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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詩心，詩話臺灣 
—國圖舉辦「詩情畫意讀臺灣」啟動讀詩潮

歐陽芬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助理編輯

一、活動緣起及目的

國家圖書館為激發全民熱愛閱讀，精深國人

的閱讀品質，厚植青年學子們的文化內蘊，自民

國100年推出「民國一百‧讀享經彩」系列活動之

後，獲得各界熱烈的迴響，101年再次推出四季閱

讀系列講座，並以四季作為主軸，春季以「詩」

為主題，夏季是「臺灣文學與電影」，秋季是

「中文經典」，冬季是「西洋經典」。

民國103年春季繼續推出「2014春天讀詩節」

講座活動，主軸為詩情畫意讀臺灣系列，鑒於很

多人從影像、繪畫、音樂等不同方式描述臺灣的

故事，此次春季讀詩閱讀活動，藉由一首首詩，

串起一幅幅臺灣的圖像，反映出臺灣不同的面

貌，體會詩人詩心誠摯的情感。該活動於2月22日

陸續展開，舉辦至4月26日為止。期盼藉由此項活

動在臺灣土地上灑播下「詩」的閱讀、「詩」的

鑒賞種子，吸引讀者加入閱讀各類型經典名著的

行列，藉以普及閱讀風氣。

二、「詩情畫意讀臺灣系列」講座

詩情畫意讀臺灣系列講座 ，主題以「臺灣」

為主，在2月至4月的春季，共舉辦7場演講，於周

六下午2：00~4：30假本館文教區國際會議廳或演

講廳舉行，其中兩場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作，結

合演講與音樂元素，推出趨勢文學說演劇場。7場

講座約達1,700餘人次參加，各講座活動內容摘要

說明如下：

（一）斯土斯民，吾情所鍾：臺灣古典詩的當代

閱讀──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

究所廖振富特聘教授主講（2月22日）

在當代臺灣，不論幼童或成人，對中國古

典詩詞名篇多少都能朗朗上口，但若問「什麼是

臺灣古典詩？有哪些傑出詩人與作品？」對一般

人而言，卻是相當普遍的疑問。近年電影《賽德

克．巴萊》、《大稻埕》分別以霧社事件、治警

廖振富教授主講臺灣古典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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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為題材，引起社會熱烈迴響。但可能沒多少

人知道：臺灣古典詩其實也有不少作品描述這些

議題，值得深入閱讀。

臺灣沒有杜甫，卻有陳肇興，臺灣沒有陸

游、文天祥，卻有林幼春、蔡惠如，然而至今為

止，有多少臺灣人聽過陳肇興、林幼春、蔡惠如

等人的名字？更不用說讀過他們的作品。其實，

臺灣古典詩不乏精彩的作品，「戴潮春事件」百

姓流離失所的慘況、日治時期詩人因「治警事

件」慷慨激昂的入獄詩詞，其他不論是山川自

然、歷史古蹟、風土物產等，都能讓人加深對臺

灣這塊土地的認識與熱愛。

此次演講由廖振富教授帶領大家來認識臺灣

古典詩，品味這些作品如何貼近臺灣的歷史與社

會脈動，如何反映對臺灣這塊土地的熱愛，包括

漢族從遷徙入臺到落地生根、原住民觀察與族群

互動、時代動盪的悲歌、反映人群生活的風土民

俗書寫、乃至自然山川與人文地景等，希望打造

另一扇古典之窗，從另一個視角發現臺灣文學之

美。

（二）臺灣現代詩發展史──成功大學歷史系林

瑞明教授主講（3月8日）

蕭伯納曾說：「歷史除了人名以外，都是假

的；小說除了人名以外，都是真的」，文學可以

紀錄時代、反映時代 。「臺灣現代詩發展史」，

以詩證史，以詩說史，從詩中認識歷史脈絡，從

歷史體會詩人詩心。

林瑞明教授以他深厚的文學涵養、嚴謹的史

家觀點，分析臺灣詩壇從臺灣古典詩進入日治時

期臺灣新文學並延續到近現代的詩壇發展狀況。

演講從賴和的〈南國哀歌〉談起，詩中表達賴和

對原住民反抗日本高壓統治的霧社事件之情感，

令人動容，而近年來電影「賽德克‧巴萊」所表

現的情感亦與〈南國哀歌〉相互輝映。白萩是天

才型詩人，其作品〈樹〉所表達市井小民的心

聲讓人心有戚戚焉。宋澤萊以母語寫作，技巧高

明，〈若是到恆春〉情真意摯，若以臺語朗誦更

是韻味無窮。林梵的〈無聲的歷史〉、〈我們不

知道〉藉由詩人之眼看待歷史，發人深省。林教

授藉由賴和、白萩、宋澤萊、林梵等人的詩作，

以詩敘史，與聽眾同遊汪洋詩海中的美麗風光。

（三）現代詩與臺灣文學史──政治大學臺灣文

學研究所陳芳明講座教授主講（3月15日）

陳教授直言不諱指出在政治肅殺的年代，

受到反共文藝的影響，愛國詩一時蔚為風氣。

但臺灣現代詩運動自一九五○年代蓬勃展開生命

力，現代詩社（1954）、藍星詩社（1956）、

創世紀詩社（1956）次第成立，《自由中國》

（1950-1960）所帶來的自由主義思潮，《文學

雜誌》（1956）、《文星》（1957）、《筆匯》

（1958）、《現代文學》（1960）使新詩運動匯

入現代主義的洪流。自由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結

盟，詩語言受到提煉，脫離白話文運動的口語，

成為釀造具有藝術性的文學語言。

詩人是為萬物命名的人，文字猶如陶土，皆

林瑞明教授暢談臺灣現代詩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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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詩人創造揉捏。詩人利用漢字的象形、指事、

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功能，描繪感覺，在

最濃縮的字句裡，發揮豐富的意義。詩的象徵與

隱喻，使語言技巧更加濃縮，夢境、逃亡、死亡

的意象，代表著生之慾望，內心深層的感覺浮出

地表，現代詩人余光中、洛夫、白萩都強調文字

的放射作用，現代小說作者王文興、歐陽子、白

先勇亦都偏愛濃縮語言。所以詩人是最擅長使用

語言的人，當之無愧。

現代詩以暗示、迂迴的手法對抗嚴苛的政

治環境，被壓抑的無意識世界成為最大自由的空

間。使五四感時憂國的傳統獲得翻轉，使文學語

言避免淪落為政治語言，在封閉政治體制下，抒

情技巧使心靈獲得鬆綁，抒情傳統在最嚴苛的時

代，逐漸建立起來。新批評的風氣使文學詮釋更

加細緻而開放。

觀，歌手王榆鈞以詩譜曲，獨特的嗓音與吉他彈

奏，歌聲清新。

陳教授以他多情詩心，敏感詩情，闡述詩

人獨特的語言意象。所謂人文相對於天文、水

文，人文景觀指在歷史發展、社會變遷中受注目

的人情、人事，既落實於建築、古蹟等文化景

點，也包含非物質的、精神象徵的文化面相。說

演從周夢蝶〈讓〉、鴻鴻〈山不是家──為樂生

而作〉、夏宇〈瘋又清醒整個不相信〉談起，娓

娓道來詩人在臺灣意象、城鄉風景、歷史環境、

族群課題、自我追求、人倫情緣所構築了一個自

為的天地；詹冰〈水牛圖〉、林亨泰〈農舍〉的

圖像詩傳神的表達民情，余光中〈台東〉典雅平

陳芳明教授

（四）現代詩中的臺灣人文景觀──臺灣師範大

學國文系陳義芝教授主講，王榆鈞表演

（趨勢文學說演劇場，3月22日）

由國家圖書館舉辦的「詩情畫意讀臺灣」系

列講座，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作辦理文學說演劇

場首場於本館演講廳舉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陳義芝教授帶領聽眾欣賞現代詩中的臺灣人文景

陳義芝教授主講現代詩中的臺灣人文景觀，王榆鈞小姐編

曲、演唱

陳芳明教授主講現代詩與台灣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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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近人，極富韻律感，陳黎〈島嶼飛行〉創意呈

現，讓人閱讀時一種驚喜雀躍之情油然而起。 

一首又一首的詩作，可以感受到詩人那股背

離傳統的衝勁，詩人對現實的批判、對生命的冥

想、對歷史環境的反思……，為聽眾鋪陳出一幅

幅臺灣人文景觀。詩藝的最高境界就是音樂，歌

手王榆鈞以詩創曲，去除繁複的炫技表現，融合

而內化各種曲風，以最直接而內斂的方式傳遞；

歌聲散發出清新，甜蜜中帶有憂傷與迷幻的特

質，時而激昂、時而柔美，化繁為簡地呈現出自

然且深刻的情感。彈與唱中使詩與音樂的交會更

具有厚度。

（五）有故事的地方：現代詩裡的臺灣社會生活

──臺北大學中文系陳大為教授主講（3月

29日）

陳教授先從文學地景談起，文學協助創造了

地方，所有的都市居民都被自己的身分框限在一

個生活的空間，潛在的生活動線都是有限的，除

非發生意外，否則每一個居民始終只生活在一個

局部，城市正是通過其居民的回憶和創造的故事

被解讀的。

一九三0年代的詩，左翼詩人雖然產生了相當

多以都市為背景的寫作，但其腦中運轉了二元對

立的「都市原罪」思維，缺少故事。一九五0年代

的上海大規模改變人口結構，從「世界的上海」

變成「中國的上海」，一九八0年代宋琳寫下〈兄

弟〉，描繪上海的都市，逆轉了上海詩歌的寫作

路線。宋琳喚醒自己的存在，數百萬進城謀生的

民工縮影，經濟發展數據底下的犧牲品，如此一

來，故事便有了厚度，全是過來人的記憶傷痕。

臺灣詩人羅門的〈「麥當勞」午餐時間〉，

從速食餐廳看老中青不同世代所反映的社會現

象，「麥當勞」引進臺灣之初，不同年齡層的消

費模式，老年人枯坐成一棵老松，完全疏離被冷

落一旁。陳克華〈在晚餐後的電視上  〉，藉由

一位年輕父親的角色直白描述日常生活，鯨向海

〈致好兄弟〉幽默表達臺灣的民間信仰，李進文

〈大選之後小唱〉，以詩調侃臺灣的選舉事件。

這場演講的內容「一個有故事的地方」，雖以臺

灣為中心，但擴大到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

等華文社會，算是一種對照，也可作為一種共通

觀察點。

（六）臺灣現代詩的情與思──亞洲大學外語系

簡政珍講座教授主講（4月12日）

簡政珍教授主講臺灣現代詩的情與思

 簡教授在層巒疊起的詩行間，引領聽眾探索

陳大為教授主講現代詩裡的臺灣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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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世界，情感與情緒是不同的，知道、瞭解、

感受分屬不同層次。〈在臺北等一句〉表達情感

的過程，〈井邊物語〉呈現詩的調皮，〈聽蟬〉

藉由寫動物表達從理念到解脫，〈夜色〉呈現單

調無聊的現實生活，情節非常明晰。簡教授指

出，成長經常意味語言的概念化，概念化意味語

言的僵化，三歲孩童的童語：「我們喝一點水讓

魚在肚子裡游泳，好不好？」，語法讓人驚豔。

詩是意象思維，以意象觀照人生。

所謂意象的特質，表達物象的投影，展示細

節的當下、當下時空的迴響、物象的臨即感，生

命的舉手投足。意象牽引敘述，〈初冬之詩〉描

述瞬間變化，是由意象串連完成的詩作，〈我們

一起〉以廚房比喻愛情，〈四點鐘的約會〉表達

詩中人與詩人的相應與對應。意象沈默的本質，

不是啞巴式的無言，而是語言趨於飽滿的狀態。

全場演講簡教授以溫柔敦厚的詩心，滋潤理性的

解析詩作，以紮實的詩學將詩中豐沛的情感昇華

為哲思。

（七）詩中有歌，歌中有詩：由現代詩到流行曲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沈冬教授主講

（趨勢文學說演劇場，4月26日）

詩自古即可譜曲傳唱，當今許多詞曲創作

者即是詩人，余光中、胡適的詩即是一例。詩

中有歌？歌中有詩？那麼，它究竟是「詩」還是

「歌」呢？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沈冬教授主講

「詩中有歌，歌中有詩－由現代詩到流行曲」，

由音樂的角度出發，爬梳近現代歌曲中源自於現

代詩，或歌詞富饒文學意趣的歌曲作品，引領聽

眾一窺「詩中有歌、歌中有詩」的音樂文學殿

堂，詩如何進入臺灣社會的流行歌曲譜系臺灣音

樂時空。

特別一提此次演講搭配部分珍貴歷史錄音，

以還原當年情境，藉由介紹這些詩樂合一的傑出

之作及其作者，並試圖分析探究這些作品所以膾

炙人口、傳唱不歇，箇中道理何在。探討的作品

橫跨了本來互有重疊的學堂樂歌、藝術歌曲、流

行歌曲；介紹的詞人曲家，上起於民國初年的

李叔同（1880-1942），五四以來的胡適（1891-

19 62）、趙元任（1892-1982）、黃自（1904-

1938）、韋瀚章（1906-1993）、劉雪庵（1905-

1985）、陳蝶衣（1907-2007），以及臺灣的鄧雨

賢（1906-1944）、周添旺（1910-1988），下迄於

七０年代的周藍萍（1926-1971）、余光中（1928- 

）、莊奴（1922- ）等人。

詩本來在韻文的脈絡裡，詩人獨領風騷，到

了現代，隨著音樂專業分工，更著重歌者、編曲

者的表現。詩中有歌，歌中有詩，最終還是合成

一體。這場充滿時代脈動與人情血肉的近現代音

樂史演講，更加表現詩歌多采多姿的燦爛。

三、意見迴響及結語

春季閱讀活動主題是閱讀臺灣，係初次嘗

試，本館在規劃邀請講座之際，再三討論，咸希

望讀者能從詩當中看見臺灣的不同面貌。每場演沈冬教授主講由現代詩到流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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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活動皆進行問卷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平均而

言，對於講題符合推廣閱讀活動主題均達99%以

上，對於主講者的滿意度講亦達95%以上，工作人

員的服務滿意度亦達99%以上，顯示讀者非常肯定

本館所辦理的春季閱讀講座。由於閱讀臺灣主題

是首次舉辦，講座深具人文素養及深度，讀者對

此創舉多表肯定，並建議可再增加場次，以免內

容太豐富，聽不過癮。其它建議事項：增加多舉

辦歷史類知識性講座、散文賞析、藝術、地理、

音樂等、介紹國外譯注經典。另活動辦理時間某

些場次可安排在周日（因周末常有事）、可以地

域概念介紹臺灣詩人作品、可舉辦古典詩或新詩

朗頌會，稍延長講座時間，因內容豐富，無法太

詳盡解釋。

各場主講者準備充分，演講引經據典，現場

聽眾發問踴躍。有聽眾提出臺文古典詩列入教學

綱要、詩中所反映的是歷史或文學、日治時期來

臺日人其漢文造詣為何頗高、臺灣這塊土地感情

的認同、詩句中的闡釋、沒有具體化的寄託，如

何表達情感？現代詩與古典詩的不同？現代詩可

以教嗎？主講者以豐富的學識、獨到的見解，逐

一回答和現場聽眾互動熱烈。文學創作來自生命

的悸動，文學欣賞來自文學作品對自我生命的興

發感動，主講者認為去除陌生、偏見，應從「閱

讀」開始。

詩是心靈最美的聲音，在種種繽紛喧囂世

界，有講座於演講中鼓勵大家在安靜中閱讀，

在閱讀中享受孤寂和獨處，追求心靈的對話、體

察、思考與觀想，化煉生命經驗。內容決定文學

表現的形式，時代的潮流無人可以抵擋，傳統作

品再閱讀一次，生命力就重新展現，講座勉勵大

家慢讀、細讀、大量反覆閱讀，很多經典作品在

重新閱讀後，更可彰顯其藝術價值。閱讀是沒有

時空國界的藩離，歡迎到國圖聆聽閱讀講座，打

開一本書，體驗書裡的洗鍊哲思，並從中獲得閱

讀的喜樂。

滿滿幸福的聆聽觀眾

陳義芝教授與王榆鈞小姐為民眾簽名

陳大為教授為聽眾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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