不掩饰自己对它的热爱，这是一部完全内化的作品，对“自我”的挖掘可
以说达到极致。从现实层面上说，琇琇不再是陈雪，虽然她们也有成长经历上的相似，但琇琇并不是
依靠着这些经历来完成对自我的塑造，往事只能成为外部诱因，而不是主体。但在人性层面上，琇琇
仍然是陈雪，或者说，她是我们每一个人。作者以情欲、爱情、创伤为关键词构造了一幅人性冲突的
全景图，阐释了个体是如何在欲望的彼此纠缠与消解间存活下来的。小说以主人公们的内心独白构成
，同时又使用第三人称叙述，用最“全能”的语言阐释最私密的内心情感，给阅读带来一种巨大的压
迫。其实，小说处处都在制造压迫，琇琇年幼无知时成为父亲的性发泄对象，从此被欲望的魔鬼附身
，成为附魔者，这让情节从一开始就充满压抑。长大以后带着童年伤口出现的琇琇，又将这魔附着在
了她爱过的男人们身上，让他们彼此伤害背叛成为另一份罪恶（魔鬼）的载体。而琇琇作为最初的承
受者，如骆以军在后记中所说，又是一个纯洁的少女神，始终渴望着得到爱与宽恕，渴望着被一股更
强大的力量拯救。然而，没有拯救，只有一个个被魔附着的陷入痛苦癫狂的人，爱裹挟着性欲的原始
面目席卷着小说里所有的人物。她们的独白自相矛盾，她们的内心自相残杀，急于辨明是非，却从未
曾挣脱是非。事实上根本没有是非，只有心魔和梦魇，他们最终都陷入了自己的圈套之中，成为了附
魔者。在《附魔者》里，人们从未停止自责，如同他们从未停止犯罪。在犯罪与赎罪的循环往复中，
人和人有了联系，成了家人，情人和朋友，也在这循环往复中，人们饱尝分离，背叛和决裂。但是，
最后大家都存活下来了，曾以为已经山穷水尽但最终存活了下来。
　　
　　在对活着的真相不断追问的过程中，我相信陈雪已经意识到，其实所谓“自我的个性”最终将演
变成“个体存在的共性”，人类的共同点，人性的共同点和生存最基本的运行轨迹。从《桥上的孩子
》到《附魔者》，陈雪不断在颠覆，颠覆记忆（社会生活），颠覆文明（疯癫与野蛮），颠覆宗教（
神性与魔性），通过最剧烈的挣扎与反抗去试图回答&quot;我是谁&quot;这一文学永恒的命题。
　　
　　然而，这样激烈的姿态并没有让文本显得残酷肮脏，作为女性写作者，陈雪的思考起点自始至终
是情感，或者说是爱情。《桥上的孩子》和《附魔者》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最绝望和晦暗的文本
叙述之间，我们仍能探寻到爱情的鼻息，那强烈而丰富的呼吸声就如同生命本身的韵律，始终支撑着
那些充满摧毁力量的拷问。陈雪是写爱情小说起家的，她早年的小说里几乎每一个都是或悲伤或凄艳
的爱情故事。而现今很多追求技巧和思维深度的小说家，却似乎已经摒弃了这个古老而柔软的主题了
。陈雪没有，她是透过爱情看待世界，看待人心的，没有什么比爱欲的决绝和残忍更摄人心魄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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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卧室里的小说不能是好小说呢？也许对于床笫之间柔弱又刚烈的迷恋，让她最终坚信以这样的角度
去看待解释一切，是合适的。
　　
46、还没看，书名很吸引人，《桥上的孩子》和《陈春天》都非常好看，这本肯定也非常精彩，很期
待。这周看完。
47、。。。真·大耍绿茶婊の编年史。大姐你实在是太会玩儿了。如果要是十年前就看了这书本屌丝
就能YP成功了吧嘻嘻！
48、还在阅读中于是对故事整体暂时还不能给出评语，但是很喜欢这种叙述的方式，心理活动描写细
致，不会让人感觉枯燥沉闷
49、这个作者的几本书都买了。已经读了一些，个人很喜欢。书做的也很精致
50、动人的故事很美的旋律
51、语言大于故事，篇幅都是靠心理描写撑起来的。到后面实在是审美疲劳。故事有一种十足的虚构
感，却很代入。疯魔的爱，没有理由。（这实在是不可想象。）
（不可想象的正能量结局）

52、陈雪的这几本书，都收齐全了~用了一个周末看完了这本。“曾经以为那就是万劫不复，但是竟
没有毁灭”也许这句话最能够概括这本书了。如果你有一个凄凉不快的童年，可以看看这本书，你会
发现人生原来还有温暖。如果你有一个完美愉悦的童年，可以看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
这样的一种人过着这般的生活⋯⋯让你揪心也让你更珍惜眼下的幸福
53、全世界都爱上她。
54、老早之前买的，断断续续地看，趁回家在动车上的五个小时一口气看完了。怎么说，有共鸣吧。
不过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既可恨又可怜。
55、地摊小说
56、他们不仅是阿豹、琇琇、阿鹰，他们可能也是你，是我，是他，每一场爱的纠葛，都是一场存在
的孽，于其中中毁灭，或者获得新生。
57、“我还记得我去找你那天晚上，我敲门，你从二楼跑下来开门，你大声喊出我的名字好像已经等
待我多时，我永远记住那天你脸上激动的表情，我要记住这个而不是你离去的样子。”
58、陈雪自传体三部曲第三部。。。台湾文学一直标榜比中国大陆文学更接近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过
私下以为因为意识形态和地区的局限性，唯美小资或文本中淡淡的中国文化中文人骚客的一些传承是
不错。。。。但浑厚宽广沉淀还是比不上我们的很多作家啊。。。当然陈雪这三部曲是不错的故事啦
。。
59、《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都没有让我失望，这一本也是，写伤痕，以及伤痕的深处，不可捉摸
，无处不在的疼痛，
60、2012年9月第1版
61、还没读呢，期待中，等着一网打尽！
62、比较高级的爱情小说，开头那么灵，写到后来却实在叫人腻。不断转换角度是一种相对容易的写
法，也易让人觉得作者在偷懒。前期深掘不同人物思想的努力，到后来都成了滥抒情的惰性。
63、如此炽热的生命。
64、那些血肉模糊的爱情，梅菲斯托和她的情人。
65、这是啥
66、前半本不错。其实是很简单的故事。
67、喜欢陈雪的文字。书里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会把你深深滴吸入其中，缠裹在普通人的纠结中
难以脱身。非常过瘾的故事，推荐~
68、好贵的说
69、前三分之一是叙述技巧和情感浓度的完美结合，中间三分之一困于蓬勃情感而变得拖沓，结局的
反省和自省挽救了颓势。
70、封面太难看了
71、其实不得不说文笔还是邱姑娘的好，我准备再看一遍邱妙津的小说与日记。结局是想象中的样子
，因为本来，我们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想说的是，作者是安妮宝贝的偶像么。总是感觉安妮在模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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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离破碎的故事又未遂的感觉。
72、看小说的时候，一直在想，作为爱情小说作家，陈雪的优点在哪里？吸引人读下去的原因，不仅
仅是情欲的直视和剥洋葱式的故事写法，而是不躲避的态度，不是用主人公给作家自身爱情观做阐释
，没有任何粉饰的企图，爱之初-巅峰-回归平凡人的过程，是一种非常态能量从聚集-爆炸-平息的演
化，这个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也不能用美好与否、是否合乎道德与逻辑的标尺去衡量。这个过
程，往往跟前面遇到的人和事有关，又直接影响到后面再遇到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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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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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附魔者》的笔记-第217页

        我们无其他事可以再做，只能做爱做爱做爱，你知道高潮之后一切颤抖震荡消退，事实来到眼前
，是荒漠，是无垠无限无尽的荒凉，那荒土上站立着你，你奋力舞动双手划向我，这事本与你无关，
你涉身其中，涉入过深，我不忍见你如此颓丧，这般自责。我的人生已是一片荒芜，这跟你无关，你
怎能叫一片荒土上长出乐园呢？你用力拉住我不使我下沉，但你怎能对抗那片早已形成的荒漠呢？流
沙吞没我吞没我，对不起我爬不起来。

2、《附魔者》的笔记-第65页

        但如果她害怕的正是这个该怎么办？你要如何拒绝使你快乐的事物，只因快乐过后带来的是罪恶
感与空洞。
你要如何说明爱情，如果爱情必将以此种形式出现，那些熟练的动作底下是深沉的惧怕，因为那牵连
着你罪恶的根源，解除咒语，打开封印，说出秘密丝毫挽救不了根深柢固的自我厌弃，你甚至不敢说
出自己的恐惧，因为每说一次都会重返黑暗。

爱情，她一次次重新打造自己，以为能将自己改造成更适合生存更值得被爱，但她就是相信不了。因
为他必然会离开，因为那么美好的事物不该发生在她身上。

3、《附魔者》的笔记-第888页

        http://www.docin.com/p-311822020.html

4、《附魔者》的笔记-第158页

        只要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就好，我们过我们的生活，不需别人同意。
这话有理也没理，如果这些人就是构成你世界的全部呢？你要如何自外于他们，而率性地说：反正我
也不在意。
因为我在意。
你总会有你在意的事物。你在意的事物有些你喜欢有些你不喜欢，但你不能假装不喜欢的就不存在。

5、《附魔者》的笔记-第74页

        没有人伤害他们，是他们正在做着某种可能伤害到别人的事，他们如此相爱又如此伤心，在最不
应该想到爱的时刻察觉到爱。

6、《附魔者》的笔记-第123页

        如果我不爱他他就不能伤害我。她突然不怕了，突然变得坚硬，意念可以改变所有事物，她知道
他的狂乱悔恨只说明一件事。
此后，你们跟我一样都是有罪的了。

7、《附魔者》的笔记-第86页

        不要，我不要这个，不要在这样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提醒我是我自己毁灭了生活里的一切，事情不
是那样子，我愿意背负，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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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魔者》的笔记-第111页

        而是，她自己都不愿意看见不想记住的，谁能够明白，谁能懂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看来出于自
愿，底下却是多少次推辞、躲避、拒绝而依然被说服，被自己的同情心软化，她夜夜做着长大后必然
会痛恨自己的行为，安慰着别人却找不到任何足以安慰自己的理由，她只认为自己不值得拥有美好人
生，不能够离开这屋子到其他地方生长的，不会有人来爱我。

9、《附魔者》的笔记-第68页

        她从不曾感觉到自己这么＂大＂，仿佛年长五岁的人是她而不是学长，她甚至觉得自己好似那种
历尽沧桑的女人，面对着一个手足无措的男性，她毫不羞怯、不紧张，甚至不在意，她觉得自己能够
给予他什么，某种温暖，某种慰藉，即使不存在爱，她也能这么做，＂因为身体的孤寂是多么可怕＂
。

10、《附魔者》的笔记-第217页

        都破灭了都消失了都错过了，秘密不再是秘密，已没有保护的意义，你最想保护的人已经受害，
你最害怕的事已经发生，都消逝了都消失了都消灭了。

11、《附魔者》的笔记-第64页

        他似乎不知道她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改变自己，每回性爱过后她体内满溢着悲伤，他比例过大
的成人的手掌还覆盖在她身上某处，忽然就睡着了，她会在床上躺五分钟，也不叫醒他，只是忍耐着
悲伤退去，然后起身到浴室去洗澡，水气氤氲的浴室里她一次次刷洗着自己，想刷去那巨大无以名状
的感觉，希望走出浴室她又焕然一新了。

12、《附魔者》的笔记-第138页

        ＂杀了我。＂她这么说。在疯狂的时候，她不说爱而说死，她说她多么快乐啊！像融化在黑暗里
，一点都不害怕。

13、《附魔者》的笔记-第113页

        我以过人的记忆力记下的，再以强大的意志力消除，但是刻印在脑中的消去不了，铭刻在肌肤在
感官在肉眼无法透视的血液里的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唤醒。
一到夜晚它就来了。闭上眼睛它就来了。进入梦中它就来了。
我不看不想不听不睡着不失去意识。它还是来了。
你还想听什么，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没关系，我自己也没有明白过。
＂我只知道没人逼我是我自愿的。＂她低声地说。

14、《附魔者》的笔记-第48页

        要带我去哪里呢？她想问，却只将头倾靠着他的肩膀，你说要带我走，我想要的只是这句话，去
哪里都没有分别了。当＂恋花＂的霓虹灯出现在眼前，她有种坚定的决心，就在这里，这时，她希望
能与阿鹰真正地做爱。

15、《附魔者》的笔记-第48页

        她依稀记得他搂抱着她，起初还感觉他抚摸着她的头发与脸颊，耳语呢喃说着许多爱情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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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就都不记得了。
睡眠，好像她长期缺乏如此睡眠，纯粹的睡，全然放松，将自己托付给另一个人，可以安心彻底失去
意识，他怀抱着她轻轻摇晃。
睡眠，如静静的死。

16、《附魔者》的笔记-第31页

        她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人为何都那么任性，这么难以理解。为何都不知道她在承受着自己还不懂得
内容的改变，却软弱地表现出他的失落跟畏惧，她能做什么？都不能，只有长大，快点快点让自己长
大到足以保护照顾自己，她绝不表现出软弱的样子。

17、《附魔者》的笔记-第213页

        人到底要如何对抗或对待往事呢？何况这不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你所爱的人，世上最难的就是
发生在所爱之人身上的悲剧，你就是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去背负。

18、《附魔者》的笔记-第163页

        但有时，她无情得令他恐惧。她不见他，不跟他说话，她的声音听来像是不曾与他认识，像是他
一厢情愿在纠缠她。
他体谅，他原谅，他知道她的苦衷。

原谅她是他爱她的方式，原谅她，接受她，放任她，凡是她想要他能给的都无保留地付出，直到她说
够了为止。
因为印刷问题，书里面有接近十页的内容没有印上，正在联系出版社调换。情节断了所以看得也就不
是很流畅，一直搁下来了。

19、《附魔者》的笔记-第67页

        （她总相信自己散发这样的磁场，来到她身边的人，无论男女，生命里总有些破损，有些什么需
要被理解被抚慰）

20、《附魔者》的笔记-第162页

        你无法以别的方式让她快乐。什么都不要的女人最可怕，她说什么都不想要不需要，意味着她想
要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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