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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四金（Patrick Suskind）1949 年生於德

國史坦柏格湖畔的安巴赫，現居住於慕尼

黑。其作品中，最常被演出的單人獨幕劇之

一是 1984 年出版的《低音大提琴》，之後

1987年出版短篇《鴿子》和 1995 年發表短篇

小說集《棋戲》，不只細膩地刻劃出現當代

社會小人物的性格，且往往能從字裡行間展

現出屬於他獨特龐大的內在戲劇張力。

當然，徐四金最膾炙人口與為人所稱道

的經典代表作品，即是 1985 年出版以嗅覺為

主題的長篇小說《香水》，在全球被譯成42

種語文版本並多次改編成電影，不只是德國

電影史上斥資最鉅的作品，徐四金也可說是

德國近年來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

◆ 以嗅覺重新認識與建構世界

美國著名小說家約翰．厄普戴克曾形容

《香水》一書為「以氣味重構的世界」

不只為徐四金寫作此書的那時代給

出了詮釋，更給人「迷人的致命一

擊」。的確，十八世紀歐洲浪漫主

義時期，充斥著七年戰爭、殖民帝國

主義、法國大革命等歷史背景，關於狄德

羅、伏爾泰、孟德斯鳩等思想人物的學說風

起，在在使得巴黎彌漫著的一股「革命」與

「重新定義」的風潮，誠如王浩威在本書導

讀中所陳言：「歷史的記憶就是這許多偉大

的人物和事件構成的，是屬於語言文字和影

像的，甚至大部份的小說也是如此。徐四金

這位搞戲劇出身的傢伙卻不然，他用了另一

種感覺的方式。」（頁8）其中「另一種感

覺的方式」即是點出本書藉以透過嗅覺的感

官重新認識與建構這世界的一種方式。

「他的地圖是用味道標示的，甚至歷史

的再現也是如此。」（注1）尤其，對《香

水》這本書的主角尚-巴蒂斯特．葛奴乙來

說，「六歲那一年，他已經透過嗅覺能力完

全掌握周遭的世界。」（頁42）於是認識並

掌握住氣味就等同是掌握了世界（或者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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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方向，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作者為什

麼以「嗅覺」做為小說主角認識世界的手

段？除了主角葛奴乙因為身上沒有人的氣

味，襁褓時就不斷被拒絕收留而成為一個人

人都不想靠近的人之外，其實作者巧妙的透

過書寫嗅覺的發現與探索，即如書中所寫：

「那是因為在十八世紀，細菌的腐化能力絲

毫不受限制的緣故，人類的一切活動，無論

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生命的一切表

現，無論是萌發還是衰亡，全都伴隨著一股

揮之不去的臭味。」（頁19）不正揭露出巴

黎在那個時代，人們對各種混雜交錯的臭味

竟然毫無知覺。

以「嗅覺」做為全書的主軸，各種氣

味（尤其是香水）的提煉與利用來進行故事

的鋪陳，一個呱呱墜地在滿佈魚腥味的攤販

上，且身上沒有人類氣味但嗅覺又異常靈敏

的主角葛奴乙，奇蹟似的在幾次因病即將死

去的時刻當中，竟然又活了下來，並運用嗅

覺天賦能精準的分析出氣味中的成分，征服

已經沒有香水敏感的香水調配師，而開始學

習製作各種香水，進而發現到若穿上氣味的

外衣，更能讓他可以為所欲為的做他想做的

事。

用氣味跨越愛情與現實人生之最，在小

說進展的過程當中以極度細膩的筆觸書寫主

角內心的變化，超乎人性真實內在的寫實描

述與各種充滿想像張力的瘋狂（或病態？）

行徑的並置，畢竟葛奴乙在生命初始時就彷

彿受了詛咒，已註定失去與常人共同特點的

不幸，不只有著難以捉摸的性格，其際遇往

往處在一般人難以忍受的環境下求生，為得

只是成就他自己內心對那極致香水的渴望擁

有，最後慘烈的死亡，不只帶出作者對這麼

一位嗅覺天才的哀憐與同情，更對那個政治

動盪所造成人心不安的時代寄予重新認識與

建構的期望。

◆ 以最赤裸的人性提煉最完美的香水

「然而最重要的是，馬雷街那位少女

身上具有關鍵性影響的香氣，在這神奇的香

味中包含了一切能夠創造偉大香水的神奇配

方：溫柔、力量、持久、豐富多變，以及驚

人的、難以抗拒的美。他已經找到指引他未

來生命方向的指南了。」（頁61）就是因為

馬雷街那位少女身上關鍵性影響的香氣，進

而開始了葛奴乙人生中奮不顧身的香味追

尋，再切入到人心的探討，將人心底自我與

潛意識中的自我，以及更深層的本我，藉由

嗅覺感官的香水追尋徹底抖出人性中的欲罷

不能，對葛奴乙而言，香水不只是香水，重

要的是擁有不凡的力量，如馬雷街那位少女

身上所顯露出的溫柔、力量、驚人的、難以

抗拒的美等等指涉性象徵，所以作者在書中

寫到：「每個人身上的味道都不一樣，這點

沒有人比葛奴乙更清楚了，因為他所認識的

個別的人的氣味就有幾千幾萬種，而且人自

從出生那一刻起，身上的味道就個個不同。

不過人類的氣味畢竟還是有一個共同的基

調，一個最基本的味道：混合了油膩膩的汗

臭、像乳酪般的酸味，一種非常惡心的基本

氣味，以同樣的程度附著在所有的人身上，

而真正屬於個人的氣味則好像一朵小小的雲

氣般飄浮在這基本的氣味之上，也只有在這

個基調上面才能分出精細的個人差異。」

（頁168）藉著主角對氣味的執著進而描寫出

人對事物的好惡感受，且所有的氣味都有其

意涵，而香水的存在不過等於一把鑰匙或僅

是一個通關的替代物（又或者只是一層層迷

霧），真正的意義在於香水具有相對性的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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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出人心的內在欲望，且它隨著必然的呼吸

緩緩的佔據人心的全部，打開了層層外在的

面具封印，侵入到心靈最深處底部，揭露人

們自己本身都羞於面對的真正本我欲望，而

那也是真正屬於人性中最赤裸的真實。

於是可以發現在文本當中甚為有趣的

是，作者直接點明葛奴乙對「人」是不具興

趣的，甚至對女人的「外表」與肉體的「性

欲」也沒有興趣，但他敏銳的鼻子在乎的，

真的只是香水的氣味嗎？恐怕不然，書中寫

到：「他有能力創造出一種氣味，不只是人

類的，而且是超人類的，他可以創造出一種

天使的氣味，好到筆墨難以形容，而且充滿

了生命力，以至於不管是誰，只要一聞到

這個味道，立刻就會被迷住，並且全心全

意的愛上這個香氣的載體，也就是他，葛

奴乙。」（頁 174）香水只是個「香氣的載

體」如果可以更明白的說，這個「載體」其

實是香氣所牽引出來各種流動欲望的巨大載

體，「神童葛奴乙的創造能力只在他自己的

內心世界中默默地進行，外面的人完全無法

察覺到這一驚人的創造活動。（頁 43）」

所以愛上女孩身上的香味（甚至等待香味成

熟，然後殺了那女孩留下可以陪伴永恆的香

味）真正目的是為了擁有享受在 26 種各具不

同少女香肌氣味裡召喚起他生命最美時光的

想像空間。

以少女的絕妙體香為香味的基底，提煉

其香氣的芬芳為主幹，製成香水把她們的美

永永遠遠地收藏，這對葛奴乙來說，每一次

其實都是在戀愛，正因如此，謀殺女孩對主

角葛奴乙而言，整個過程的重點不在殺人的

這個舉動，而像是進行一種召喚本我內心的

儀式奉行，只有蒐集最香的氣味才能滿足他

茂盛的欲望，於是使得整個儀式的過程顯現

在主角內心中不只毫無罪惡，甚至充滿了無

比的敬畏和莊嚴性的光輝。

雖然葛奴乙一出生就讓自己的母親被

送上斷頭台，且由於身上毫無嬰兒該有的奶

香味而被視之為魔鬼，但如魔鬼般的主角─

─葛奴乙難道就不能有其追求自我內心美好

的想像嗎？可以發現在小說結尾前，讓人人

害怕到顫慄且被控謀殺少女罪名的葛奴乙在

將被送上斷頭臺前，在自己身上灑下愛的香

水，不但激起眾人對他的愛慾，再度擄獲所

有人，更使連續殺人的罪名得到寬恕與釋

放，使他免於一死，其所隱喻出來的意涵不

正好說明徐四金在本書所玩味的弔詭與矛

盾，在於「渴望」與需要「愛」其實是每個

人內心真正無法逃脫的欲望。 

◆「天使／魔鬼」與「氣味／欲望」的

對位與辯證

許多的評論都指出除了這位沒有感情

的主角葛奴乙外，關於其他的主角幾乎是不

存在的，或者說是沒有面貌和個性的角色安

插，但其實我們不可忽視的正是主角本身

「外在身體」與「內在心靈」相對之間所被

拉距開來的「他者」的存在。

小說中寫著，「當他走在街上的時候，

突然感到害怕，因為他知道，這是他生命中

第一次發出人類的味道。不過他自己倒是覺

得，他身上發出來的味道是臭的，而且是非

常惡心的臭味。……他從少年時代就已經習

慣了，從他身邊經過的人們，沒有一個會注

意到他的存在，並不是因為瞧不起他─他

曾經誤以為是這樣─而是因為他們無從注

意到他的存在。」（頁 171）這個「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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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不單只是他人對葛奴乙的存在意識，

更重要的是葛奴乙「自己」對「自己」存在

意識的認知，猶如拉康在其「鏡像階段論」

中指出成為自我及自我之「他者」同時呈現

的一個辯證過程（注 2）。

徐四金描述主角葛奴乙在市集中、在鄉

野間、在任何一個黑暗的角落裡不停追求氣

味時，「這個縱情歡樂的劇場就是他內心的

帝國─不然還會是哪裡呢？─他把自己

從一出生開始所遭遇到的任何氣味輪廓，通

通埋在這裡。為了營造氣氛，他首先召喚那

些最早也是最遙遠的記憶：賈亞爾太太臥室

裡那潮濕刺鼻的霧氣、她手上那股乾枯的皮

革味兒、泰利耶神父身上的醋酸味兒、畢喜

奶媽那歇斯底里但充滿母性的汗味兒、無辜

者墓園的屍臭味兒，以及他母親身上的謀殺

味兒。他盡情沉溺在厭惡和憎恨的情緒中，

由於極度的驚駭而毛髮直豎。」（頁 143）

那個一層一層關係到男人與女人的氣味，以

及墓園內的、皮革裡的、食物內的、衣服質

料中的等等，使讀者一面閱讀的當下彷彿也

正領略到小說裡的氣味，同時也感知到氣味

所代表的並非只是氣味的表象，所牽涉的更

是「主體」和「客體」兩者間交錯於「他

者」論述的游移指涉。

對氣味的執著已有近似官能變態的依

戀，體認到自己有一個非常靈敏與可怕的鼻

子，對於一般常人的平凡，葛奴乙甚至鄙視

他們的無知，謀殺只是為了要永遠的擁有，

他清楚知道自己為了要永遠留住香味而殺人

的動機為何，「他也曾經這麼問自己：他執

意要這麼做，到底是為了什麼？而他對自己

說：他要這麼做，只是因為他的人格就是這

麼徹底的邪惡。想到這裡，他的臉竟然露出

微笑，非常滿意這樣的答案。他看起來一副

完全無辜的樣子，就像任何其他幸福的人

一樣。」（頁 175）其實，作者徐四金透過

「他者」所要呈現的便是「天使／魔鬼」有

如「外在」與「內在」的對位，而「氣味

／欲望」則辯證著「生（或者是愛）」與

「死」的曖昧關係，於是，「氣味隨著呼吸

進入人體，直達心臟，在那裡區分出仰慕與

鄙視、憎與喜、愛與恨。誰要能控制氣味，

誰就能控制人心。」（頁 175）與「直到那

一天，那名紅髮少女的幽香氤氳飄來，是如

此美妙、如此神聖，連他的偉大王國都黯然

失色！他必須收集這香氛，使他的王國臻於

完美；他必須把少女最珍貴最柔弱的部分，

以最真實的存在保留下來。」人性中「生」

之本能與「死」之本能辯證（注3）透過了

香水「氣味」的追尋與佔有結合，最終達成

了葛奴乙個體生命中具備有「外在」的「天

使的氣味」與「內在」那「魔鬼的欲望」的

融合。

在本書裡，徐四金除了讓讀者彷彿看

到、聞到他在小說中角色與情節中所描寫的

一切，恐怕其真正目的在於想藉由小說把人

性中那隱而不顯的欲望境地，赤裸的透過對

氣味的描述緩緩的牽引出來。

注釋

1. 王浩威，〈迷惑的香水力量〉，《香水》（臺

北：皇冠文化出版，2005），頁9。

2. 參考自李幼蒸，《欲望倫理學─弗洛伊德和

拉康》（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頁

85。

3. 「生」之本能與「死」之本能為弗洛伊德進行

精神分析時所提出的學說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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