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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本書為作者邱妙津首部長篇小說，背景設定為大學生活，以生活手記為形式寫

成。本書甫發行即震驚文壇，書中「鱷魚」、「拉子」等詞也沿為女同志自稱

用語，為台灣二十世紀末不應忽視的同志文學收穫。 

 

邱妙津，台灣彰化人， 1991 年畢業於台大心理系，後留學法國。1995 年與巴黎

自殺身亡，得年 26 歲。著有《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等，對華語同志文

學發展有深遠影響。 

 

 

二、內容摘錄： 

「我不可能永遠擁有一件美的東西，甚至記憶也不能，即使我在愛它。就是因

為美有它的自然生命。如果我想永遠擁有它，就會扼殺了它的美。」我決定將

你從我心裡放開，分離的儀式對美是必然的，美不能被永恆保存，只有放棄美

轉為善時，才會流進永恆裡。(p. 194) 

 

並且，人類說我是最幸福的，我脖子上掛滿最高級的幸福名牌，如果我不對著

鏡頭做滿足式的表情，他們會傷心。(p. 18) 

 

 

三、我的觀點： 

本書以主角拉子與其所愛之人水伶的悲戀，呈現當代女同志在情慾中掙扎的痛

苦，並穿插關於鱷魚的故事。鱷魚給予人們的形象常是兇猛而冷血，然而書中

的鱷魚卻是生性害羞、逗趣且可愛，需披著人皮方能於人類世界存活。而「鱷

魚」即是象徵著在異性戀主流社會中生活、苦於偽裝的同志。 

 

拉子深知自己是條鱷魚。她恐懼自己鱷魚的原貌，不要水伶來愛她、揭發她的

真面目，她認為這份愛是罪惡，終將導向毀滅。這種對於愛慾的罪惡與恐懼感

即便於今日看待，仍能使性少數族群產生共鳴。 



 

 

 

猶記三年前同婚公投結果的七百多萬張反對票，戳破我對現代社會已然平等且

文明的夢幻想像，結果投票出爐那夜只得聚於網路相互安慰。雖然同婚專法已

通過、多元性別及性傾向漸受尊重，但傷害未必減免，卻的確依然存在。張亦

絢形容《鱷魚手記》中有著樸素的、宿命般的痛苦，若她在十三、五歲讀會很

有感觸，此番話我實感認同。十四歲時我初閱本書，總感覺在拉子身上看見自

己，正是那些傷害（無論直接間接）在我心埋下毒種，待心田足夠豐腴綻放出

青春之花，毒種也發芽，掠奪花的養分肆意生長，我中毒，毒即為拉子也擁有

的那種罪惡與恐懼感。 

 

 

 

這樣的毒不僅源於異性戀主流對性少數的壓迫，亦肇因於父權社會加諸女性的

枷鎖。 

 

 

 

此書引我深思的其中一段，是拉子寫給水伶的信中提到水伶與自己性質不同，

水伶仍屬於社會認可的「正常女性」範疇，並希望水伶重回異性戀社會。拉子

認為水伶愛女人不過出於包容心，且是以陰性的母體在愛，相反的自己是以變

質的陽性肉體，如同男性般慾望她。拉子如此期待、對待水伶，使我聯想及台

灣女同志關係中的 T 與婆。拉子的角色類似 T，為關係中較陽剛的一方。T 的

模樣時常是中性，甚至極似刻板印象中男性的，而婆通常陰柔，舉止打扮符合

女性化一詞。早期一陰一陽的 T 婆組合是女同志社會中的主流，許多議題由此

萌生。我曾在瀏覽女同志網路論壇時看過一篇掀起熱議的文章，發文者定義自

己為 T，慾望對象為婆，文中認為婆儘管看似能愛女人（在此指 T）卻可能隨

時拋棄愛她的 T 於不顧投奔男性懷抱，「回歸」異性戀社會。此文直接地質疑

婆的女同志認同，字裡行間像在對婆哀嚎「你不夠愛女人！」，這與拉子認為

水伶能重回異性戀社會是相同的。但真是如此嗎？若說拉子是徹頭徹尾的怪

物、鱷魚，水伶則是能變色隱身的變色龍，然而即使能隱沒入人群，本質上仍

是爬蟲類而非人啊！ 

 

 

 

要說《鱷魚手記》帶給我的收穫，除了使我對當代同志族群所受之社會壓力多

一份理解，更多的是對於愛與被愛的警惕。拉子希望水伶適度、不過分地努力

愛一個人，如此才能知道現實中對待對方的最好方式，也才足夠使人有動力盡

力善待對方。我認為這樣適度的愛不僅適用於戀人，而是適用於任何關係，過

分地愛牽連強烈的控制和佔有，終將招致毀滅。人與人之間不可能百分百相互

理解，因此愛之施與受的份量拿捏需慎重，方能彼此善待，實踐較為理想的愛

的模式。 

 



 

四、討論議題： 

所謂適度的愛，是可能實現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