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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時候想唱歌—阿米中英圖畫詩集》（阿

米），共17冊。

「獨立作家」書系出版的《驀然發

現—碧果詩集》（碧果）、《獵海者—

江中明詩選》（江中明）、《詩響起—蘇

善詩集》（蘇善）、《隨擬集—洪國恩小

詩選》（洪國恩），共4冊。

在「要有光」書系出版的詩集有《台

灣，我的血點—林煥彰詩集》（林煥

彰）、《基督的臉》（喬林）、《向一根半

透明的電線桿祈雪—蘇家立詩集》（蘇家

立）、《星圖航道詩影集》（黃華安）、

《神棍—范家駿詩集》（范家駿）、《慾

情‧神情—黃厚基詩集》（黃厚基）、

《吟遊‧奧圖—張至廷吟遊詩集》（張至

廷），共7冊。

仍然以自身品牌秀威資訊科技公司出

版的詩集則有楊小濱所主編的「中國當代詩

典」一套15本。分別是《夜飲—秦曉宇詩

選》（秦曉宇）、《唯物—蔣浩詩選》

（蔣浩）、《眺望自己出海—楊煉詩選》

（楊煉）、《登高—翟永明詩選》（翟永

明）、《手藝與注目禮—歐陽江河詩選》

（歐陽江河）、《山坡和夜街的涼暖—蕭

開愚詩選》（蕭開愚）、《梅花酒—潘維

詩選》（潘維）、《好消息—姜濤詩選》

（姜濤）、《片片詩—胡續冬詩選》（胡

續冬）、《導遊圖—陳東東詩選》（陳

一、詩集出版板塊的挪移

從2011年開始，台灣新詩出版冊數增加

至百餘冊，成為出版界與詩壇討論的話題，

2012年出版熱潮仍然延續。到了2013年詩集出

版數目仍超過百餘本，此現象似乎開始有常

態之勢。只是個人出版或者獨立小出版社出

版比重逐漸增加。若將2013年出版的詩集分

類整理如下，從中我們可更清楚看到詩集出

版趨勢：

以POD出版模式著名的秀威資訊科技公

司仍居詩集出版的龍頭地位，在2013年秀威

將書系做更明確的區分，分成「釀出版」、

「要有光」、「獨立作家」三個子品牌，更

明確標示出各自的定位。在「釀出版」書系

所出的詩集有《少年詩人夢》（蘇紹連）、

《低調之歌—向明詩集》（向明）、《當

我們的愛還沒有名字》（陳克華）、《故事

故事》（尹玲）、《詩二十首及其檔案》

（白靈）、《晚禱集—舒蘭詩集》（舒

蘭）、《注音—辛金順詩集》（辛金

順）、《夢的三棲》（陳銘堯）、《候鳥微

積分—木焱短詩集》（木焱）、《買賣

詩集》（許水富）、《室內之詩》（陳偉

哲）、《沙灘組曲：趙迺定詩集早期作品之

二》（趙迺定）、《所謂情詩—簡政珍詩

集》（簡政珍）、《漬(彩色)》（陳克華）、

《夫妻樹—雨弦詩集》（雨弦）、《你的

淚是我的雨季：楚影詩集》（楚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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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東）、《飛去來寺—韓博詩選》（韓

博）、《依舊是—多多詩選》（多多）、

《致另一個世界—王小妮詩選》（王小

妮）、《紅色歲月—李亞偉詩選》（李

亞偉）、《小輓歌叢書—臧棣詩選》（臧

棣），此叢書挑選五○、六○、七○三個世

代各5位中國大陸詩人，一共15冊，序言中還

有楊小濱詳細描述文革後從朦朧派至今30年

的大陸現代詩發展，有描述大陸詩史發展的

企圖，也給台灣詩壇面對大陸現代詩現況具

體而微的介紹。

遠景出版公司出版了5本詩集，計有

《自由句—一句話完成你的詩歌》（塔兒

編）、《時光露穗‧浯島紅高梁》（翁翁主

編）、《看見，靈魂的城市》（路寒袖）、

《醉拍春山》（詹義農）、《與玉山杜鵑約

會》（詹義農），共5冊。

黑眼睛文化公司出版了4本詩集，分別是

《偽詩集》（蔡仁偉）、《失去論》（eL）、

《你沒有更好的命運》（任明信）、《她是

青銅器我是琉璃》（潘家欣、阿米合著）。

唐山書局也出版了4本詩集，《無心之人》

（柯蘿緹）、《明月昌善詩集2002-2012》

（明月昌善）、《小敘述—二二八个銃

籽》（黃粱）、《野鶴原》（黃粱）。

各縣市文化局出版了3本詩集：新北市

政府文化局出版了《人間模樣—蘇善台語

詩》（蘇善）、《我書—田運良詩札》

（田運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出版了《光

之穹頂》（莫渝）。

此外出版2冊詩集的出版社，計有印刻

文學出版公司《棄的故事》（駱以軍）、

《環—二○一三全國台灣文學營創作獎得

獎作品集》（劉孟禛等著）。木馬文化事業

公司出版《金烏》（楊佳嫻）、《痛苦的首

都》（波戈拉）。二魚文化公司出版了《時

序在遠方》（林餘佐）、《朝／聖》（陳

黎）。白象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凡塵間》

（如風）、《荷田暮色》（劉正元）。聯合

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顏色的抵抗》（林文

義）、《諸子之書》（羅智成）。天下文化

出版公司出版了《余光中幽默詩選》（余光

中著、陳幸蕙編）、《天下詩選全集》（瘂

弦主編）。爾雅出版社出版了《重臨》（丁

文智）、《掩映》（陳義芝）。洪範出版社

出版了《長短歌行》（楊牧）、《黃用詩

選—無果花及其他》（黃用）。行人文化

實驗室出版《我來自冥王星》（王明霞）、

《尋找倉央嘉措》（廖偉棠）。山海文化雜誌

社出版《單‧自》（伍聖馨）、《部落的燈

火》（沙力浪‧達岌斯菲芝萊藍）。

其餘出版社與個人出版1冊詩集者，計

有《鹽分地帶詩抄》（林佛兒，西港鹿文創

社）、《蚱哭蜢笑王子面》（唐捐，蜃樓出

版社）、《悅染頑碧》（成碧，角立）、

《夭壽靜的春天—台詩十九首（繪本有聲

書）》（林沈默，前衛）、《波麗露》（崔

舜華，寶瓶文化）、《徵友啟事》（李敏

忠，讀冊）、《詩禪紅綠—丹慧詩畫》

（丹慧，香海文化）、《吳坤煌詩文集》

（吳坤煌著，吳燕和、陳淑容編，國立台灣

大學出版中心）、《戀戀秋水—秋水40週

年詩選》（涂靜怡主編，漢藝色研）、《我

願是妳的風景—羅葉詩選》（羅葉著，典

藏文創）、《如此歲月—洛夫詩選（1988-

2012）》（洛夫，九歌）、《生命是悲歡相

連的鐵軌》（方明，創世紀詩社）、《誠實

的你和用謊言堆砌而成的我》（生奶，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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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有限公司）、《夜光拼圖》（林禹瑄，

寶瓶文化）《我聽見日出的聲音》（游珮芸

文、攝影，玉山社）、《永恆的剎那》（廖

繼坤，百香果出版社）、《生命‧海洋‧相

遇—詩文精選》（吳智雄、顏智英編著，

五南）、《魔術方塊》（須文蔚，遠流）、

《哲學騎士》（利文祺，思行文化）、《番

薯園的日頭光》（康原，晨星）、《我想

做一個有用的人》（沈嘉悅，逗點文創結

社）、《踩花箋》（張蓉蓓，零極限）、

《水星之歌》（張善穎，原點）、《2013愛

詩網徵文活動得獎作品集》（2012愛詩網

徵文活動得獎者著，國立台灣文學館）；

《永遠的楊喚（經典珍藏版）》（楊喚，和

英），《幽獨一朵小花》（薛赫赫，本來出

版文化）。

不經過出版社的個人獨立出版詩集

則有：《 8 8首自選》（夏宇）、《我們

都濕了》（斯林Er i ck  St ephen s  L in）、

《2010GTX》（來者）、《日裸—行欣攝

影詩集》（劉行欣）、《鳥日子愉悅發聲＋

馬克白弟弟雙套書》（楊書軒，賣田）其中

楊書軒雖屬個人獨立出版，但將出版項表示

為「賣田出版社」，諧擬麥田出版社名號，

兼具賣田籌款之意，令人莞爾。由以上整理

可見，秀威資訊進一步區分書系經營，更顯

系統化與特色區分，在操作上更加細膩。但

前兩年出版眾多詩集的逗點文創社、印刻文

學、南方家園、文史哲等出版社或許是前兩

年出版力道猛烈，氣力放盡，呈現熱潮降溫

趨緩的勢態。反之，眾多獨立出版社各自林

立出現，顯示POD模式使詩人們出版詩集的

自由度更高，進一步改變過去出版社主導的

出版模式。

二、出版特色

以2013年詩集出版的狀況來看，我們可

以整理出四點特殊之處，分別是重溫經典、

挑戰傳統、詩論增多、原民詩集浮現。

在2013年出版的詩集當中，我們首先可

以看到重溫經典的傾向。在這個出版詩集越

來越容易的時代裡，仍有許多出版社出版絕

版詩集，或者重出早已被確認是經典的作

品。秀威資訊科技公司出版楊小濱所主編的

「中國當代詩典」，正可以看到出版社與編

輯者意欲豎立典律的企圖。早年活躍詩壇的

喬林重出《基督的臉》、英年早逝的羅葉也

經友人編輯出版《我願是妳的風景—羅葉

詩選》，羅智成將其散落歷史人物敘事詩集

結成《諸子之書》，都有向往日致敬之意。

五○年代現代詩運動的要角之一，黃用

也終於讓洪範出版社出版了《黃用詩選—

無果花及其他》，日治時期台灣詩壇活躍詩

人吳坤煌，戰後因白色恐怖噤聲多年，終於

由長子吳燕和博士奔走出版詩文集，讓人一

窺日治時期詩人丰采。和英文化公司將楊喚

的童詩經典詩譜曲作畫，成為多媒體表現的

《永遠的楊喚（經典珍藏版）》，天下文化

出版公司的《余光中幽默詩選》、《天下詩

選全集》也再次強調過去被認知為經典作品

之地位。

有趣的是，也有越來越多詩人獨力出

版詩集，並且在詩作風格上強調挑戰主流詩

風、挑戰經典傳統的特質，這則是2013年詩

集出版的第二個特色。向來挑戰自我，拒絕

被定型的夏宇以《88首自選》表達一貫堅持

的個人出版立場。斯林的同志詩集《我們都

濕了》與來者概念前衛《2010GTX》也挑

戰性別與詩作的既定觀念。塔兒嘗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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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句」一行詩的概念，將身邊朋友徵集

而來的「自由句」集結成《自由句—一句

話完成你的詩歌》，效應尚未可知，但挑戰

的意圖濃厚。唐捐的《蚱哭蜢笑王子面》延

續《金臂勾》以來的特殊風格，不打算給讀

者舒服的閱讀體驗，卻絕對新鮮。逗点文創

結社兼角立文化主編沈嘉悅在《我想做一個

有用的人》當中試圖用更有趣、更貼近讀者

的方式，喚醒讀者讀詩可以是愉快的事。除

了沈嘉悅《我想做一個有用的人》之外，蔡

仁偉《偽詩集》、任明信《你沒有更好的命

運》都同樣以生活化口語，挑戰過去覺得

詩應講究精緻語言，具備嚴肅意義的既定看

法。

第三個特色是2013年出版了多本評論賞

析現代詩的專門論著。詩人們出版詩集自然

有詩的愛好者購買閱讀，而詩論介於學術與

創作之間，若非專門研究的研究學者，一般

人往往不會碰觸。但是不同論家在今年不約

而同出版詩論集，成為2013年詩出版場域的

一道特殊風景。

藍星詩社成立人之一的詩人夏菁出版

了《窺豹集—夏菁談詩憶往》（秀威資

訊）、收集了早年在《公論報》、《藍星詩

頁》、《文星雜誌》、《自由青年》等處刊

出的詩論，並以親臨詩史現場的第一手資

料，生動描述「藍星詩社」成立經過及其成

員往來，堪為新詩發展史上的寶貴資料。林

煥彰《寫詩，折磨自己—林煥彰的異類詩

觀．詩論》（秀威資訊）用輕鬆口吻，抒發

自己的創作理念。

笠詩社詩人陳銘堯《詩人札記》（要有

光）也將自己在《台灣現代詩》、《笠》、

《文學台灣》、《鹽分地帶文學》等刊物所

寫文章集結成冊。南投詩人林廣闡述另一

位重要南投詩人岩上的《探測詩與心的距

離—品賞岩上的100首詩》（南投縣政府

文化局），是南投文學史上難得的共演。笠

詩社前主編莫渝的《台灣詩人側顏》（要有

光）延伸了上一本《台灣詩人群像》的方

向，為巫永福、陳千武、錦連、黃騰輝等22

位老少詩人造像。重要評論家蕭蕭長年投身

詩論寫作，著作早已超過等身之謂，至今仍

然筆耕不輟，分析周夢蝶的專著《我夢周公

周公夢蝶》（萬卷樓）可見其知感交融的雄

渾筆力。

在眾多論者中，新生代學者詩人劉益

州透過現象學為研究方法分析台灣現代詩頗

有所成，其《意識的表述—楊牧詩作中的

生命時間意涵》（新銳文創）是他的博士論

文，而《意識的現形—新詩中的現象學》

（秀威資訊）則是近年來單篇論文集結。創

新的研究角度與勤奮的寫作，我們可以期待

劉益州將來更精彩的研究成果。

第四個特色是2013年難得有兩冊原住民

詩集相繼出版。台灣原住民人口僅占全部台

灣人口的2%，但是獨特的族群文化與語言，

使得台灣原住民書寫從八○年代開始成為台

灣文學領域關注的焦點，近來許多原民作家

紛紛交出好成績。但是相對於原民小說、散

文、報導文學領域的豐收，原民詩人的比例

卻一直偏低，不成比例。從早期莫那能、瓦

歷斯．諾幹之後，長期專注耕耘現代詩的原

民詩人一直沒有出現。但此時山海文化雜誌

社卻一次出版了《單‧自》（伍聖馨）、

《部落的燈火》（沙力浪‧達岌斯菲芝萊

藍）這兩本質量俱佳的原民詩集，對原民現

代詩領域來說，實是相當大的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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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聖馨（Abus Takisvilianan）南投縣信義

鄉布農族人，畢業於台中師範學院，現為國

小教師。早在2001年以〈戰在霧社〉參加第2

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詩歌組，並榮

獲第2名踏入詩壇，卻到現在才出版個人詩

集。《單‧自》記錄了Abus寫詩十幾年的創作

歷程，從早期風格尚未確立的摸索，回部落

任教所經歷的原鄉衝擊，最終離開部落遷職

他方拓展新視野，在原民激昂情感下，別有

女詩人獨特的細緻情思。

沙力浪．達岌斯菲芝萊藍．伊斯立端

（Salizan．Takisvilainan．Islituan）是花蓮縣

卓溪鄉中平Nakahila部落的布農族人。畢業

於元智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所，

曾在卓溪國小擔任民族教育支援教師，曾獲

2000、2001、2010年原住民文學獎，2008、

2011年花蓮縣文學獎。沙力浪早在2010年就出

版第一本詩集《笛娜的話》，布農語中笛娜

意指母親，如何透過母語宣說自己族群的命

運，一直是沙力浪努力的目標。經過長年苦

心學習後，在《部落的燈火》中展現以布農

語為主、漢語對照為輔的詩作，充分實踐作

者的理想。迥異於漢人的身分位置讓這兩位

青年原民詩人展現有別於漢人視角的詩歌創

作，相信日後原民現代詩將會是台灣現代詩

壇無法忽視的重要成分。

三、跨世代詩人競展詩藝

在眾多詩集中，我們可以發現仍然有許

多前輩詩人孜孜矻矻堅守詩美學傳統，以及

更多中新生代詩人仍然持續開創詩的技法與

可能。

前輩詩人尹玲、向明、碧果等仍然維

持穩定水準。洛夫《如此歲月》是詩人1988

年到2012年間的詩選。楊牧在《長短歌行》

中，放棄過去圓熟筆法，嘗試更大膽險峻的

句式，代表前輩詩人無止盡修練詩藝之嘗

試。

在唐山書局編有「大陸先鋒詩叢」10

冊的詩人黃梁，今年一次出版了兩本詩集。

《野鶴原》有著古典風情卻又不失高度轉化

的美感，《小敘述—二二八个銃籽》嘗試

將二二八事件透過不同人物角度的敘事組

詩，交織成更寬宏的歷史視野。在2011年開

始陷入疾患的陳黎，因病備嘗艱辛，所幸

2012年底身體恢復健康，到了2013年3月就完

成百餘首詩，集結成《朝／聖》一冊，共分

五輯，結構嚴謹創意奔放，掙脫病情迸發詩

情，一舉獲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台灣文

學獎」圖書類新詩金典獎肯定。

首倡台灣數位詩，創辦「詩路」現代

詩網頁的學者詩人須文蔚隔了17年之後，終

於出版第二本詩集《魔術方塊》，內容包含

家族書寫、花蓮地誌書寫、生態寫作、科技

想像與數位創作，最新網路科技與詩此一古

老手藝的結合，處處是詩人細膩的情思。陳

義芝的《掩映》仍然不脫其抒情一貫敘事筆

法，只是部分詩篇不再溫婉，直指政府的鋒

利筆尖有如杜甫三吏三別。

早年參與「四度空間」、「地平線」詩

社的田運良，歷任《聯合文學》編輯、企劃

等職位，現任《INK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

理。長年埋首行政工作的詩人相隔10年後出

版《我書—田運良詩札》，集中四輯分別

獻給父親、兒女、妻子、身邊遭遇之眾人，

深情令人感動。馬華詩人辛金順來台求學乃

至在中正大學任教，台灣已成另一家鄉，其

《注音》收錄他近十年來在台灣發表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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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作品，詩風澄明剔透。曾獲時報文學獎新

詩首獎的張善穎試圖以宇宙天文的奧秘來詮

釋生命中難以承受的痛楚，在他的《水星之

歌》當中，傷痛被綴以星球之名，轉化為知

性的詩句。

新生代詩人也不遑多讓。曾拿下時報文

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的青年詩人波

戈拉終於出版第一本詩集《痛苦的首都》，

這本讓人期待已久的詩集，有波戈拉一貫綿

密而苦澀的傾訴。林禹瑄的第二本詩集《夜

光拼圖》，蒐羅生活碎片和表達細膩情感，

除了詩句仍然動人，對音韻節奏掌握更顯成

熟。頗受關注的七年級女詩人崔舜華交出了

《波麗露》一書，呈現出生活與愛情中的傷

口，如何在女性獨有的感知中，被癒合成永

恆。林餘佐的《時序在遠方》從出身水鄉寫

起，水的意象始終縈繞成為顯著標記。2013

年仍然是跨世代詩人競展詩藝的一年。

四、詩刊出版與詩壇活動

除了詩刊與詩社活動之外，詩壇年度盛

事的三大詩歌節在2013年同樣持續舉辦。2013

台北詩歌節在鴻鴻、楊佳嫻策劃下，定調向

重要詩人致敬為主軸。「大師專題」導讀波

蘭國寶級詩人辛波絲卡和魯熱維奇，「經典

重讀」系列則針對木心、也斯、林亨泰、夏

宇進行一連串專題演講。陳黎主持的太平洋

國際詩歌節，2013年以「島嶼詩響起、地球

村共鳴」為標語，邀請了以瑞典馬悅然為首

的十餘位國際詩人參與，並另外設計多項活

動如「瓶中詩」、「一句詩」的徵稿活動，

多場「詩與樂」則拉近詩與流行音樂的距

離。

由詩人蕭蕭總策劃、彰化縣文化局主

辦、明道大學中文系承辦的2013年濁水溪詩

歌節，一改兩大詩歌節向大師致敬的方向，

希望展現台灣新生代詩人的旺盛能量，邀請

六年級詩人楊佳嫻、廖之韻、林德俊、李長

青到中部不同高中演講，呈現現代詩與舞

蹈、遊戲、音樂、影像結合的各種可能性，

也將詩的種子散播扎根。

2013年各大詩刊皆持續穩健發刊。《吹

鼓吹詩論壇》16期推出「氣味的翅膀」讓詩

人們都成為調香師，17期「聲音舞者」則以

聲音詩為主題，除了有聲音詩的展現外，更

邀請眾多詩人發表對聲音詩的看法。在17期

還有七年級詩人廖經元特輯，紀念這位早逝

的詩人，也提醒大家對新生代詩人的關注。

《創世紀》自2013年6月改由連水淼接任

社長，汪啟疆接任發行人，仍由辛牧繼續擔

任主編。並在9月號中宣布新入社的同仁，

分別有黑俠、龍青、林禹瑄、謝三進、崔香

蘭、若斯諾‧孟、白豐源、田妏甄、謝予

騰、范家駿等人。更換社長及發行人、集結

詩壇新秀入社，可見《創世紀》準備邁向下

一個50年的企圖心。

蔡秀菊主編的《台灣現代詩》仍然持

續舉辦大學校園座談會，並且在11月時舉辦

的「東亞詩書展」。這是由已故前輩詩人陳

千武與日本詩人高橋喜久晴、韓國詩人金光

林共同創辦、奠下台日韓三國詩人交流的美

好傳統，值得詩壇中人延續下去。《好燙

詩刊》繼續新生代詩人堅持對詩歌的特殊

想法。2013年4月號的《好燙詩刊》之主題

「google翻譯」，將詩作交由google任意翻譯成

其他語言後，併排呈現。12月號則以雞為主

題徵詩。《風球》在2013年仍然持續舉辦全

國大學與高中巡迴詩展，並積極參與各項現



16 2013 台灣文學年鑑

代詩活動。

2013年最令人震驚的詩刊消息，莫過於

已維持40年共160期的秋水詩刊宣布吹熄燈

號，從容圓滿劃上句點。

1974年，詩人古丁有鑑於詩壇晦澀成

風，希望提供一塊明朗抒情的詩園地，供詩

友投稿，扭轉詩壇風氣，於是與好友綠蒂以

及愛徒涂靜怡共同創辦《秋水詩刊》。《秋

水》以季刊的形式出版，1年4期。時至1981

年1月，古丁因車禍去世，涂靜怡為紀念與古

丁之間深厚師生情誼，遂一力承擔《秋水》

的編輯出版發行，一編就是三十多年，主編

詩刊需要經濟資源，處理編輯事宜其實相當

繁重，以一人之力長年持續出刊，這是萬分

艱難之事。涂靜怡不但主編，更用心經營同

仁情誼，讓《秋水》一如其名，成為細水長

流的詩人社團，1989年，為紀念《秋水》15

週年，出版詩選《盈盈秋水》，到了1993年

再度出版了20週年紀念詩選《悠悠秋水》。

《秋水》也是首先關注大陸詩壇的詩刊，

自60期起便開闢了「大陸詩人作品欣賞」專

欄，在當時曾經引起台灣政府當局的關切。

但時至今日，年事已高的女詩人身體不

堪負荷，編務難以為繼。雖然《秋水》同仁

間聯繫緊密，維持編輯出版沒有問題，但涂

靜怡希望能夠親自劃上完美句點，取得秋水

同人們的共識之後，決定讓《秋水》在2014

年2月出版最後一期第160期後畫上句點。

《秋水》從創刊到結束一共整整40年的時

間。秋水詩社還在2013年5月出版《戀戀秋

水—秋水40週年詩選》做為紀念。

涂靜怡為了感念師恩，長年獨力支持

《秋水》編輯出刊的精神，已經是台灣現代

詩壇上令人感動的故事。而有了《秋水》所

主張的明朗抒情調性，使台灣詩壇維持多元

生態，有另一種不同的風景。

五、結語

回顧2013年現代詩發展的狀況，我們可

以發現POD出版模式幾乎可以說已經改變了

現代詩出版生態，如果回溯前兩年的台灣文

學年鑑來看，現代詩集出版冊數到了2013年

已經連續三年已經沒有低於百本之下，可知

出版詩集的門檻降低，使得過去出版社、詩

刊主編把關的狀況不再，稍具經濟能力的現

代詩愛好者都可以出版一本自己的詩集。

這種出版的自由在2013年當中又形成兩

個傾向，一方面是擁抱大師、維護經典，出

版詩集朝過去的詩典律致敬，希望既有的典

律不要被眾多新出版的詩集掩蓋。另一個傾

向則是利用這種自由，提倡有別於過去傳統

熟知的詩體。

而三大詩歌節的安排上，也呈顯出向大

師致敬與新生代接手兩種背離的方向。另一

個與此現象相關，但並未完全相似的現象是

秀威資訊科技公司出版「中國當代詩典」一

套15本，將文革後三十年來大陸現代詩發展

挑選出代表性的15位詩人，一方面來說，是

給予大陸詩壇這15位詩人典律的地位，但另

一方面來說，也隱然是種挑戰，這套叢書的

言外之意讓我們省思，除了台灣詩壇所熟悉

的一批台灣典律詩人外，若放眼更廣大的現

代漢詩領域當中，是否還有不同的典律值得

我們台灣詩人去了解。

《秋水》的停刊則是另一個重要的訊

息。由於戰後台灣特殊的文化環境，導致現

代主義詩歌一直都是詩壇的主流，這點至今

仍然如此。但是《葡萄園》、《秋水》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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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環境下，提倡明朗的詩風，即使無法

受到應得的重視，卻仍然長期堅持。《葡萄

園》在去年度過50週年慶，《秋水》創刊也

滿40週年，比起許多旋生旋滅的詩社詩刊，

他們的堅持值得喝采，這種為了詩而堅持不

倦的精神，詩人與詩人之間的深厚情誼，都

是台灣現代詩能有今日發展的精神支柱。

但在這動人美談背後，更值得我們思考

的是，既然出版條件放寬，經濟條件改善，

為什麼《秋水》仍然會劃上休止符？這點出

了不是人力物力局限的出版，而是今日編輯

詩刊之挑戰，非比以往。

今日台灣詩人所面臨的挑戰可能是前

所未有的艱難。這點與上述第一點正是一體

兩面。首先詩人的天職就是要創造新的語

言、新的意象，在語言上追求新的實驗。只

是對內，前輩詩人已留下難以超越的成就。

對外，放眼現代漢語詩領域，中國大陸、馬

華、香港等地詩人創作能量日漸厚實，佳作

迭出。在這樣的挑戰之下，台灣詩人如何用

更大格局看待自己的創作，如何發揮創意，

反省人生，拿出一首經得起挑戰的深刻詩

作，而詩刊主編又如何能持續編出不負光榮

傳統的詩刊，想來正是目前台灣現代詩人們

最艱鉅卻也無法迴避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