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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以音樂佐詩系列對談」活動從�

月��日至�月��日止在高雄、臺中、基隆、花蓮與

苗栗陸續舉辦，邀請詩人們走入廣大群眾和各級學

生（從國中到研究所），不僅是全國首次在春天辦

理讀詩與音樂的巡迴活動，更成功將詩歌推廣到各

地，增加閱讀詩篇與欣賞音樂的人口，同時期盼每

個人都能經常朗誦詩句給親朋好友，共同支持詩人

的創作。

花蓮活動紀實

以音樂佐詩系列對談第四場於�月�日下午在花

蓮東華大學活動中心演講廳舉行，著名作家楊照擔

任主持人，與談詩人為羅智成、陳克華兩位老師，

以及特聘小提琴演奏家楊婷婷伴奏，本場對談主題

是：「現代詩的種種變貌」。東華大學圖書館張璉

館長代表該校吳校長感謝國家圖書館和趨勢基金

會規劃本次活動，讓東華大學師生在暮春時節探索

詩歌對人類想像力的挑戰，啟發每個人對生命之反

思。花蓮市平和國小張素蓮校長亦特地率領�0位老

師參加，聆聽詩人們的討論，藉以啟迪大家對詩篇

的熱愛與了解。

主持人楊照表示很高興看到眾多的年青學子在

現場和他們一起尋找詩的各種面貌，他指出詩之所

以為人類文明的瑰寶，主要是其可以不斷的變化。

因此詩人必須一直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心，要不斷破

壞和重組語言或文字，才能永續創造出千變萬化與

意境深遠的好詩。他特別推崇今天參加討論的羅智

成和陳克華是臺灣並不多見的資深詩人，因為很多

詩人過了青春期，就不再擁有好奇心與破壞能力，

遂沒有作品見諸於世人。

陳克華認為高二暑假那年在花蓮中學相思林中

感受到詩篇的美好，是他將寫詩成為一輩子志業的

契機，他以「突然被詩神附身」形容當天的感覺。

陳克華指出每寫一首詩，好像達到了心理學家馬斯

洛提出需求層次理論的最項尖－自我實現，即是將

個人理想、抱負和能力發揮到最大的程度。每一首

詩的完成都是一次最高層次的呈現，然後就歸零，

重新尋找創造下一首詩的場域和靈感；陳克華強調

詩中使用的文字並非好或不好，而是對不對，有沒

有用對字，這是他創作時特別講究之處，就好像一

位完美的美女，增一分則太肥，減一分則太瘦。

羅智成提出要有智慧，才能創作詩的看法。

他以自己為例，廣泛的閱讀、不停的思考，將這些

內化的見解淬鍊成簡潔的文本，然後透過詩這種語

言的儀式表達出來。此外，他認為寫作詩最迷人之

處是作者可以選擇閱讀的人，找到了解這首詩意涵

的傾聽者。至於詩人創作詩的動力來源，他指出是

深層的溝通，所有文學經驗都來自於這種深層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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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楊照總結這次發人深省的對談，他提出兩個重

點：

�.  寫詩必須找到節奏、意境、語言以及生命的獨特

性；

�.  一首好詩在沒有被讀懂之前，就已經在溝通，所

以讀詩不一定要讀懂，而是要感受到詩人獨特的

經驗。

主持人和兩位詩人在對談的過程中，亦提到

音樂對詩的重要性，有助於傳達詩的感覺和訊息，

因此兩位詩人在小提琴的悠揚樂曲伴奏下，朗讀

精選的�首現代詩，陳克華選擇的是�首詩包括「逃

往阿非利加（����作品）」、「愛與死的幻想練

習（����作品）」和「寫給複製人的十二首情歌

（�00�-�0�0作品）」等，羅智成則朗誦最新出版

的詩集《透明鳥》之精彩篇章，傳達出他們至纖至

細的情感，以及現代詩的各種面貌。

 苗栗活動紀實

「以音樂佐詩系列對談」第五場於�月��日下

午在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由

著名評論家楊照擔任主持人，與談詩人為陳克華和

楊佳嫻兩位老師，以及小提琴演奏家林琦桓，對談

題目是：『身體長成詩－談性別、成長與詩』，苗

栗縣地方傳播媒體（大漢之音調頻廣播、天聲廣播

與吉元有線電視新聞中心）同時出機採訪楊照先生

與兩位詩人。苗栗縣林副縣長久翔蒞臨會場致詞，

除了感謝主辦單位將苗栗列為全國五場對談活動地

點之一外，亦鼓勵在場的年青學子不要僅限於書本

知識的學習，而要像今天在文壇上非常有成就的三

位詩人般，廣泛閱讀與開拓視野。

主持人楊照首先說明他自己觀察兩種人之心

得，一種是在青少年時期被詩＂電＂過，另一種則

是沒有在青少年被詩＂電＂到。他認為第一種人被

＂電＂過後，即知道如何保留住自己最特別的感

情，用詩加以表現，不僅呈現自我的獨特性，也留

住了生活中的每一次精彩片段。楊照接著請楊佳嫻

和陳克華兩位被電過的人（第一種人），告訴全場

約�00位涵蓋老中青與青少年的聽眾，在他們的成

長過程中，詩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為他們帶來的變

化。兩位詩人順勢侃侃而談，不時朗誦其雋永作

品，佐以悠揚動人的小提琴演奏，全場聽眾的詩心

逐一浮現，而從此以後，山城的居民將會用詩找回

自我的獨特性。

楊佳嫻在對談中指出詩是使人保有青春的文

體，並且讓人擁有豐富的靈感；陳克華指出，詩在

文學的地位，如同鑽石中最閃亮的一面，而寫詩為

他的生命帶來源源不決的活水。兩個小時的對談

活動至尾聲時，因為聽眾熱烈回應與發問而欲罷

不能；首位回應的中年婦女興奮表示今天用小提琴

來輔佐詩歌朗誦，是她聽過最美妙的天籟，她接

著請問主持人，其他樂器是否也能搭配。楊照表

示，音樂和詩歌本來就是很自然的結合，他並且以

暮春，詩情與樂章在寶島大地的動人合奏

羅智成朗誦《透明鳥》詩集中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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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活動在�月��日高雄舉辦為例，當天用大提

琴，也醞釀出優美韻律。某位高中同學請詩人們為

他解惑，他的問題是：如何去欣賞現代詩？如何走

入詩人的生命經驗？讀不懂詩怎麼辦？楊佳嫻告訴

全場聽眾沒有必要全面掌握一首詩，讀詩有兩個層

面，一個層面是可知的，例如學生閱讀教科書選錄

的詩作，必須知道詩的內涵與解釋；另一個層面是

可感的，如果並非教科書選錄的詩作，此時讀者要

去感覺到詩句美麗與動人之處，感受到詩作鋪陳出

的氛圍。例如楊牧的詩，他會用一些典故或艱深的

文詞，但讀者不需要讀懂，就可以被感動。楊佳嫻

進一步指出讀者如果對某一首詩既不可知，又沒有

可感，那就放棄這首詩無妨，去看下一首吧。陳克

華引用現代派詩人艾略特（����年諾貝爾文學獎得

主）的名言：「一首詩沒有被讀懂之前，就已經和

你在溝通」，提醒大家在讀詩時不要強求讀懂，此

時理智的我僅是一小部份。兩位詩人對這個問題做

了詳盡的解釋，必定能帶領大家打開心靈，接觸與

感覺到每位詩人寫詩的悸動與菁華所在。

暮春季節的兩場巡迴座談是為期一個月「以音

樂佐詩系列對談」全國活動的美麗休止符，活動雖

然暫告一個段落，但其影響卻已深植人心。正如同

世居苗栗��歲謝先生的感言，是本次活動在各地產

生極大化效益的最佳註解：「這場對談具有很好的

意義，結合音樂和詩歌的方式是苗栗首次舉辦，為

山城居民和學子們注入美學素養的能量，更是有關

單位日後舉辦閱讀推廣活動的學習標竿。

暮春，詩情與樂章在寶島大地的動人合奏

苗栗縣林副縣長久翔（首排右一）聆聽「以音樂佐詩」的精彩
對談和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