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寂寞的撒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寂寞的撒旦>>

13位ISBN编号：9787531721963

10位ISBN编号：7531721961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北方文艺出版社

作者：沐童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寂寞的撒旦>>

内容概要

　　《寂寞的撒旦们》着力刻画现代人的孤寂感，作者对于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互动的深入刻画尤其
值得称道。
四个原本毫无瓜葛的“撒旦”，因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缘产生了交集。
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撒旦之一从小家庭破裂，为逃避对父亲的冷漠和对继母的憎恨而来到北京大学读书
。
在互联网上，结识了因生活在父权压力下而患上抑郁症的撒旦之三，二人互相慰藉与理解，发生了不
为世人理解的同性恋情。
撒旦之二是撒旦之三的表妹，从上海来到北京，寄居撒旦之三家，并爱上了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大学教
授撒旦之四。
从此，四个人之间发生的或惊心动魄、或令人心颤的故事在这座寂寞的伤城中慢慢地展开⋯⋯　　道
德、伦理、情欲、婚姻、背叛，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由，每个人都被残酷的社会规范折磨⋯⋯他
们究竟能否挣脱世俗偏见的枷锁？
所谓的“边缘恋情”在当今的社会中是否能够生存？
通过对这我行我素的边缘人群“撒旦族”的描摹，作者沐童对工业文明里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
了理性和深刻的探析。
在沐童笔下，撒旦们拥有不为世俗理解的生存方式和恋情，可他们却始终不曾放弃寻求心灵的纯净和
灵魂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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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沐童，一个萃取中西文化精华的新生代实力作家，其作品在评论界赢得极高声誉，被认为是80后
作家中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新锐，一些传媒称其为“中国的王尔德”。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曾留学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并徒步游历过欧洲。
出版过长篇小说《朝歌》、《亚当的夏娃》。
　　现在北大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同时担任搜狐网和腾讯网的文化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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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小说的背后藏着精灵第一章　初生的阵痛第二章　撒旦的偶遇第三章　他们的爱情第四章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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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１　　在上大学之前我所做的最让自己骄傲的事情就是很顺利地把校花甩掉了。
甩得相当彻底漂亮。
在分手的那天我把她约到一个环境很幽雅的咖啡厅，在迷人的、没有声调的爵士乐声中，我拉着她的
手，清晰地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我根本不喜欢她，二是我看不起她，三是这辈子也不会有人真正的
喜欢她。
　　我得承认我的分手演讲有些过分。
我所表达的最后一层意思中甚至有很恶毒的诅咒的意味，但是我想作为她曾经的男朋友，我有义务在
分手的时候给她点忠告。
她太漂亮和性感，以至于没有人会在乎她的外表之外的东西。
这是所有美丽女人的悲哀。
　　当然我对她的恶语相向其实包含了一些其它的成分：在我们相处的时候，她背叛过我。
其实那不是她的错，她脸蛋漂亮身材性感，当然有权利在我不太用心的时候去引诱别人，并在我面前
表现出忠贞不二的样子。
长期以来我甚至坚信她是世界上唯一特别的女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兄弟——应该是伪兄弟——醉
酒后哭天抹泪地向我吐露了他曾经上过“校花”的床，这一观点才寿终正寝。
“兄弟”没有错，因为他是个正常发育的男性。
“校花”也没有错，因为她终究是个发育正常的女人。
而在那时的我看来，只要是女人，就是有罪的，是从诞生始便背负了的原罪，后天的一切努力都无从
改变。
错的是我，认错了对象，把自己置于这不尴不尬的境地。
　　其实总的来说，我们在一起三年来合作还是主流，对抗只是支流，成就还是主要的。
在我还对女性有兴趣的年代里她几乎接纳了我的所有冲动。
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她。
所以我认为我的忠告是善良的，甚至是伟大的。
　　她听了我的分手演讲，竟然在抽了我一巴掌后哭着跑了出去。
真是令人费解的女人。
　　我执意拒绝了爸爸想亲自送我去上学的好意。
离开家去北京上学的那天，继母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包。
我装作偌无其事地把它塞进了衣服的口袋里。
上了飞机后我打开了看了看，是一块玉，碧绿色的，上边栓着一条红色的绳子——看样子她打算让我
把它挂在脖子上。
我无奈的笑了笑。
她也想学电视剧里那些做作得有些令人肉麻的后妈，儿子到外地求学的时候，把她所谓的传家之宝偷
偷塞给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儿子⋯⋯想到这里我几乎就要呕吐了。
　　于是我随手把那东西塞到旅行包里，开始憧憬我的大学生活。
那个北方小城里让我厌恶的男男女女们通通都见鬼去了。
　　其实让他们去见鬼，并不是诅咒他们，而是对他们最诚挚的祝福。
魔鬼喜欢破坏，比起爱来，他们更喜欢仇恨，但是魔鬼从不说谎，也不会背叛，比最虔诚的教徒还忠
诚。
　　　　那一年，我18岁。
　　　　２　　我是在凌晨三点走出家门去和“撒旦的儿子”见面的。
在出门之前我甚至精心的挑选了一件比较好看的衣服。
其实这类举动按照我一贯的思维来看是极其无聊的，不过我总觉得今天我见的人会有些不同。
　　说来可笑，我甚至有点希望这个“际遇型同性恋者”能够对我发生兴趣，因为我本人已经在同他
的对话中，对他发生了一些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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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烈的感觉到他身上有我的影子，我甚至怀疑他就是另外一个我。
也许从他的身上我可以看见一个比较完整的我。
　　我很少在深夜一个人出门，——我甚至很少出门。
因此我从来没有想过凌晨三点竟然这样美丽。
在幕帐般的黑暗中，那些白天飞扬跋扈的高楼大厦显得那样委琐和不堪。
因为还只是四月份，所以深夜三点的时候是非常冷的。
宽广的街道上没有人声鼎沸的嘈杂和车水马龙的喧嚣，使得这个巨大而迟缓的城市也有了几分妩媚。
　　马路上已经开始有三三两两的人群神色匆忙的在行走，这使得原本静谧的夜空多了一丝的不和谐
。
　　一直以来我都向往着能住在这样一个城市里。
一切都是黑色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刺眼的和侵犯性的。
所有人都可以在城市的任何一条街道，任何一幢建筑里自慰而不会被人侵犯。
只要你没有把自己的精液射在别人身上。
就像《堕落天使》里的城市一样。
人们沿着自己的轨道行走，偶尔和别人的脚印有交叉的时候，也只是彼此满足暂时的欲望，无论是情
感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我和“撒旦的儿子”约定见面的地点是在里我家不远的一个过街天桥上。
之所以约在这样一个地方，是怕对方不够高大，被行色仓促的夜行人掩盖。
　　远远的，我就看见一个面容清秀身材消瘦的男孩子靠在天桥的扶手上专注的看着天空。
就是他了。
“撒旦的儿子”竟然是个美少年。
　　　　　　３　　我颇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他搀扶到我的住处。
　　因为讨厌学校宿舍的嘈杂和不便，我便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子。
屋子很小，堆满了我自己的东西。
我感觉这样才像是自己的空间。
　　刚刚走进房间关上房门。
他竟然猛的抱住我，把我按倒在床上。
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嘴里浓浓的酒气。
　　他开始亲吻我的额头，亲吻我的脸颊，亲吻我的脖颈。
这的确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曾经试图推开他，可是根本就是徒劳，因为他的身体很重。
我几乎都能感觉到他在寻找我的嘴唇。
　　终于他找到了我的嘴唇，我们开始接吻。
起初我有些反感，因为从来没有男人吻过我。
可是很快我便放弃了挣脱的徒劳。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觉得这样是正常的。
没有人规定接吻不能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
何况在整个过程中，我也并没觉得和男人接吻有什么恶心的地方。
　　他根本不会接吻，因为他的舌头移动得很笨重。
不过我们吻得很深，吻了很久。
我吻过女人，但是我没有有意识的引导他。
因为既然这样的事情注定要发生，就应该顺其自然。
　　他开始脱我的衣服。
　　我开始脱他的衣服。
　　我们彼此抚摩、亲吻对方的身体。
　　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正常的做爱一样。
一切都那么顺畅，没有任何拖沓及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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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和那个女孩子做爱几乎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我总是乐而不疲的往返于那所外语学校和我任职的大学之间。
每一次见到那张可爱的尚未成熟的脸我都会莫名的激动。
　　于是长久以来一直都是这样。
先是上课，下课后我带她出去吃点东西，之后我们便找地方做爱。
开始是在宾馆开房间，后来做爱的地点不断翻新，卫生间里，电影院的包间里、甚至人迹罕至的街口
巷子都可以成为风流大作的场所。
我在她的面前彻底放纵了压抑二十年的性欲。
　　她的确是个很疯狂的女孩。
尽管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非常文静。
所以最初的印象往往是错误的。
幸而我有了些年纪，想得通这些。
幸运的是，她的天性的袒露并没有让我失望，而是仿佛一头狮子对着一篇神秘广阔的热带灌木丛林一
般兴奋。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对我说起她是寄宿在北京的亲戚家，远离父母，我才似乎懂得了她越来越疯狂
的原因。
父母不在身边，女孩子往往都是要学坏的。
我这样说她的时候，她往往表现出不屑的神情，仿佛我所持有的是世界上最最愚蠢的观点。
之后她便会巧妙的换个话题。
我们在一起往往是很快活的，因为我觉得和一个年龄相差20岁的女孩子沟通要比和同我年龄相仿的妻
子沟通容易得多。
尽管如此，有两个话题是我们绝对避讳的，那就是我们的家庭。
其实这样也好，向一个刚满20岁的女孩子解释婚姻生活的确是一件很无趣的事。
尽管我们很小心的保护着我们的性关系，但是太多的时候我的感觉和《洛丽塔》里的继父差不多——
怜爱多过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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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小说的背后藏着精灵　　——《寂寞的撒旦》读后　　王 干　　好久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你在
阅读的时候仿佛被风架着，你不知道会飞翔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在哪里降落，苏东坡说“我欲乘风
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大约便是这一境界。
　　这样的飞翔是危险的，这样的叙述自然也是冒险的。
当然，这样的叙述更需要才华的支撑和发动。
　　沐童的小说靠什么发动？
他为什么这样写小说？
　　是中国版的《北回归线》吗？
　　《寂寞的撒旦》讲述了两个非常规的爱情故事，一是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爱上自己老师的故事，
一个是两个男孩之间的暧昧情感故事。
说实在的，这两个故事并没有特别新鲜之处，很多的人讲述过类似的故事，很多类的故事也被置放在
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里进行讲述，但沐童确实讲得不同凡响，他坦诚而质朴的叙述态度让小说呈现
出一种“赤裸的真实”。
　　“赤裸的真实”是国外一家电视台的知名的新闻栏目，这个新闻栏目为了表示自己的新闻绝对真
实，杜绝了假象，让男女主持人在播出节目的过程中，去掉服饰的遮蔽，展现身体的真实。
“赤裸的真实”作为一种新闻的商业操作，已经获得成功，其新闻的真实性的含金量似乎不太好论证
。
但“赤裸的真实”作为一种象征，倒是体现了人们对电视的某种需求。
　　《寂寞的撒旦》自然追求的不是新闻的真实，而是作家个人心目中的人性的真实。
为什么说是作家个人心目中人性的真实呢？
因为每个作家的心目中的人性理想和人性模式都不会是一样的，至少每个时代的作家的人性理想的模
式也是不一致的。
所以说抽象的人性并不存在这句话，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真理。
如果把《寂寞的撒旦》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一代作家和那一
代作家的距离仿佛来自两个星球。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的是爱的渴望和性的饥饿，而《寂寞的撒旦》则写的是爱的无聊和性的
剩余。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张贤亮对人性的表达，是写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政治的阉割造
成了人性的阉割，而人性的阉割最直接也是最致命的伤害就是对性能力的剥夺，那个叫章永璘的人在
女性的爱抚下，恢复了性的能力，恢复了男人的能力，也恢复了人的尊严。
而在《寂寞的撒旦》中，两个年轻的男人，居然表现的是对异性恋的失望和逃避，甚至那个网名撒旦
之城的结婚以后也没有激发出对妻子的热情，在关键时候落荒而逃。
　　《寂寞的撒旦》里也写到了异性恋，但这个异性恋却是婚外恋，写老师和学生的畸形的性爱生活
。
这中间没有多少我们在传统小说里看到的爱情过程，甚至也没有现在流行小说里的性的需求，她坦诚
地说“我不喜欢做爱，尤其是和一个在高潮时叫喊其他女人名字的男人做爱，但是我确实迷恋他的形
象。
他的面孔和身材在我的心中是一个象征物。
”“被他抱着的感觉很好。
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经常可以靠在爸爸的怀里睡觉，即使把口水流到睡衣上也不会被责怪”。
这里的异性是童年父亲形象的转化，这里的性爱是为了克服寂寞和孤独存在的。
小说的题目叫“寂寞的撒旦”，小说中的男男女女确实因为童年、少年的不正常的经历陷入某种孤寂
，才去寻求某种能够弥合少年时代的伤痕的情感慰藉。
　　而他们的童年正是张贤亮这样一代作家写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时段，张贤亮们当初怎么也
不会想到缠绕他们的痛苦和性苦闷在所谓“80后”那里只是化作“寂寞”，寂寞比起痛苦当然要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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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一些，但寂寞在文学的表达层面上其意义并不见得低于痛苦。
　　由此我想到了两个“80年代”，一个是像沐童这样的8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一个就是我们文学
史家津津乐道的80年代的文学，这样两个80年代或许正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景观。
80年代文学是关于理想的痛苦，是不能实现目标的痛苦，而“80后”则是没有理想的寂寞，没有目标
的迷惘。
从时间上考察，《寂寞的撒旦》里写的那些撒旦们恰恰正是章永璘的后代，或许章永璘要感叹“我播
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章永璘的眼中，《寂寞的撒旦》里的那些青年男女显然是跳蚤（
作家把他们称为“撒旦”）。
章永璘在痛苦的时候，看的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撒旦们寂寞时看的是亨利米勒的《北回归
线》。
张贤亮们在80年代呼吁的启蒙、人道和自由到了撒旦们那里变得如此的轻飘如此的没有分量，生命到
底是不能承受之重，还是不能承受之轻？
　　分析这么复杂的文化问题，不是我在这么短的文章里能够说清楚的，但比之一般人认为“80后”
的轻和浅来，沐童的小说可以说有点“重”和“深”。
这种“重”和“深”不是启蒙主义意义上的，而是作为文学写作层面上或文学准备意义上的。
单是从《寂寞的撒旦》对叙述人称的成熟把握和调度，就见出沐童对西方小说叙事学的熟稔。
网络时代的写作，开启了写作的极大自由度，也拓展了新的空间，但文学不是博客意义上的自由书写
，文学有自身的传统和规则，有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资源。
沐童承传的是那样一路的文学思想，说近的有崔子恩、鲁羊那样的知识分子写作态度，说远的是钱钟
书、纳博科夫、昆德拉等先哲们精神脉络。
　　好的小说的背后其实是躲着一个难以触及、难以触摸的精灵，好的小说家就是奇异古怪的精灵。
　　当然天使是精灵，撒旦也是精灵。
有趣的是，我在写作本文时， 由于我的南方口音，我在打“撒旦”二字时，居然打成了“傻蛋”。
傻蛋也是精灵吗？
　　2007-6-26于润民居　　后　 窗——读沐童作品《寂寞的撒旦》之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品味
书香”主持人·贺超　　一直很喜欢希区柯克的《后窗》，这部电影独特的视角，影响了后期的众多
电影。
偷窥，谋杀，悬疑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体气氛。
大师就是大师，故事讲的天衣无缝，我们只能在静默的赞叹中一遍遍的回味。
而周晓枫在她的散文作品中，也有一篇关于《后窗》的文字，虽然和电影有关，更多的讲述了她自己
在电影资料馆的每一次观影过程中，躲在人群背后静静的看到的一幕幕，这个“心狠手辣”的才女作
家，细致入微的记录了她那时那刻的点滴感受。
而我最喜欢的是开篇的一段文字：“没有人能够抵抗来自背后的袭击。
你不知道什么在靠近，带来突然的改变。
世界可以从一个窗口涌现。
所罗门王囚禁的魔鬼不断膨胀他的体积，我相信在此之前，他能缩身进入一只瓶子千年，如同我不怀
疑神的一滴泪里，能盛尽天下悲苦。
小时候好奇，我忍不住回头，观察那个小而神秘的洞穴。
黑暗里的金黄瞳孔――作为一名电影观众，你必须习惯它在后方凝视。
”　　在阅读沐童的作品《寂寞的撒旦》，我也是在瞬间产生了如此的感触。
整部小说的阅读体验就像是在看一部小成本的电影。
“撒旦们”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挣扎，并且交织着一幕幕的爱恨情愁。
而这样所谓寂寞的情绪，却恰恰不是他们本人的意愿。
作为一名读者，我们也必须习惯在文字后方凝视。
　　四个原本毫无瓜葛的“撒旦”，因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缘产生了交集。
年龄、个性各不相同的他们却拥有着同样的特质：喜爱寂寞，藐视社会规范，我行我素。
　　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撒旦之一从小家庭破裂，为逃避对父亲的冷漠和对继母的憎恨而来到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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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在互联网上，结识了因生活在父权压力下而患上抑郁症的撒旦之三，二人互相慰藉与理解，发生了不
为世人理解的同性恋情。
　　撒旦之二是撒旦之三的表妹，从上海来到北京，寄居撒旦之三家，并爱上了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大
学教授撒旦之四。
从此，四个人之间发生的或惊心动魄、或令人心颤的故事在这座寂寞的伤城中慢慢地展开⋯⋯　　对
于性乃至边缘的性爱在真实生活或者情感体验中的作用，我想韩国电影《甜性涩爱》的解读是最为深
刻的。
肉体的欢愉并不能取缔或者掩映精神的空虚，哪怕是短暂的纵欲也会带来更为长久空虚和寂寞。
所以最终，这些寂寞的撒旦分别走出了自己的生命误区，开始在阳光下自由的呼吸。
毕竟，那些曾经的故事，只能是一首可以藏在灵魂深处的悲歌，永远不需要再拿出来晾晒。
但是，如果我们只从这个层面上来解读这部作品，可能恰恰中了作者的圈套。
城市生活中，普通人对于未知的迷茫，对于未来的向往，对于自我肯定的渴望，对于价值体现的诉求
才是构成整部作品的坚实基础。
寂寞的不止是四个人，也不只是年轻的沐童，还有很多人在焦灼中度日，在恍惚中徘徊，正如徐志摩
的那句“我不知道风在朝那个方向吹？
”对于他们，心的方向在哪里？
我想，这才是作者所有表述的深层所在。
　　作者尽管年轻，但是对于文字的把握和对生活的观察还是十分深刻的。
小说关注到了都市生活中的青年男女的生存焦虑和对于身份认同的渴望。
同性之恋，师生之恋等等边缘情感在作品中被大量的关注，而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关注则体现出作者
的悲悯的情怀和作为一个年轻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沐童声称作品的灵感源于自己校园生活时期，在艾滋病协会的短暂工作，那个时期他有机会接触
更多的让他触目惊心的人和事，但是事过境迁之后，他从中悟到的分明已不是当时的想法，对于弱势
群体的理解和关注，可以说是他完成这部作品的基础或者动力。
而对于作品的构架，作者恰恰是以一个窗外人的身份，窥视着这样一群鲜活的生命，在他们青春无华
的日子里，选择爱和不爱，选择守望或者离弃。
谁都无法也无权力去指责别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分明通过文字感受到的，是那些人对于爱情的执著和
狂热。
　　沐童的文字给我们搭起了一座桥，直通心灵，没有藩篱。
我们在扪心自问的回视中，是否也可以有机会审视我们自我的情感和内心，可以真实准确的解读我们
自己如影相随的寂寞和焦虑呢？
尽管《寂寞的撒旦》是沐童的处女作，但是作者稍显青涩但却十分理性的文字以及娴熟的语言表述，
使这些文字有了刺痛我们坚硬的灵魂的可能。
　　对于生活，我们经常需要变换角度去看，才能发现这种流水样的普通中所蕴含的丰富。
偶尔，我们需要透过后窗，去看看走过的风景，去寻觅遗留的脚印，去回味尘封的往事。
又想起了周晓枫在《后窗》中的语言：“囚禁在黑暗里，一个斑斓无比的世界在前面的窗口展开”。
　　沐童，和我们站在窗外，天堂就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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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寂寞成为城市的标签，撒旦们携手游走其中⋯⋯于是，一切变得哀艳、决绝、无可挽回，可撒
旦们从未如此绚烂和满足过。
　　物质迷人、实力强劲的北大80后新锐——沐童，举止散发绅士般洁净气质，文字却透着直逼人性
的邪情，网络成名作张扬青春新风尚，以撒旦之名开启“寂寞小说”之门。
　　如昙花般寂寞缩放的同性之恋，如蝴蝶般美丽蜕变的边缘情爱！
　　广袤的大地上密集的人群在不断地涌动，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自己又会自以为爱上哪一个人。
在如今世界里的那些纷扰的滥情和被肢解得一塌糊涂的道德面前，我们这点悲伤又算得上什么呢？
　　哪个时代部不缺乏勇敢的青春流，沐童的作品是这股新潮流中的另类和新锐势力。
他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独具魅力，每一份情感都有刻骨的感染力，他给予这些人的“寂寞”特质让
读者为之动容，而所有故事的背后又是发人深省的物质社会生存现象和都市症结。
　　——腾讯网读书频道朝鲁　　《寂寞的撤旦》这部小说的表现上，沐童式的细致透出一种村上式
的美。
哪怕一首歌曲、一个作家、一部电影、一个场景或一段星空的描写⋯⋯就是这种细腻真实的体验，让
小说的背景充满青春的感伤、生活的真实质感。
　　——新浪网读书频道小小白　　《寂寞的撒旦》所描述的这样一群人，看似另类却再单纯不过，
他们的情感和故事像一种城市符号，烙在了现实的浮象中，深刻而让人感伤。
　　——搜狐网读书频道陈妍　　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心理描写，灵动在文字中的画面感，像王
家卫的迷离分格电影，甚至能感觉到黯然的音乐从其中缓缓流出。
体会沐童文字的质感，比看一部电影更让入入神和欣赏。
　　——书生网读书频道完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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