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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作品賞析。2002年12月由苗栗縣文化

局出版的《羅浪詩文集》，收錄了中文詩53

首、日文詩36首，及散文、日文翻譯、畫集

等。其〈吊橋〉、〈山城〉、〈章魚〉3首

詩，收錄於國立編譯館青少年文學讀本。羅

浪的作品不多，但都平易精鍊，其詩風質樸

淡泊，筆法抒情並強調詩的音樂性，善於用

周遭生活入詩，尤其是其家鄉苗栗山城常常

是其詩作描寫與讚美的主題。詩人的寫作觀

認為詩應該與群眾共呼吸，而應具有群眾所

能接受的本土性和社會性。

喜愛閱讀和釣魚，是詩人也是釣者的

羅浪，曾被稱為「沉默的垂釣者」。作為跨

越語言一代的詩人，不只要面對語言轉換上

的困難，還要面對殖民地經驗帶來的痛苦。

詩對於羅浪而言，是從日文詩移植過來的東

西。但在戰後卻被曾指為是「日本詩壇的殖

民地」時，詩人在七○年代以後選擇沉默，

不再寫詩、譯詩。羅浪曾如此自剖過自己的

沉默：「沉默是語言被堵塞了出口，抑或有

不願意語言出來的自我嚴酷的制約」。但李

魁賢認為「羅浪的抒情性相當節制，正顯示

羅浪對漢語的把握相當準確，或許因為『語

言被堵塞了出口』的疑慮，不會像後世代的

詩人過於自信語言能力，而有浮濫揮灑的現

象」。可以說羅浪的詩像垂釣一樣，詩的醞

釀，需要耐心的等候。近年來，其詩人女兒

羅思容在父親的詩作中得到觸發，陸續將羅

浪的中文詩作翻譯成母語，創作成客家歌謠

彈唱，不只延續了詩人與群眾呼吸的創作

觀，也延續了詩人詩的光亮以及尋求美好的

生活之慾望。（曾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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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鳳珠，女，1955年4月22日生，成長於

台中東勢，2015年8月22日逝世，享壽60歲。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圖

書資訊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歷任元智大學中

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元智大學圖書館館長，

並為中國北京大學計算語言研究所訪問學

人，專長是古典詩詞研究、數位人文研究。

羅鳳珠在1990年代初期即開始思考、實

驗詩文的數位研究，在傳統基礎與創新應用

上，羅鳳珠在中文系的研究是不止是異數也

非常傑出。例如「古典詩詞館」、「網路展

書讀」系列下的各學齡的數位學習：「溫柔

在頌—唐詩三百首」網站、「倚聲填詞」

與「依韻入詩」系統等，成功的結合數位技

術與人文教育。2003年，羅鳳珠看見《全台

詩》編纂計畫對台灣文學史的重要性，提出

「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的構想，在蒐集整

理台灣古典詩的過程中，透過系統分析詩的

元素、地理空間，並在台文界首度提出運用

地理資訊系統考察、繪製詩人移動的行跡路

線，對台灣文學的應用研究，開闢新境，為

如今蓬勃發展的數位人文研究，奠定穩定的

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