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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詩概述
◎ 鄭慧如

一、綜述

2006 的新詩發展狀況，在持平中略顯
低氣壓。常態性的活動、詩刊、個人詩集

出版雖不較往年遜色，亦無大的躍進。在

低迷的氛圍中，詩人葉笛辭世；而學界默

默耕耘中的學位論文表現及新詩在傳播上

的跨界越位，反而較引人矚目。

二、個人詩集

個人詩集出版在 2006 年呈平穩發展，
哲明、鯨向海、楊佳嫻、陳大為、鴻鴻、

陳克華、蔡振念、李有成、楊牧、管管、

葉維廉均有新詩集問世。在哲明的《白色

倉庫》、鯨向海的《精神病院》、楊佳嫻

的《你的聲音充滿時間》、陳大為的《靠

近  羅摩衍那》、鴻鴻的《土製炸彈》、
陳克華的《善男子》、蔡振念的《水的記

憶》、葉維廉的《雨的味道》、楊牧的

《介殼蟲》、管管的《腦袋開花：奇想花

園  66 朵》等個人詩集中，可發現詩人逐
漸看重現實與歷史觀，並以之作為書寫策

略。

哲明的《白色倉庫》是他的第一本

詩集。正如向明評介哲明之詩：「慣於對

生命作形而上的思考，從生活實踐中去焠

煉精神氣度，然後用詩來回應生命。」

《白色倉庫》所分的「時光之影」、「獨

立空間」、「零下思考」、「零碎存在」

四輯，大致呈現了詩人對生命的思索。在

《白色倉庫》的後記中，哲明謙稱放下別

圖 11　新詩作品書影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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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想方式、從生活中尋找自己的生活

哲學的自己，像「淺碟中的水，隨時有被

蒸發的危險」。在思考和生活中，哲明體

悟現實的重要，認為詩是來自現實而經過

時間內化的藝術成品，因此詩人應與現實

若即若離。

陳大為的《靠近  羅摩衍那》是陳大為
蛻變主題和語言風格的嘗試。除了第五系

列之外，詩集中的前四個系列分別瞄準當

下的心境、回應當代大陸詩人對自己的激

盪、批判政教亂象、思索對另一世界的見

聞及體驗。以「靠近  羅摩衍那」為書名，
取義於接近印度怡保在地的宗教文化，和

他的前三部詩集在意脈上隱隱承接。從

《治洪前書》的神話中國，到《再鴻門》

的歷史中國，以致於《盡是魅影的城國》

書寫馬來西亞的多元種族文化，陳大為的

寫作策略一直聚焦於歷史與地誌之間。

李有成的《時間》也提出現實的重

要性，在他將三十年舊作集結成書的代自

序：〈詩的回憶〉一文中，李有成說到越

戰、冷戰、歷史意識、意象思維、語言問

題等事件或觀念對他新詩創作生命中的影

響，告訴讀者，意涵如何讓一個學者型的

詩人體會到：意象並非一首詩的全部，敘

事性背後的現世性或更有豐富詩意之功。

他說：「一九六○年代的新馬華文文壇不

時有所謂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爭—這

樣的爭辯至今似乎火苗未熄，餘燼尚溫，

只不過燃火的是另一批人。現代詩常被籠

統視為現代主義的產物，而被批評為語

言複雜，脫離現實。這中間顯然誤會太

深。」、「對於富有創造力的詩人與作家

而言，真正的挑戰主要還是在於如何有效

地處理創作與現世之間的關係。」

三、研究

2006 年的新詩研究，以學院中的學
位論文較有具體可見的成果，其他則為零

散的研討會，和個別學者多年來的研究總

結；例如康原的《八卦山下的詩人‧林亨

泰》即就一位新詩理論家的養成過程，為

林亨泰撰寫這本傳記。。

新詩史撰述一直是未中斷的議題，

但具體產出則見於徐芳塵封了七十年的

《中國新詩史》。孟樊近年來對新詩史持

續關注，《文學史如何可能》即探討兩岸

文學史的各種研究進路，檢視已成書的通

史類論著，討論文學思潮的變遷、讀者反

應、出版狀況。其中和新詩研究相關的章

節，是第三章的台灣新詩史如何可能—

台灣新詩史的書寫原則、第四章的以詩選

撰寫台灣新詩史、第五章的中國的台灣新

詩史觀、第八章的戰後台灣新詩集出版史

的考察。孟樊的理想偏向「沒有主義的立

場」，希望能以文學史料建構文學史，

破除「起源說」、「進化觀」、「國族

論」、「作者論」四大迷思。

「文學史如何可能」，或許徐芳的

《中國新詩史》可做為一個借鑑。徐芳從

起源論切入，暗渡國族論，分期撰述中國

新的進化過程，再以各期的代表詩人為例

來撰寫的。徐著的三期，1917∼1924 為第
一期，介紹胡適、劉半農、俞平伯、宗白

華、康白情的見解及詩作；1925∼1931 為
第二期，在詩壇概況簡介後，略論徐志

摩、聞一多、朱湘、孫大雨、梁宗岱等人

的作品；1932∼1933 為第三期，引入李金
髮、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林庚、何

其芳、馮廢名、李廣田的詩作。在兩百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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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口語式、介紹性的文字中，對照如今學

者動輒數萬字小題大作的論文，可看出新

詩研究的大幅成長。

李怡多年來致力於古典詩在中國詩

歌發展史中的變異和轉換，以及西方詩學

觀念對中國現代詩的限制、侵蝕和擇取。

在秀威出版的《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

裡，李怡捻出「意志化」和「物態化」兩

個對應的觀念，從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

歌傳統的關連、物態化與中國新詩的文化

特徵、中國現代新詩的歷史形態、傳統文

化與中國現代新詩的文本結構、文化傳統

中的個體等面向，發出「走向新詩本體」

的期盼。書中所舉例論證的詩人，集中在

中國大陸 1940 年代以前的新詩名家及其名
作，如胡適、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

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穆旦

等等。對於新詩研究如何跳脫「傳統／現

代」的魔圈，李怡的《中國新詩的傳統與

現代》可做為中國大陸學者這方面研究成

績的參考指標。

王榮的《詩性敘事與敘事的詩—中

國現代敘事詩史簡編》，從縱向的文學史

角度考察敘事詩的崛起與創作意識，及抒

情傳統與敘事詩、新文學建制與意識形

態、藝術實踐中的影響和衝突，是頗具份

量的基礎研究。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敘

事詩研究上探十九世紀末到五四新文學運

動，以及認同與自覺、吶喊與敘事、史詩

與謠曲、承繼與創新等議題在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現象，

結論出現代中國敘事詩史的意義及價值，

誠為中國大陸學者對現代中文新詩研究的

重要成果。

學院中，以研究新詩為職志的學位

論文，相較於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小說和國

族意識濃厚的台灣文學研究雖然仍是少

數，論述品質卻不容小覷。例如成功大學

陳瀅州：《70年代以降現代詩論戰之話語
運作》、台灣師範大學符愛萍：《顧城與

詩之本質》、中興大學宋螢昇：《出入人

生—詩與現實的磨合：以簡政珍、羅智

成、陳克華為中心》、逢甲大學徐培晃：

《楊牧詩風的遞變過程》、中興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王正良的畢業論文：

《台灣現代詩論研究—以詩語言為主軸

的探討》。《台灣現代詩論研究—以詩

語言為主軸的探討》是2006年撰寫中的博
士論文。就「以詩語言為主軸的探討」這

個附標題來看，可見王正良的企圖心宏大

而深刻。這本「批評的批評」，舉出羅

門、葉維廉、楊牧、吳潛誠、簡政珍、古

添洪六家的詩論為例，分別討論羅門的第

三自然詩觀、葉維廉的以物觀物、楊牧的

真與美的完成、吳潛誠的介入詩學、簡政

珍的意象思維論，以及古添洪零架構的記

號詩學。雖然王正良或許可以從共相或代

表性切入，以文學批評史的角度來論述，

以鞏固本書的論述架構，然而拋開這些論

文寫作的技術面，仍可看出作者敏銳的觀

察力。例如在討論古添洪時，王正良以

「清詩」、「濁詩」做為判準，認為詩作

是記號詩學有待處理的記號，「它在權

力尺度考量下的任務，仍處於提醒的階

段」。而討論到簡政珍詩學中的現實問題

時，王正良也點撥出，所謂「詩經由語言

重整現實」的「重整」，乃是「從一種狀

態變化到另一狀態的歷程。詩語言完成存

有的姿態，並不意謂創作歷程的完成或時

間層次的終止，主要凸顯的是存有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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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以及蓄勢待發的人的本質。」

在研討會方面，五月的「現代詩國際

研討會」、六月的「青春詩會—台灣現

代詩人詩作研討會」、十月的「女性文學

學術研討會」、十一月的「苦悶與蛻變：

六○、七○年代台灣文學與思潮國際學術

研討會」，都觸及了新詩的議題。其中，

靜宜大學台文系主辦的「女性文學學術研

討會」以文體分新詩、小說、散文三類，

每個文類討論四位作家，每位作家由兩位

學者撰寫論文，作家與學者在會場上共同

討論。在台灣的現代文學學術研討會中，

邀請被撰寫論文的作家到現場與學者共同

討論，迄今仍是別開生面的方式。新詩討

論的有蓉子、杜潘芳格、朵思、江文瑜四

位詩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個別詩人研

究已下探到一九六○年代末的主力詩人，

唐捐、陳大為的作品研究不只一次出現在

學術研討會及學刊論文中；尤其聚焦在兩

個主題上：唐捐的身體詩及陳大為的歷史

書寫。例如張光達〈論陳大為的南洋史詩

與敘事策略〉、鄭禛玉〈從余光中的「水

仙操」到陳大為的「屈程式」〉。

四、選集、讀本

在新詩選集或讀本方面，主要在情

趣上點染，作市場上持續的測試。例如向

明編有《曖‧情詩：情趣小詩選》，蕭蕭

編有《揮動想像翅膀》及《優游意象世

界》，陳義芝編有《為了測量愛：當代愛

情詩選》。《揮動想像翅膀》和《優游意

象世界》分別是繼蕭蕭所編的《開拓文學

沃土：國中散文選》及《攀登生命顛峰：

高中散文選》之後，新詩教材在國中和高

中的兩種閱讀資料。《曖‧情詩：情趣小

詩選》和《為了測量愛：當代愛情詩選》

也是以大眾品味為訴求的新詩選集，主題

都是愛情。

在一股訴求趣味的詩選風裡，《森，

林的家》煥發出雋永之感。這是由林煥彰

主編，林家詩社所推出的第一部詩人合
集。《森，林的家》蒐羅了十八位林姓詩

人的作品，包括林宗源、林錫嘉、林煥

彰、林文俊、林良雅、林文義、林先龍、

林康民、林世仁、林于弘、林啟瑞、林立

婕、林德俊、林泰偉、林佳儀、林仰哲、

林世崇、林群盛。這本林家詩社選集顛覆
了一般詩選強烈的目的性，饒富意趣。

五、詩的應用

繼詩的大逃殺、玩詩合作社在2005
年以各種新奇的方式引起讀者對新的興

味，新詩的遊戲在  2006 年進入更深廣的
領域。由蘇紹連主編的《吹鼓吹詩論壇‧

三號》，推出「詩的應用」專題，詩家各

就所見倡議詩的應用之可能。基本上，這

種運用詩的形式做其他服務的文字功能，

是超出詩的文本，或不以詩的內涵為閱讀

訴求的求意法，所以嚴格說來，隱題詩也

是一種詩的應用。此外，廣告、唱詩、演

詩、酬唱、籤詩、命理詩、藏詩票、軍事

密鑰，乃至於拼詩石、手機問候語等等，

新詩的廣泛運用活潑了所謂嚴肅詩範疇，

帶領群眾接近詩，讓新詩貼近生活。對於

終身追求詩的詩人，在心灰意冷或患得患

失的時候，詩的應用或許是幫詩人加油打

氣的強心針。鯨向海在〈詩歌送給醫學的

禮物〉一文中說，用詩意來推動醫學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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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可以在什麼事都沒發生的前提下，

達到萬般歷練的詩境，此即所謂「假面效

果」。汪啟疆、古嘉、王浩翔、蘇善、紅

格子、哲明、莫非、非馬等，也分別就詩

的應用提出看法。

詩的應用使原來靜態的寫作和閱讀

走出斗室，進入網路、虛擬世界或實用的

生活，在教學上，也可以起暫時的活化作

用。例如詩元素108詩學社和中山大學現
代詩社聯合舉辦的「人間詩月天」創意詩
展，即利用各種媒材與表現方式，創作出

異於紙本的物件。在謝佳樺、李懿璇、林

怡文、鍾順文等詩人的展出中，共同創作

了人體詩、腳印詩、天空詩、鏡子詩。

「詩的星期五：『玩詩』當主角」，就是

由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贊助元智大學，大

蒙、阿健、阿讓、劉哲廷當綱演出，打造

詩專櫃、展演玩詩合作社的物件、示範詩
貼畫、贈送發票詩、名片詩、詩卡片，設

法鼓動現場觀眾對詩的興趣。另外，慈文

國中潘明麗、吳韻宇等幾位老師設計「讀

詩、玩詩、寫詩」教案，從網路文章：

「我把你的名字寫在⋯⋯」開始引導，再

從「寡婦村傳奇」的詩句現場問答，在遊

戲導向的教學流程中，以「樂動詩韻」作

為主軸，搭配朗誦、配樂、畫詩、海報

等，讓學生分享讀詩的感受。「吠工作

室」在「X19 全球華文詩獎」頒獎典禮的
後半段，祭出「詩的大逃殺」擂台賽，強

調詩的表演性、趣味性、互動性。

整體而言，詩值得玩，仍在於它提供

了新情緒；輕鬆之後，讓我們更能認真地

面對文字。

六、展望

2006 年的台灣詩壇，在一片醞釀的、
期待的、朦朧的氣氛中過渡到 2007，整個
文化結構不再像過去那樣有鮮明的、二元

對立的分野，因而更令人期待：讀者和作

者都能突破意識形態，從語言層面和詩的

本質來寫詩、讀詩。如果只看台灣本地的

詩人、詩作和研究，對大陸的詩壇視若無

睹，我們必須很殘忍地說，台灣的新詩成

就很快就會被對岸超越。那是一個虎視眈

眈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