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9 

       現代詩選 

    ~啊，詩從何處尋？在細雨下，點碎落花聲！ 

         在微風裡，飄來流水音！在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孤星。（宗白華）~ 

 
壹、如何詩歌？怎樣文學？ 

    莎士比亞曾說：「詩人的眼睛轉動，由天宇眺望到地面，又由地上眺望到天空；而用幻想
使那些不可知的事物現形，詩人的筆描繪了它們的形象，賦給虛無縹緲的事物以方位和名字。」

在萬古洪荒的時代，第一個發現雲的美、花的香的人，當他由衷發出一聲驚嘆，那就是最原

始的詩歌！然後詩人用文字符號，把他眼中所見的美好羅縷記存，與他人分享──於是我們

有了文學！ 
＊牡丹花深處／一隻蜜蜂／歪歪倒倒爬出來哉(松尾芭蕉俳句) 

 
一、何謂意象？──貓在鋼琴上昏倒了 

    「詩就是理想的樹，一顆閃耀的雨滴」（顧城）。寫詩就是創作意象，詩人把心中的理念
情意，轉化成為具體的物象，以傳達到讀者心中；讀者再由物象還原出詩人心中的意念。所

謂「情景交融」，意象的營造正是要求能達到這種境界。在文學藝術創作中，詩人透過印象的

提煉和昇華，具體地把握事物形象和本質，藉由精煉的文字而呈顯出一種豐富的藝術感染力、

一種深刻的境界。 
    詩人白靈在一首詩的誕生中，對意象有如下的說明： 
意是意，象是象。分則散文，合則為詩。意即情，象即景，意象即情景，而情景二字過於熟

爛，故可稱為虛實。大致來說，「意象」、「情景」二詞對寫景詩句或某些的比喻的解析上有其

侷限，「虛實」一詞則較具彈性。三者 (意象、情景、虛實)共同的場合如下舉三例均可分析。 
1. 水流→景、象、實；心不競→情、意、虛；水流∕心不競→合則為詩，拆開不是詩。 

2. 雲在→景、象、實；意俱遲→情、意、虛；雲在∕意俱遲→合則為詩，拆開不是詩。 

3. 是誰傳下詩人這行業的→情、意、虛；黃昏裡掛起一盞燈→景、象、實； 

   是誰傳下詩人這行業的∕黃昏裡掛起一盞燈→分則散文，合則為詩。 

4. 我的靈魂啊→情、意、虛；陰影裡的百荷花→景、象、實； 

   我的靈魂啊∕陰影裡的百荷花→分則散文，合則為詩。 

 
二、何謂象徵？ 

    象徵(symbol)是指用具體的事物寓意某種特殊的意義。即透過暗示﹑隱喻等，來引發更深
入的聯想。詩人覃子豪在現代詩論中說道：「那就是把一種無形的抽象理念，藉有形的具象而

表現成的藝術。」指的是抽象意念和具體物象之間的關係。簡言之，「象徵」就是將抽象的事

物，以具體的意象來表達。例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

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遊子吟）」，「春暉」象徵「母愛」；「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青

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象徵女主人在家的孤寂之感。 

＊ 其他如：水（柔軟、流動、清澈）；星星（光明、渺遠）；上帝（權威、主宰）；撒旦（邪

惡、亂世）；維納斯（愛、關懷）；狐狸（假、不光明）；貓（柔軟、溫馴、神秘）……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140 

※雁∕白萩 

 我們仍然活著。仍然要飛行∕在無邊際的天空∕地平線長久在遠處退縮地引逗著我們∕ 

 活著。不斷地追逐∕感覺它已接近而抬眼還是那麼遠離∕天空還是我們祖先飛過的天空。 

 廣大虛無如一句不變的叮嚀∕我們還是如祖先的翅膀。鼓在風上∕ 

  繼續著一個意志陷入一個不完的魘夢∕在黑色的大地與∕奧藍而沒有底部的天空之間∕ 

 前途祇是一條地平線∕逗引著我們∕我們將緩緩地在追逐中死去，死去如∕ 

 夕陽不知覺的冷去。仍然要飛行∕繼續懸空在無際涯的中間孤獨如風中的一葉∕ 

 而冷冷的雲翳∕冷冷地注視著我們。                               (七十年代詩選) 

【賞析】 
1.整首詩是一個完整的象徵結構，是寫「人」的奮鬥，「( 雁  )」象徵詩中的「人物」。 
2.「(天空 )」、「(地平線)」、「(夕陽 )」、「(雲翳 )」等是象徵「事物」，結合為追求生命的歷程。 
3.外來的挫折有：(1)雲翳/冷冷地注視著---(2)地平線長久在遠處退縮地引(3)夕陽不知覺地冷去 
 
三、譬喻更具象 

    譬喻就是讓具象的更具體，抽象的也能具象的一種寫作技巧。形象是連接作者與讀者重
要的橋樑，因為它傳達了作者的意念，同時也讓讀者接收，但什麼形象才容易被接受？這形

象必須是大家公認、能了解的。如「月亮像一條船」、「血管是大地的河流」、「憤怒像土石流」…… 
※象徵與譬喻的區別：題材上譬喻往往針對部分章句，象徵常牽涉到全篇；表達上譬喻較明

確，象徵較曖昧；結構上譬喻均可轉換為明喻的標準形式，象徵只有意象，不能轉換；意象

上喻體與喻依各自獨立，象徵卻與意象結合為一。 
◎文字的精靈： 

1.一個健偉的靈魂／跨上了時間的快馬（覃子豪） 

2.相思是不作聲的蚊子／偷偷地咬了一口／陡然痛了一下／以後  便是一陣底奇癢(聞一多) 

3.我仍是一塊拒絕融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體的堅度(余光中) 

4.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顧城) 

5.忽然想起／但傷感是微微的了／如遠去的船／船邊的水紋……（敻虹） 

 

日常語言 文學語言 

完成目標的步驟 給夢一把梯子（白靈） 

在夢中相逢 夢是一條絲／穿梭那／不可能的／相逢(敻虹) 
第一排學生在背英文、讀日

文；最後一排學生則睡著了 
第一排學生有人咬著英文單字／有人抓住片假名不

放／末排的學生已按照順序／去周公家裡(渡也) 
◎練習： 

1.觀音山與大屯山遙遙相望：                                                     

2.群山起伏：                                                                   

3.蠟燭的光熄滅了：                                                             

 
貳、作者簡介 

一、林亨泰的鄉土圖像 

    六○年代是臺灣文學西化傾向特別狂熱的時期，但也是本土精神重新甦醒的時期，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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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吳濁流所主導的《臺灣文藝》發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就在這關鍵性的同一年，林亨

泰與詹冰、桓夫、錦連等十二人也創立了「笠詩社」，發行《笠詩刊》，與《臺灣文藝》成為

嗣後臺灣文學的重要歷史見證。 
(一)創作歷程： 

  林亨泰 1947年，加入「銀鈴會」，滿懷社會改革的理念，1956年，又參與「現代派運動」，
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64年，籌組「笠詩社」，《笠》詩刊之命名是林亨泰的傑作，同時撰
稿與編輯的重擔也幾乎全落在他身上。六八年出版《現代詩的基本精神：論真摯性》評論集

後，更是確立他在詩論與詩評方面的穩固地位。他致力於「時代性」與「本土化」，認為「現

代」與「鄉土」並不衝突，「現代」的成果必定落實於「鄉土」之上。林亨泰對中國詩（即臺

灣詩）的「文藝復興」抱有殷望，認為文藝復興的契機端視能否創作出「世界的詩」「人類的

詩」，足見其所謂本土精神是一種開放性的追求，而非封閉性的自限。蕭蕭則將林亨泰譽為「臺

灣詩壇的哲人」，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稱其詩「冷如匕首」，「力道熱如鮮血」：冷的是言語的

削減、情緒的濾除；熱的是生命的活力、物理的沉思。其詩歌創作的宗旨在於闡發人性，表

現現實。林亨泰所呈現的現實主義美學充滿鄉土色彩，表現本土意識，注意社會問題，並且

具有實驗性。（蕭蕭臺灣新詩美學） 
 
(二)風景二首： 

  林亨泰五○年代實驗性的作品，最廣被爭論的恐怕是〈風景〉二首了。〈風景〉No.1的
「農作物」與 No.2的「防風林」都是農村景觀的一環，農作物是農人的希望之所寄，防風林
則是此一希望能圓滿完成的保證之一，因此二者構成的不只是外在的自然景觀，它們同時是

農人精神上的內在風景。兩首詩首段形式完全相同的迴環設計，由於空間位置的不同敘述，

而產生不一樣的意義效果：農作物是左右延伸的，它傾向無邊舒展的意味，防風林則是內外

擴展的。於是可以如此切入兩首詩的意義中心：農作物的風景是一種熱切的期盼，而防風林

則是一種不安的隱憂，因此與農作物相呼應的當然是充滿陽光的等待與盼望了。相反的，防

風林那種「防風」所具有的抗拒意味，與海、波的威脅架勢，形成了緊張的對峙關係。如此

對觀，二首風景仍可視為《鄉土組曲》的變奏，它們仍然是林亨泰從土地的實質感情中提煉

出來的「心境」。 
  林亨泰談自己的這兩首詩的創作背景：「我這兩首風景是在溪湖到二林的途中坐在巴士上

完成的。……從車窗眺望遠景，防風林一排一排，車快速的飛過，這種現代交通工具的因素，

會促進我們認識論的變化。不過，這並非是排列的，它朗誦起來非常好聽，有其音樂性，所

謂音樂性是指順著時間前後而發展的。……我可以一行一行、一個字一個字，讓它慢慢呈現

出來，所以它是有發展性乃至深度感的，現在問題在於看這二首風景詩時，有沒有經過前面

所說的認識論顛覆，如果有，我那『風景』是一種『立體的存在』，如果沒有，便只能淪為『平

面圖案』罷了。……我讓每一個存在都有它井然的秩序，第一個『防風林』跟『的』的互相

關係，以及『的』跟『外邊』、『還有』都有存在的關係，讓這關係顯現出來，產生了戲劇效

果。」（資料來源：陶保璽，臺灣新詩十家論） 
 
(三)圖象的視覺美： 

  現代詩與古典詩最大的不同莫過於打破了固定的形式結構，不論字數、句數的多寡或位

置的安排，都已得到充分自由的揮灑空間。也由此營造出有別於古典詩的聲律美，同時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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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了視覺美。這就是圖象詩的特色。所謂圖象詩是以文字的組合排列，企圖顯映圖象和使

文字意義具體化的行動。(如詹冰＜水牛圖＞、及羅青＜早起打呵欠時所見＞) 
 
二、鄭愁予的古典夢土 

(一)創作歷程： 
    「鄭愁予」是筆名，取自屈原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
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及辛棄疾菩薩蠻詞：「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之中「正愁余」的

諧音。「愁予」就是使我憂愁。此一筆名可以看出詩人一開始想走的就是抒情的路。前期詩風

婉約動人，繼承了傳統詩詞的音韻感，又能將古典意象契入現代情境中，且往往帶著幾分淡

淡的哀愁，以及漂泊的離愁別緒；後期詩風迭有變化，少了原有的那一股近乎宋詞的愁滋味，

也少了那種迷人的浪子情調，此時期的鄭愁予對生命體悟較深沉，生活中的平凡事物都能入

詩，字裡行間隱含著一種不經意的禪趣。 
  鄭愁予早年出版過三本詩集：夢土上（四十四年），衣缽（五十五年），窗外的女奴（五

十七年）。楊牧一再讚賞鄭愁予，說：「鄭愁予是中國的中國詩人，用良好的中國文字寫作，

形象準確，聲籟華美，而且是絕對地現代的。」說：「愁予赫然站在中國詩傳統的高處。」說：

「愁予繼承了古典中國詩的美德，以清楚乾淨的白話，又為我們傳達了一種時間和空間的悲

劇情調。」應該是指著這一時期的作品。余光中說他是「浪子」，瘂弦說他是「謫仙」，也應

該是窗外的女奴之前的作品。這以後的鄭詩，則尚待識者的肯定。（蕭蕭《現代詩入門》） 
 
(二)美麗的＜錯誤＞： 
      ＜錯誤＞一詩完成於民國 43年，當時作者才 22歲。如以民國 54年為界，這首詩屬於前
期作品，具飄逸韻致及夢幻風格。並表現純粹中國句法，完全不受當代詩壇「橫的移植」流

風之影響。如果要深入整首作品的思想義涵，通常要深入了解作家的生命經驗，因為某些生

命經驗往往能觸發創作。曾有人問過鄭愁予，這首詩是否為詩人的經驗之作？他回應說：「有

人以為這是詩人流浪生活的一些體驗，這也是對的，這並不是紀錄一個時間的事情，而是把

片片段段的生活經驗整理起來，最後寫成了這些作品。我說過自己因為逃避敵人，走過許多

地方，看見許多不同的情景，如等待中的婦人，我母親就是很好的例子，那時候我父親在前

線作戰，她便跟我相依為命，成了這首詩最根本的因素。」 
 
浪子流浪－過  
    「浪子意識」一直是貫穿鄭愁予作品的主題。如他的詩作中「孤飛的雁是愛情的隕星」＜
黃昏的來客＞「別離的日子刻成標高，我的離愁已聳出雲表了。」＜雪線＞。而浪子予人的

形象是落拓不羈，充滿漂泊之感。過客或許會為某些人事物停留，但通常是短暫的停留，甚

至是「過而不留」。在本詩中作者明白點出「我打江南走過」「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所

以詩中的「我」是抱著沒有歸宿心態的浪子。他的狀態是匆匆而「過」。 
 
思婦等待－歸  
    「閨怨」題材是到處可見的，如台灣的民謠〈望春風〉：「聽見外面有人來/開門加看覓/月

娘笑阮憨大呆/被風騙不知」。就是在描寫痴心女子期待落空的失望。＜錯誤＞詩中的女子（你）

處於漫長等待的狀態。鄭愁予的另一首詩＜情婦＞可與之作一對照。思婦是中國「閨怨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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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形象，也是傳統女子堅貞而寂寞的形象，這種思婦的形象在中國古典詩詞亦多常見，

如溫庭筠的〈望江南〉(參見補充詩選)，詩中的女子「獨倚望江樓」，一個人獨自面對時空的

寂寥，不斷地盼望「良人的歸來」，思念到最深的境界是「腸斷白蘋洲」。又如王昌齡＜閨怨

＞(見補充詩選)，以春日陌頭的楊柳青青反襯少婦無人陪伴的悲愁，點出功名富貴的虛幻，只

有兩人能相守才是最真實的存在。 
 
古典意象 
詩中使用了許多中國古典詩的意象，如「蓮花」、「小小的城」、「青石街道」、「跫音」、「春帷」、

「窗扉」、「馬蹄聲」等，這些元素的組合，充分表現出此詩之閨怨主題。 
＊「錯誤」詩中運用的古典詞彙： 
⊙江南：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龜年）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白居易憶江南） 

⊙蓮花：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漢樂府江南可採蓮） 

⊙東風：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李商隱無題）；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虞美人） 

⊙柳絮：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裡無尋處。（馮延巳鵲踏枝） 

⊙向晚：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李商隱登樂遊原） 

⊙馬蹄：春風得意馬蹄疾。（孟郊登科後詩） 

 
参、國學常識──現代詩簡介 

一﹑大陸時期： 

（一）嘗試時期： 
胡適《嘗試集》是中國第一本白話新詩集,出版於民國九年，此後中國新詩正式進入草創階段。 
＊特色：1.形式的解放。 2.白話的實驗。 3.詩質貧乏，詩路不廣。 4.流行小詩的創作。 
＊代表人物：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俞平伯﹑宗白華等人。 
（二）新月時期： 
此期新詩運動的核心是在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晨報停刊後，徐志摩等人又創辦《詩刊》，

由新月書店出版，故此其可稱為「新月時期」。 
＊特色：1.文字的駕馭較前期純熟。 2.特別重視辭藻﹑意象的美化。 3.新格律產生，形式整
齊，致有「方塊詩」﹑「豆腐乾體」之譏。 4.注重節奏與押韻，辭意幽雅，聲韻和諧。 5.篇幅
較前期長。 6.敘事長詩開始有人創作。 
（三）象徵時期： 
李金髮引進法國象徵派詩的手法，進入新詩的象徵時期。 
＊特色：1.反對格律，注意詩的自然音節。 2.喜歡醞釀神秘﹑詭異的氣氛。 3.語言生硬晦澀。  
（四）抗戰時期： 
抗戰開始，詩人以沾滿熱寫的筆，寫出沸騰的詩歌。 

＊特色：1.採用「朗誦詩」的形式。 2.主題意識充滿了對國家的忠愛、民族的感情、鄉土的
繫念、社會的關懷。 3.普遍流於口號式的呼喊，常作概念化的表達，熱情有餘，藝術不足。 

＊代表人物：臧克家﹑卞之琳﹑何其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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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時期： 

（一）奠基時期：1920~1932 
＊特色：1.反映被壓迫者的反抗心聲。 2.從熱情走向冷酷，由雄心壯志步入悲觀失望。 
＊代表人物：楊守愚﹑楊華﹑賴和﹑虛谷﹑陳奇雲等人。 
（二）成熟時期：1932~1937 
＊特色：1.著重於社會寫實。 2.超現實主義的個人抒情。 
＊代表人物：夢湘﹑王登山﹑楊熾昌﹑林修二等人。 
（三）抗戰時期：1937~1945 
＊特色：1.浪漫的個人抒情。 2.理性的大我抒情。 
（四）反共時期：1950~1953 
國民政府撤守台灣後，反共詩歌日漸蓬勃，成為台灣詩壇最大的特殊景象。 

＊特色：1.激勵民心，鼓舞士氣。 2.缺乏優異的藝術價值。 
 
（五）輝煌時期： 
1.現代詩社： 

民國 42年，紀弦創辦《現代詩》季刊。43年成立「現代詩社」，奠立了他在文學史上「現代
詩運動」先驅者的地位。先後加盟者多至百餘人，聲勢浩大，延續大陸時期戴望舒等人在上

海諈麗的現代派命脈，同時吸收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現代詩精神」，故亦稱「後現代派」。「現

代派」植根於現代主義，以「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行新詩的現代化」為職志，提出六信條，

其中影響詩壇較大，同時也備受指責的是「橫的移植」此一觀念的強調。此派後來雲流星散，

但主要成員如紀弦、楊喚、方思、鄭愁予、林冷、林亨泰、商禽等人，都成為詩壇上引人注

目的大家。而白話詩之改稱「現代詩」，更是「現代派」詩人橫掃詩壇的結果。 
＊特色：1.認為新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 2.追求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 

3.知性之強調。 4.力主詩的純粹性。 
◎現代派詩社的詩論「六信條」  
(1)接受西方的經驗及影響。 
(2)立「現代派」，認為新詩為「橫的移植」，重現世、輕傳統，強調知性，排斥情緒之告白。 
  (「橫的移植」：探索歐美文學中人性的精神根源，如夢、潛意識、欲望等，及其藝術表現 
  形式、意象經營，並打破語言規範）。 
(3)刻意求新的創造精神。 
(4)反浪漫主義、重知性。 
(5)對文學本體的追求(追求詩的純粹性)和精英式美學觀念。 
(6)適應政治環境的口號：反共、愛國、追求民主自由。 
 

2.藍星詩社： 

受了紀弦的刺激，覃子豪﹑余光中﹑鍾鼎文等人於 43年 3月成立「藍星詩社」。 
藍星的開創者以覃子豪（前期）及余光中（後期）為代表，羅門是現代派的跳槽。余光中自

格律的枷鎖掙脫開以後，造成一種唯美與新古典派，唐詩宋詞的影響到處可見。 

⊙相對於「橫的移植」，另有「縱的繼承」：強調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吸收、轉化。 
＊特色：是一個不講組織的詩社，沒有社長，沒有主義，是針對紀弦的反動，作風傾向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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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論主張： 
(1)詩的再認識：詩的意義在於注視人生本身，表達嶄新的人生境界。 
(2)創作態度應重新考慮：撻伐「難懂」的詩。 
(3)重視實質(真實性、有主旨)及表現的完美(中肯刻劃)。 
(4)尋求詩的思想根源：新思想的產生來自對人生的理解及生活體認。 
(5)從準確中求新表現：詩的創作必須精微嚴密  
(6)風格是自我創造的完成。 
 

3.創世紀詩社： 

民國 43年雙十節，張默﹑洛夫﹑瘂弦亦創辦「創世紀」詩刊，組「創世紀詩社」，與「現代
詩社」﹑「藍星詩社」相互抗衡，影響台灣詩壇近 20年。 

＊特色：1.倡導超現實主義。 2.舉辦各項詩活動，編選各類詩選。 
4.笠詩社： 

詩刊創於民國 53年，「笠」的精神就是拙樸踏實，是 70年代初唯一能與「創世紀」抗衡者。 

＊特色：1.鄉土精神的維護。 2.新即物主義的探求。 3.語言的訴求上未至圓熟。 
 
（六）新生代飛揚時期： 
詩壇進入 70年代以後，新生代詩人紛紛合組詩社，一時盛況空前，出版的詩刊共有 20幾份，
影響力最大的有《龍族》﹑《大地》﹑《詩人季刊》﹑《草根月刊》﹑《秋水詩刊》五份。 
＊特色：1.詩人的生活語言與文學語言沒有差距。2.期望創造新的中國文化。3.知識水準提高。 
＊代表人物：林煥彰﹑施善繼﹑蕭蕭﹑陳芳明﹑蘇紹連﹑林明德﹑羊子喬﹑羅青﹑向陽等。 
 
◎現代詩在台灣：三十多年來，前半期是由「現代詩」、「藍星」、「創世紀」引領風騷，而後

半期則由「笠」及「創世紀」以及新生代詩人群而造成群雄並起的形式；「葡萄園」、「秋水」、

「陽光小集」等目前仍繼續耕耘，台灣現代詩壇也呈現多元化發展。 
 

※台灣詩壇三大詩派── 

1.現代詩派：紀弦、楊喚、鄭愁予、蓉子 → 揭櫫現代精神 
2.藍星：覃子豪、余光中、周夢蝶、羅門 → 比較尊重傳統、社會性不強 
3.創世紀：張默、洛夫、瘂弦 → 軍旅詩人，有較濃的政治色彩  
 
※早期現代詩簡表： 

派別 詩風 主要詩人 

創造社 浪漫主義 郭沫若 
文學研究社 現實主義 朱自清、周作人 
小詩派 抒情、哲理 冰心 
象徵派 象徵主義 李金髮﹑戴望舒﹑郭沫若﹑穆木天﹑馮至 

沉鐘社 情感濃郁深沉 馮至 
新月派 新格律詩 徐志摩、聞一多﹑卞之琳﹑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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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派 反現實主義 戴望舒 
中國詩歌會 現實主義 艾青 

 
※臺灣現代詩的發展與流派簡表： 

(取材自龍騰文化教學資源) 
 
肆、情詩精選──眾 聲 喧 嘩 ， 你 是 唯 一 的 高 音

(一)七哀∕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 

  借問嘆者誰？言是客子妻。 

    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語譯：明月照在高樓上，流動的月光緩緩

地移動著。樓上哀愁的思婦，嘆息聲中有著

無盡的哀傷。請問嘆息的人是誰？她自稱是

遊子的妻。夫君遠行已超過十年，孤獨的我

常是一人生活。夫君就像路上飛揚的輕塵，

我就像地上濁水中的汙泥。浮沉各異，何時

才能和諧相會？我願化為西南風，遠飛入您

懷中，但你若不敞開胸懷，我又能依靠誰呢？ 
(二)閨怨∕王昌齡 

    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三)夢江南∕溫庭筠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    

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語譯：梳洗整齊，在樓上獨自倚靠在欄杆

望著江面，經過一艘艘的帆船，都不是她所

等待盼望的。夕陽餘暉含情脈脈地照在她的

流派 特色 重要詩人 

現代派 

民國四十二年紀弦在臺灣創辦現代詩季刊，

組成「現代詩社」，後成立「現代派」。在新

詩創作上，主張學習法國波特萊爾，「認為新

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強調知性，

排斥情緒的告白，追求詩的純粹。 

紀弦、楊喚、鄭愁予、林泠、

商禽、方思﹑楊喚﹑林亨泰﹑

羅門 

藍星詩社 

為反對紀弦「橫的移植」而設立，詩風大抵

偏向抒情。不講組織，沒有社長，沒有標榜

主義。尤其余光中詩篇融通古典與現代語

言，成果豐碩，蔚為一家。 

覃子豪、余光中、周夢蝶、羅

門、蓉子、向明、敻虹、夏菁﹑

鍾鼎文﹑鄧禹平、葉珊﹑張健﹑

方莘﹑吳宏一 

創世紀詩社 

民國四十三年，洛夫、張默創立創世紀詩刊，

隨後加入瘂弦，三人號稱「創世紀鐵三角」。

作品中表現超現實主義之色彩。舉辦許多詩

的活動，出版詩集，推廣詩教。 

張默、洛夫、瘂弦、辛鬱、管

管、葉珊、渡也、馮青大荒﹑

葉維廉﹑商禽﹑汪啟疆 

笠詩社 

民國五十三年成立，為代表本土意識的詩

派。其發起人陳千武、林亨泰等，認為詩的

創作應回歸到現實生活鄉土情懷。改變了臺

灣詩壇晦澀的詩風，以樸質、清新風格，為

臺灣現代詩開闢另一境界。 

陳千武、林亨泰、陳秀喜、白

萩、李魁賢、詹冰、桓夫﹑趙

天儀﹑飛馬﹑李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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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龐，江水悠悠地流向遠方，在白蘋花盛開

的洲渚上，她早已柔腸寸斷。  
 
(四)八聲甘州∕柳永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

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

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嘆

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顒望，

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

正恁凝愁。 

＊語譯：黃昏時瀟瀟驟雨灑滿江天，這秋經

過一番洗滌顯得清冷。霜風漸漸淒寒，山河

日漸蕭瑟，夕陽照在樓上。此處花草凋零，

人事逐漸變異，只有長江的水，無語向東流。

不忍登上高樓遠望，遙望故鄉，思鄉的心情

像江水東流般難以收拾。感嘆這幾年到處漂

泊，因何事而久留他鄉？料想閨中佳人在家

中抬頭凝望，好幾次都誤認天邊船兒是歸

航。怎知我也倚著欄杆，正這般愁結無解。 
 
(五) 等你在雨中∕余光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蟬聲沉落，蛙聲升起 

  一池的紅蓮如紅焰，在雨中  

  你來不來都一樣，竟感覺 

  每朵蓮花都像你 

  尤其隔著黃昏，隔著這樣的細雨 

  永恆，剎那，剎那，永恆  

  等你，在時間之外  

  在時間之內，等你，在剎那，永恆（節錄） 

 

(六) 一棵開花的樹∕席慕容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路旁 

 

  陽光下 

  慎重地開滿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當你走近 

  請你細聽 

  那顫抖的葉 

  是我等待的熱情 

 

  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那是我凋零的心 

 

(七)情婦∕鄭愁予 

  在一青石的小城，住著我的情婦 

  而我什麼也不留給她 

  祇有一畦金線菊，和一個高高的窗口 

  或許，透一點長空的寂寥進來 

  或許……而金線菊是善等待的 

  我想，寂寥與等待，對婦人是好的 

  所以，我去，總穿一襲藍衫子 

  我要她感覺，那是季節，或 

  候鳥的來臨 

  因我不是常常回家的那種人 

 
(八)愛的辯證  （二式）∕洛夫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  

 式一：我在水中等你  

水深及膝  

淹腹  

一寸寸漫至喉嚨  

浮在河面上的兩隻眼睛  

仍炯炯然  

望向一條青石小徑  

兩耳傾聽裙帶撫過薊草的窸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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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  

月月  

千百次升降於我脹大的體內  

石柱上蒼苔歷歷  

臂上長滿了牡蠣  

髮，在激流中盤纏如一窩水蛇  

   

緊抱橋墩  

我在千尋之下等你  

水來我在水中等你  

火來  

我在灰燼中等你  

   

  式二：我在橋下等你  

風狂，雨點急如過橋的鞋聲  

是你倉促赴約的腳步？  

撐著那把  

你我共過微雨黃昏的小傘  

裝滿一口袋的  

雲彩，以及小銅錢似的  

叮噹的誓言  

   

我在橋下等你  

等你從雨中奔來  

河水暴漲  

洶湧至腳，及腰，而將浸入驚呼的嘴  

漩渦正逐漸擴大為死者的臉  

我開始有了臨流的怯意  

好冷，孤獨而空虛  

如一尾產卵後的魚  

篤定你是不會來了  

所謂在天願為比翼鳥  

我黯然拔下一根白色的羽毛  

然後登岸而去  

非我無情  

只怪水比你來得更快  

一束玫瑰被浪捲走  

總有一天會漂到你的手中 

 

(九)賦別∕鄭愁予 

這次我離開你，是風，是雨，是夜晚；  

你笑一笑，我擺一擺手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 

念此際你已回到濱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濕了的外衣， 

而我風雨的歸程還正長；  

山退得很遠，平蕪拓得更大，  

哎，這世界，怕黑暗已真的成形了... (節錄) 

 

(十)寂寞的人坐著看花──東臺灣小品之一 

                             ∕鄭愁予 

山巔之月 

矜持坐姿 

 

擁懷天地的人 

有簡單的寂寞 

 

而今夜又是 

花月滿眼 

從太魯閣的風檐 

展角看去 

雪花合歡在稜線 

花蓮 立霧於溪口 

谷園雲壤如初耕的園圃 

坐看峰巒盡是花 

則整列的中央山脈 

是粗枝大葉的         
＊說明：此詩雖為晚期之作，又有返回早期

風格的痕迹，不過已非單純感性而添入「思

維」色彩（如擁懷天地的人／有簡單的寂寞；

描寫人與山的對坐凝視，都別有哲理意趣）。 
 
(十一) 甜蜜的復仇∕夏宇 

把你的影子加點鹽  

醃起來  

風乾  

老的時候  

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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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最遙遠的距離∕泰戈爾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 生與死， 

而是 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 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而是 明明知道彼此相愛，卻不能在一起。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 明明知道彼此相愛，卻不能在一起， 

而是 明明無法抵擋這份思念，卻還得故意

裝作絲毫沒有把你放在心裡。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 明明無法抵擋這份相思，卻還得故意

裝作絲毫沒有把你放在心裡， 

而是 用自己冷漠的心，對愛你的人，掘了

一條無法跨越的溝渠。  
 
(十三) 夜晚∕智利‧聶魯達 

你已經屬於我。 

請帶著你的夢棲息在我的夢裡。 

愛情,痛苦,工作,此時都應安眠了。 

夜旋轉它隱形的輪軸； 

而在我身旁,你純潔得像熟睡的琥珀。 

親愛的,任何人都不能進入我的夢鄉。 

而你,將與我一同離去，跨過時間的海洋。 

沒有人會伴我在陰影中穿行漫遊。 

只有你,千日紅,永恆的太陽,永恆的月亮。 

你的雙手已張開嬌嫩的拳頭， 

讓那溫柔漂浮的手勢落下,漫無方向。 

你的雙眼緊閉,像兩隻灰色的翅膀， 

而我跟隨著，任由你湧動起來的摺疊的浪攜

帶著我。 

夜晚,世界和風都在捲起自己的命運。 

沒有你,我只不過是你的夢。 

＊說明：這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情詩。當白日

的喧囂已經遠離，夜幕降臨，終於只剩兩個

人，愛人熟睡在自己的身旁。詩人沉浸在這

種平凡又溫暖的幸福中。雖然這只是一個很

日常的場景，但卻令詩人感到難得和珍惜。 
 

 
※白萩＜流浪者＞(參考課外學習讀本) 

 
※詹冰＜三角形＞ 
 
※陳黎＜戰爭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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