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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簡政珍「長詩美㈻」的詩史游標 

蔣美華* 

〔摘 要〕 

1950 年出生的簡政珍，承先啟後著「台灣詩史」的㆗堅㊪祧。考察簡政珍迄今的㈤首長詩，

在台灣詩史㆖的建樹如㆘：（㆒）確立「㆒首長詩」的圓轉結構，首尾環扣，生生不息。（㆓）

建構牽㆒髮而動全身的「意象敘述」長詩美㈻的典範。（㆔）〈放逐與口㈬的年㈹〉詩小說，開

啟了新世紀台灣長詩體製的新變。（㆕）「不相稱」詩美㈻是簡政珍的創見。 

 

關鍵詞：簡政珍、長詩美㈻、台灣詩史、詩質稠密、意象敘述、圓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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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珍迄今長詩創作㈤首，
1
句句㈲如短詩詩質的「意象稠密」，㆕度空間

的「意象敘述」；卓然㉂立於長期以來台灣「散文化」長詩的鬆垮與散漫。 

對照簡政珍 90 年㈹的〈歷史的騷味〉、〈浮生紀事〉、〈失樂園〉㆔首長

詩；2004 年的〈流㈬的歷史是雲的責任〉長詩與〈放逐與口㈬的年㈹〉詩小說，

簡政珍的詩風迥然不同：新世紀以來，其「長句」的頻繁出現，顯示出（㆒）詩

行空間構築從寬的延展到長的縱深，呈顯出在同㆒時間內事件的錯綜變局；（㆓）

標點符號的㈲形空隙，已被稠密意象所稀釋，甚㉃是蒸發。例如〈放逐〉（詩小

說）㆗的 20 字詩行：「在母親沾滿血跡的頭巾㆘睜著大眼睛隱藏心事」、「㆞

底㆘油亮的烏㈮提供㈦㆒○個出兵的理由」、「凱達格蘭大道那棟紅色建築所掌

控的語言體系」、「生命最後的奢望是政客的唇舌能㈲具體的輪廓」、「據說凱

達格蘭大道繼續以口㈬洶湧成浪」――如將這 20 字的㆒個詩行，分成兩、㆔個

詩行：㆒則文字的空間化，延遲了事件從發生到落幕的迅雷不及掩耳；再則意象

稠密度的稀釋與蒸發，減弱了詩小說的戲劇張力，及其跌宕情節的層疊意象蜂湧。 

「轉喻」舞姿的㆔百㈥㈩度迴旋，曼妙著首尾環扣，生生不息的「圓轉」結

構，是簡政珍長詩風格的獨樹㆒幟。試以〈流㈬〉長詩為例：首行以「流㈬的歷

史是雲的責任」，為這首 183 行的史詩，啟動了迭盪抑揚的滔滔旋律；末行為「雲

的責任不是流㈬的歷史」，完成生生不息的意象環扣。「是」與「不是」的正、

反、合交相辯證，烘托出作者的「虛空」史觀。再如「時／空」的轉喻：「我們

走過的山川／猶如吞吞吐吐的往㈰」；「聲／影」的轉喻：「城市的㆟聲／已經

                                                 
1 簡政珍「長詩㈤首」的出處如㆘：（㆒）〈歷史的騷味〉長詩（1990 年，14 節，204 行），《歷

史的騷味》，台北：尚書，1990 年 12 ㈪，1 版，頁 98-112。（㆓）〈浮生紀事〉長詩（1992 年，

5 節，228 行），《浮生紀事》，台北：㈨歌，1992 年 9 ㈪，1 版，頁 56-74。（㆔）〈失樂園〉長

詩（1998 年，24 節，317 行），《失樂園》，台北：㈨歌，2003 年 5 ㈪，1 版，頁 13-33。（㆕）

〈流㈬的歷史是雲的責任〉長詩（2004 年，11 節，183 行），《創世紀》詩刊 138 期，2004 年

3 ㈪，頁 35-39。（㈤）〈放逐與口㈬的年㈹〉長詩（2004 年，4 部，409 行），《創世紀》詩刊

140-141 期，2004 年 10 ㈪，頁 320-328。㉃於這篇論文所徵引的簡政珍「詩㈻論著」出處如㆘：

（㆒）《語言與文㈻空間》，台北：漢光，1989 年 2 ㈪。（㆓）《詩心與詩㈻》，台北：書林，1999

年 12 ㈪。（㆔）《放逐詩㈻――台灣放逐文㈻初探》，台北：聯合文㈻，2003 年 11 ㈪。（㆕）《台

灣現㈹詩美㈻》，台北：揚智，2004 年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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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之流成為漂浮的暗影」；「㉂然／㆟文」的轉喻：「當我們情感的山色

經由林㈭的盜伐／㈯石的流程原來是言語的瘡疤」。 

這篇論文以〈定位簡政珍「長詩美㈻」的詩史游標〉為題――正文分為：詩

質稠密•詩心矜憫；意象敘述•時空並置；圓轉結構•轉喻舞姿；簡政珍長詩美

㈻在「台灣詩史」㆖的標高等㆕節，以㆘即分述之： 

㆒、「詩質稠密．詩心矜憫」的簡政珍長詩美㈻ 

誠如《論語》所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仁民愛物的悲憫情懷，

當然是做為㆒個「㆟」的必要條件；㉃於如何將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詩心矜

憫」，體現於方寸詩園、遼敻詩境的「詩質稠密」矩陣之㆗，則是「詩㆟」終其

㆒生的詩藝精進修持。 

陳建民讚譽簡政珍的長詩「意象很稠密」――簡政珍的意象，「常會像魔術

方塊的某㆒個㆕方面，突然轉變成另㆒時空的入門，成了另㆒個大面的成份，也

成了另㆒時空的某個靜止的意象，於是繼續他長詩的意象敘述。」
2
台灣的長詩，

之所以經常流於「詩質稀鬆」，簡政珍在〈長詩的發展〉㆒文㆗，認為是「長詩

敘述的量度」所致，恰如「濃湯掺㈬稀釋」（《台灣現㈹詩美㈻》，頁 341、330）。 

艾略㈵於〈傳統與個㆟才能〉㆒文㆗說：「因為詩之所以㈲價值，並不在感

情成份的偉大與強烈；而在藝術過程的強烈，也可以說是結合時，所加壓力的強

烈。」「詩㆟的職務，不是尋求新的感情；只是運用尋常的感情，來化煉成詩，

來表現實際感情㆗根本就沒㈲的感覺。」「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

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然只㈲㈲個性和感情的㆟，才會知道要逃避這個

東西，是什麼意義。」
3
簡政珍在〈詩與現實――早期台灣現㈹詩的現實觀照〉

㆗也說，詩「既要㈲想像，又要㈲逼真感，是對詩㆟極大的考驗」（《台灣現㈹

詩美㈻》，頁 81）；現實與想像，「兩者的辯證持衡，建構了詩的美㈻空間」

                                                 
2 陳建民，〈長詩的㆕種可能――從洛夫、簡政珍、林燿德、陳克華的長詩探索起〉，見國立㆗山

大㈻㆗文系編，《文與哲》第㆓期，2003 年 6 ㈪，頁 237。 

3 艾略㈵，〈傳統與個㆟才能〉，見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津：百花文藝，2001 年 9 ㈪，

1 版 1 刷，頁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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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珍，〈詩化的現實――㈧○年㈹以來詩的現實美㈻〉，《台灣現㈹詩美㈻》，

頁 115）。簡政珍〈結構與空隙〉強調，「詩行的趣味與藝術層面，在於其㆗可

能潛藏的空隙」，
4
空隙「促成結構的銜接進展」；㉃於「解構的縫隙，則是讓

讀者感受到文字間意象間語意的斷層」。（《台灣現㈹詩美㈻》，頁 172、174） 

試以〈流㈬的歷史是雲的責任〉第㈩節例證㆗，其「正言若反」、「反熟悉

化」、「空隙／縫隙」等詩藝的「化煉」，所「辯證持衡」的「現實與想像」的

美㈻空間： 
 

現實經常為口水佈景 

所有的乾旱更增加口沫的需求 

當我們情感的山色經由林木的盜伐 

土石的流程原來是言語的瘡疤 

雲霧的邀約總結成閃電 

放眼所見盡是沾濕的紙張 

我們要如何模擬心靈的書寫？ 

                                                 
4 關於「結構／符號理論」和「解構理論」，請參見：（㆒）古添洪，《記號詩㈻》，台北：東大，

1984 年 7 ㈪；（㆓）周英雄，《結構主義與㆗國文㈻》，台北：東大，1983 年 3 ㈪；（㆔）劉象

愚等譯，《文㈻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北京：北京大㈻出版㈳，2000 年 5 ㈪；（㆕）

高辛勇，《形㈴㈻（符號㈻）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台北：聯經，1987 年

11 ㈪；（㈤）王寧等主編，《西方當㈹文㈻批評在㆗國》，㆝津：百花文藝，2000 年 6 ㈪；（㈥）

高宣揚，《結構主義》，台北：遠流，1990 年 4 ㈪；（㈦）羅伯㈵•㉁斯撰，劉豫譯，《文㈻結

構主義》，台北：桂冠，1992 年 5 ㈪；（㈧）李幼蒸，《結構與意義――現㈹西方哲㈻論集》，

台北：聯經，1994 年 10 ㈪；（㈨）艾德蒙•李區撰，黃道琳譯，《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

陀》，台北：遠流，1987 年 5 ㈪；（㈩）（法）路易•讓•卡爾韋撰，車槿山譯，《結構與符號

――羅蘭•巴爾㈵傳》，北京：北京大㈻，1997 年 10 ㈪；（㈩㆒）（比）J.M.布洛克曼著，李幼

蒸譯，《結構主義》，台北：谷風，1987 年 8 ㈪；（㈩㆓）《結構的時㈹――結構主義論析》，台

北：谷風，1988 年 3 ㈪；（㈩㆔）德希達撰，張寧譯，《書㊢與差異》，台北：麥田，2004 年 5

㈪；（㈩㆕）楊大春，《德希達》，台北：麥田，2004 年 5 ㈪；（㈩㈤）歐崇敬，《從結構主義到

解構主義》，台北：遠流，1990 年 4 ㈪；（㈩㈥）楊大春，《後結構主義》，台北：揚智，1996

年 5 ㈪；（㈩㈦）楊大春，《解構理論》，台北：揚智，1996 年 8 ㈪；（㈩㈧）克里斯多福•諾

利斯撰，劉㉂荃譯，《解構批評理論與應用》，台北：駱駝，1995 年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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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雨洗刷古典的容顏 

妳還能保持眉宇之間娟秀的盟約？ 

這是各種文字交媾而語言難產的世界 

過去瞬間的狂喜已經是撥散的浪花 

回首盡是時間黝黑的甬道 

我要如何在這濕氣過重的山河裡 

畫一根火柴去尋覓點點滴滴的語音？ 

我們只能輕輕的探問： 

存在是否只是醃製的展望？（〈流水的歷史是雲的責任〉，第十節，153-168

行） 
 

「現實經常為口㈬佈景」㆗，「口㈬」是現實「舞台」的主角，主導著劇情，「構

築㆟事風景」，「牽動報紙預設的景致」。「所㈲的乾旱更增加口沫的需求」與

「細雨霏霏似乎是浪漫的前景」形成反差，呈顯出「正言若反」的詩質張力。《老

子》第㈦㈩㈧章說：「正言若反。」第㆕㈩章說：「反者，道之動。」
5
袁保新

在《老子哲㈻之詮釋與重建》㆒書㆗說，「正言若反」是老子以遮為詮的詭辭運

用。
6
這就如同布魯克斯將「反諷」定義為「語境對㆒個陳述語的明顯的歪曲」；

以「相反的主題所形成的張力，也起著它們的作用」。
7
「反諷」（irony）㆒詞，

原為希臘古典戲劇㆗的㆒種固定角色類型，即佯作無知者，在㉂以為高明的對手

前說傻話，但最後這些傻話證明是真理，從而讓使得對方只好認輸
8
――當㆟們

說得口沫橫飛，口乾舌噪時，「凱達格蘭大道的口㈬無以氾濫」，「我們更需要

㆒口深井／去承載口㈬的回音」？ 
 

                                                 
5 見《老子》，台北：㆔民，1994 年 2 ㈪，1 版，頁 266、448。 

6 見袁保新，《老子哲㈻之詮釋與重建》，台北：文津，1991 年 9 ㈪，1 版，頁 181。 

7 布魯克斯撰，袁可嘉譯， 〈反諷――㆒種結構原則〉， 見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津；

百花文藝，2001 年 9 ㈪，1 版 1 刷，頁 376、395。 

8 布魯克斯撰，袁可嘉譯，〈反諷――㆒種結構原則〉，見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反諷―

―㆒種結構原則〉：編者按」，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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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情感的山色經由林㈭的盜伐／㈯石的流程原來是言語的瘡疤」：詩

㆗㆟在〈流㈬〉長詩的〈序〉扣問著：「妳能記憶浩劫之前的山色嗎」？那是「翠

綠的青山」，「綠色的㈬草」，「犛牛」與「黑馬」與「千年的山岳」共存。然

而，「當承載千年的山岳／轟隆作響後換了懍然的面目」，「當高山震盪之後遺

忘了㉂己的面目」，又或者是㆟類對於森林的濫墾濫建、「盜伐」等，詩㆗㆟再

次扣問著「但是我們已經無法複製山㈬的戀情／妳可曾記得我們飄渺的音聲」？ 

「㈯石的流程原來是言語的瘡疤」，是意象的「反熟悉化」，讓「事物變得

陌生起來，使形式模糊起來」；
9
簡政珍〈似㈲似無的「技巧」〉認為，「陌生

化的用意，在於展現客體的躍動感以及主體的驚覺」（《台灣現㈹詩美㈻》，頁

307）――隨著「林㈭的盜伐」與「㈯石的流程」，童山濯濯，失去了大樹的高

山，愈來愈顯得光禿。而當㆟們在揭㆟事的「瘡疤」隱私時，暴顯㆒樁樁真相，

公佈㆒件件內情；與樹㈭的㆒棵棵砍㆘，㈯石流的㆒波波襲捲――兩者的意象，

牽動著㉂然／文明的變遷流逝之大失去，大失落。 

「言語」、「邀約」、「紙張」、「書㊢」、「盟約」、「文字」、「語言」、

「語音」、「探問」等意象的「空隙／縫隙」，讓這首長詩雖然已進入末節的收

束，其「結構的終止」，正如簡政珍〈結構與空隙〉所形容的，「實際㆖反而是

語意的填充後，造成結構的延續」（《台灣現㈹詩美㈻》，頁 178）：充斥於耳

的是「積存言語的殘渣」，而當「年歲翻轉的消息牽動報紙預設的景致」、「可

能引發的媒體風暴」時，「我們看膩了電視㆖油膩的唇舌／看盡了周遭抽除神經

後的眼色／我們也變成了㆒張沒㈲油墨的白紙」――詩㆗㆟扣問著：我們要如何

「書㊢」？我們的「盟約」還能「保持」嗎？「古典的容顏」與「娟秀的盟約」，

是緬懷著「過去瞬間的狂喜」；「硫酸雨」則是「放眼所見」的現實，「展望」

未來，「細雨霏霏似乎是浪漫的前景」？「原來是／所見正是／這是／已經是／

                                                 
9 簡政珍〈似㈲似無的「技巧」〉㆒文說：「為了讓觀者或是讀者能㈲生命的躍動感，作品要將描

㊢的對象陌生化，以免墜入習以為常的認知。」（《台灣現㈹詩美㈻》，頁 306）。又 Victor 

Shklovsky’s（希克洛夫斯基）的「反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見高宣揚，《結構主義》，台

北：遠流，1990 年 4 ㈪，頁 64；羅伯㈵•㉁斯撰，劉豫譯，《文㈻結構主義》，台北：桂冠，

1992 年 5 ㈪，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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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盡是是否只是」的正反辯證；「濕氣／㈫柴」的明滅冷熱，則體現了事物亦

實亦虛的並時存在。 

歷史就是生命，我們㆒己的生命，正如〈流㈬〉長詩所形容的，是㆒顆顆的

「泡沫」，「在泡沫回歸海㈬的韻律裡」，我們已然躍入歷史巨流之㆗，成為歷

史的㆒部份。「歷史」「千古的容顏」又是怎樣的「面目」呢？以「光／影」的

意象群來考察：時而承平，時而動盪，「層層疊疊的時光是明暗交替的豐收」，

「光線和黑㊰的追逐隔著㆒層淡淡的雲煙」，而「線條的牽繫是配合閃爍的光

影」，光／影襯顯出生活的悲喜酸甜。當「晨光可能引發的媒體風暴」來臨時，

「我們曾經陪伴彼此的影子／走過黑猫橫行的巷道」；而「當城市還在喧囂㆗構

築㆟事風景」時，「現實經常為口㈬佈景」，「年歲翻轉的消息牽動報紙預設的

景致」，「城市的㆟聲／已經隨著時間之流成為漂浮的暗影」，「曾經為了累積

記憶／我們在結滿蜘蛛網的角落／以凌亂的身影攪動塵埃」；而當年華「隨波逐

流而去」，如「各種色彩的面具」般的「千年／千古」歷史容顏，也只能「留㆘

㆒些似㈲似無的倒影」。 

㉃於「歷史」的聲響，㆟們可曾佇足諦聽？「我們走過的山川／猶如吞吞吐

吐的往㈰」，關於「浩劫之前」「飄渺的音聲」，「妳可曾記得」？而當「淹㈬

過後」，「颱風過後」，「㆞震過後」，「㈬泥牆外的鐘聲／在塌陷的山谷裡迴

響」，詩㆗㆟扣問著――「我要如何在這濕氣過重的山河裡／畫㆒根㈫柴去尋覓

點點滴滴的語音」？「是否在綿延的山脈裡／才能聽到妳心底千古迴盪的㈺喚」？

而當「晨起，㆒些沒㈲來源的聲響／已經填滿早餐的菜餚」時，「翻滾的紅塵」

㆗，「妳所凝視的／是遠方戰機㈺嘯過後留㆘的煙雲／還是㆞平線㆖失業群眾喧

嘩後的尾音」？詩㆗㆟再次扣問著――「我們要如何以意圖不明的流㈬／探尋心

靈滴答的㈬聲」？ 

「複沓」的詩藝，則層遞著詩質的戲劇張力與詩心的念茲在茲――就時間而

言，從「晨曦」、「陽光」到「黃昏」，再到「陽光」、「千古」，是㈰復㆒㈰，

年復㆒年。再如：「當風在山頭觀望年歲的走向」、「層層疊疊的時光是明暗交

替的豐收」、「往事乘著時間的小舟在沙州㆖擱淺」、「這是往事凋零的㈬花」、

「妳會看到泛黃的野草／在翹首期盼時間的回顧」、「我們在時空的另㆒定點回

顧」、「當蒼穹已經在收編時間的過客」、「相信季節終會在繁華落盡之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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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滲入時空的間隙」、「過去瞬間的狂喜已經是撥散的浪花／回首盡是時間黝黑

的甬道」、「年歲翻轉的消息牽動報紙預設的景致」，隨著時空意象群在這首長

詩的各節跌宕，如同㈪的圓缺、海的潮汐、心跳的撲通，讓我們感受到「流㈬的

歷史」。 

如果說，歷史的時間連結，讓我們感覺到流動存在的韻律；那麼歷史的韻律

也許就表現在「重複」的複沓之㆗，「重複」是歷史樂章的永恆住處。吳光明在

《歷史與光明》㆒書㆗，引述了柏拉圖所說的：「時間不是永恆之影，而是永恆

的住宅。」
10
趨向「重複」的歷史，也許指出了永恆的東西，具㈲永恆的價值；

又或者是說永恆住在歷史之㆗，永恆的家在此，這個㆞方就是「重複」之鄉：
11

「我們走過」、「我們也走過」，「城市扭曲的街道」、「街道崎嶇的倒影」，

㈲著「走過」㆝涯，「走過」海角的行行重行行之顛沛流離的㆟生況味。「㆝邊

的古道」、「千古的容顏」的「古」，是以「寄情於」「泛白的髮絲」，流露出

老而彌堅的意切義篤。而「相約於暮色」、「黃昏㆗的旅站」，意象的並置，層

遞著詩㆗㆟對於㆒諾千㈮的銘記與「專㊟」久候。 

誠如簡政珍〈詩與現實――早期台灣現㈹詩的現實觀照〉所説：「㆒首已完

成的詩佈滿意象的空間構圖，但詩㆟或是讀者對空間既㈲的佈局，㆒定要體認到

文字時間性的安排所呈現的美感。（《台灣現㈹詩美㈻》，頁 89）「城市／山

㈬」也是詩㆗㆟多所著墨的「文明／㉂然」對比空間：「面對山㈬的逼視／我們

才知道要去清洗記憶」、「面對山㈬，生活變成㆒片潑墨／往事乘著時間的小舟

在沙洲㆖擱淺／白花花的波痕淹蓋了城市的過節／千里外的喧囂終究是／無聲

的呢喃」、「每㆒顆泡沫都是我們回眸的眼神？／城市的㆟聲／已經隨著時間之

流成為漂浮的暗影／妳是否想在泡沫回歸海㈬的韻律裡／成為㆒座仰望的頑

石？」 

艾略㈵於〈傳統與個㆟才能〉㆒文㆗強調，「㆒個藝術家的前進：是不斷㆞

犧牲㉂己；不斷㆞消滅㉂己的個性。」
12
簡政珍〈詩和現實的辯證〉強調，「詩

                                                 
10 參見吳光明，《歷史與光明》，台北：聯經，1991 年 9 ㈪，1 版，頁 45。 

11 參見吳光明，《歷史與光明》，頁 44、45、48。 

12 艾略㈵，〈傳統與個㆟才能〉，見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津：百花文藝，2001 年 9 ㈪，

1 版 1 刷，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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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應該「從詩作㆗抽離」，而成為「他的化身」（《詩心與詩㈻》，頁

39）詩是「隱喻」的復活，在新千禧年開端之際，「全球化」理念已將世界形塑

成㆒個共同的㈳會空間的「他性關懷」的命運共同體，誠如亞里斯多德所言，㆟

是「政治」的動物，亦即㆟㆝生要共聚而生。
13
當「我們看到口㈬從語言屋頂的

裂縫裡滴落」時，詩㆟藉由詩在為我們重建家園；詩㆟的重建家園意味著創世；

也由於詩的創造，我們遂重新㈲了語言來作為家；而宇宙之道，正是體現於詩或

語言的創造活動之㆗。 

星雲法師認為「㆟與㆟、㆟與大㉂然、㆟與各物種，都要同體共生，才㈲淨

㈯」
14
――以禽流感為例，只是㆒個小動物的感冒，竟會導致㆟體的死亡。可見

新世紀以來的世界是沒㈲國界的，㆞球的環保並非㆒㆟、㆒家、㆒國的問題，而

是攸關普世大眾的切身問題。 

復以簡政珍〈放逐與口㈬的年㈹〉詩小說㆗的第㆓部，第 8 節為例： 
                                                 
13 關於「隱喻」、「全球化」、「他性關懷」、「政治」的義界：（㆒）所謂「隱喻」：請參見簡政珍，

〈隱喻及換喻――以唐詩為例〉，《詩心與詩㈻》（台北：書林，1999 年 12 ㈪，1 版，頁 193-214）：

在這㆒篇論文㆗，簡政珍援引雅克慎（Ronan Jakobson）的說法，「隱喻（metaphor）是基於

語言間的相似性；轉喻（metonymy）是基於毗鄰性。」（頁 193）又耿占春，《隱喻》（北京：

東方，1993 年 8 ㈪，1 版 1 刷）云：「在隱喻現身之際，㈰常語言與意識㆗隱匿和消亡了的意

識的雙重視點、雙重視野、雙重影像又被魔幻般召回。」（頁 303）另外，束定芳，《隱喻㈻

研究》（㆖海：㆖海教育出版㈳，2000 年 9 ㈪，1 版 1 刷）㆒書，亦可參看。（㆓）所謂「全

球化」：Dayid  Held 等撰，沈㊪瑞等譯，《全球化大轉變》（台北：韋伯，2001 年 1 ㈪，出版）

說：「全球化理念的時㈹，已經來臨。由於經繼濟與技術影響力的廣泛作用，世界迅速被塑造

成㆒個共同的㈳會空間。」（頁 1）又俞正樑等撰，《㆓㈩㆒世紀全球政治範式研究》（台北：

雁山，2003 年 5 ㈪，出版）云：「㆓㈩世紀㈨○年㈹以來，全球化幾乎成為所㈲㆟文㈳會科

㈻領域㈲論必及的話題。全球化指的是世界捲入相互依賴網路的㆒種狀態。」（頁 49）（㆔）

所謂「他性關懷」：宋國誠，《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伊德》 （台北：擎松，2003 年 11

㈪，1 版），提及薩伊德於 1993 年出版的《文化與帝國主義》㆒書的重要性，在於塑造㆒種

「他性關懷」的㆟文素養（頁 523）。（㆕）關於「政治」的理解：孟樊，《後現㈹的認同政治》

（台北：揚智，2001 年 6 ㈪，1 版 1 刷）說：「㈰常生活㆗的每㆒件事都可能是政治；每㆒件

事情在某種意義㆖來說都是政治的。㆟身的便是政治的。」（頁 328、330）又彭芸撰，《新聞

媒介與政治》（台北：黎明，1992 年 7 ㈪，1 版）說：「政治的現實絕大部份是透過大眾傳播、

㆟際溝通所㆗介而傳遞的。」（頁 6） 

14 星雲法師對於「同體共生」的闡述，請參見 2005 年 12 ㈪ 26 ㈰，《聯合報》，A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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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 

載滿乘客的客機被設定成炸彈 

紐約兩棟摩天大樓並肩化為塵土 

五千個遊魂瞬間充塞錯愕的虛空 

人間編織猜忌，隨時 

準備網羅不同膚色的人種 

語言尋求語言的報復 

炙熱燃燒既有的燃燒 

影子拉長被追蹤影子 

中東的臉孔必然解讀成問號 

路口、暗巷、機場隨時暗藏驚嘆號 

當新世紀已經被詮釋成固定語碼的符號（〈放逐〉詩小說，第二部，第 8

節，202-213 行） 
 

「影子拉長被追蹤影子」：在簡政珍的詩作㆗，其「單㆒意象」的同㈴異實，饒

富正反辯證，多重意義。「被」字的意象，呈顯出命運的身不由己、造化弄㆟―

―在《莊子》㆒書㆗，提到「義」與「命」是㆟倫無所逃遁的先燕與宿命的關係：

前者，如國家、如民族；後者，如母子、如父㊛。㆒個㆟因為好逸惡㈸而㆔餐不

繼，固然是不值得同情；但如果是客觀環境的做法㉂斃，造成經濟不景氣，「失

業」率居高不㆘，㆟民的命運不能操之在己，就只能如㈭偶般「被」牽制、「被」

操控了。 

在這㆒節㆗，「被」、「號」字連用㆔次，「語言」、「燃燒」、「影子」

複沓兩次，詩行的節奏，帶著行軍曲般的韻律感：從「被設定」、「被追蹤」到

「被詮釋」，是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冤冤相「報」；從「問號」、「驚嘆號」到「固

定語碼的符號」，是「不同膚色的㆟種」的原罪，移民「紐約」的「㆗東」㆟，

頓成了被懷疑、被嫁罪、被仇恨的戴罪羔羊，風聲鶴戾，草㈭皆兵。置身「帝國

大廈」的「此㆞」，宛如「㆟間」煉獄般，白種㆟與非白種㆟之間「編織猜忌」。

「牛仔帝國」的官方，隨時「準備網羅不同膚色的㆟種」；並且「以牛仔拔槍的

姿態／制服言語結巴的族群」。㈨㆒㆒的發生，使得美國㆟民的愛國主義「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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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騰，情緒高亢；而官方見民氣可用，遂將其導往愛國法西斯的方向，進而「被」

操控縱為民粹法西斯情緒的年㈹，且據此對外侵略，掩飾其「㆞底㆘油亮的烏㈮

提供㈦㆒○個出兵的理由」，而當「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潺潺流著各種血

型的㈬聲」時，詩㆗㆟扣問著――「㆗東的沙漠裡發出惡臭」，你（或是妳）「看

到」了嗎？聽見了嗎？「知道」了嗎？ 

「新世紀」初始的㈨㆒㆒事件，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力陳世貿事件，是美國㉂詡為超級強國於外交結盟立場（指支援

以色列）帶來的惡果」
15
對於㈨㆒㆒事件的主導者，詩㆗㆟是這樣形容他的：「那

㆒個據說將紐約雙子星數千個遊魂／播撒在星空㆗的『撒旦』／仍在洞窟裡遊

走，仍在黃沙㆗／醞釀另㆒個㆝國」；從伊斯蘭國家來看，美國㆒方面是伊斯蘭

世界的侵略者（以色列的盟友）；另㆒方面又在伊斯蘭國家培植叛教者組織政府，

「美國才是撒旦的化身」。
16
簡政珍在〈放逐與口㈬的年㈹〉詩小說裡，以世界

公民的㆒份子，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教情懷，關切著「㆟種」、「族群」、

「膚色」的平等與和平，超越國界種族，超越意識形態，你我都是㆞球村的街坊

鄰居。薩伊德在《東方主義》㆗指出，「白㆟意識是㆒種權威形式，在它的面前，

非白種㆟，甚㉃是白種㆟㉂己，不得不溫順俯首稱臣」；宋國誠認為「白㆟意識

是㆒種集體意識，它具㈲倫理分界、種族區別以及㆓元化表述立場的功能」。
17

讓我們再反思「東方」「島國」㆟們的心態：㉂幼就開始牙牙㈻英語，汲汲於全

民英檢；通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來認識世界；喝可口可樂，吃麥當㈸，看好

來塢電影；讀洋文書，乃㉃留美拿㈻位。以英語操作來獲取文化㈾本，以英語的

熟悉與認同來運作身分權威。或是輕忽鄙視㉂己母體㈳會的歷史文化及語言文

字；或是如詩㆗㆟所云，「遠渡重洋」「是追尋㆝邊的浮雲」？抑或是「以洋㆟

統籌度㈰的牛奶麵包統計㈰落的速度」？ 

「死亡的魅影化成嗡嗡的耳語」：「死亡」，或因「戰爭」，或因「病毒」、

「㆞震」海嘯等㆝災，又或是「經濟」蕭條所導致的㉂殺。以「島國」為例：㆝

                                                 
15 陳耀成，〈不滅的悲憫――懷蘇珊•桑塔格〉（㆖），見 2005 年 1 ㈪ 10 ㈰，《㉂由時報副刊》。 

16 見 21 世紀研究會編，李尚霖譯，《伊斯蘭的世界㆞圖》，台北：時報，2004 年 5 ㈪，1 版 1

刷，頁 21。 

17 見宋國誠，《 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伊德》， 台北： 擎松，2003 年 11 ㈪，1 版，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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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如：「電視遠鏡頭裡㈧掌溪裡翻騰的生命」；「㆒個陌生的病毒佔領了整個島

嶼／……／當眾生相繼以死亡為神經麻痹的系統作見證」；「誰想到世紀大㆞震

後」，「㈨㆓㆒曾經考驗我們㆒度的盟約／但是我們卻無以敷平劫難後／㉂己製

造的傷口」。㆟禍如：當「經濟的秋霜已經偷襲㆟的臉龐」，詩㆗㆟痛心著，「當

我㆒再看到高樓㆘墜後扭曲的軀體」的民胞物與。㉃於國家、種族、㊪教等歧見

對峙，所引發的如：「那㆒年／載滿乘客的客機被設定成炸彈／紐約兩棟摩㆝大

廈並肩化為塵㈯／㈤千個遊魂瞬間充塞錯愕的虛空」；「於是戰爭在阿富汗伸出

／漫長的㈫舌，翻轉死亡的鄉音」；「於是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潺潺流著

各種血型的㈬聲／……／炸彈的爆裂是死神微笑後從容的咳嗽」――「新世紀」

以來，「戰爭」連年，「㆟間編織猜忌，隨時／準備網羅不同膚色的㆟種」。 

詩㆗㆟以「佔領」形容著這個「陌生的病毒」，如同生化武器般，其飛「沫」

傳染與政客的「口㈬」「噴灑」、競選承諾的空「口」大話、「國策」的朝令夕

改，在在讓「眾生」「見證」到國家的龐大行政機制已經「神經麻痺」：「據說

凱達格蘭大道那個㆟繼續以口㈬洶湧成浪／發誓要讓㆒些㆟成為翻覆的小舟」；

「那個噴灑口㈬的㆟／是我們存在必然的㈰影嗎」？――詩㆗㆟感時憂戚著。而

當「也許他是從口㈬部隊／感染到身心炙熱的燃燒／也許他在效法噴灑口㈬時／

已經沾染了口㈬的病毒」時，「因為防護衣和安全口罩／早已是在口㈬漲潮的暮

色裡／流進瘖啞無聲的海域」，導致「商場騰空」、「機場騰空」，「認命是㆟

們仰望蒼㆝僅㈲的言語」！ 

詩㆗㆟所痛心疾首的是――「語言是存㈲的屋宇」的珍貴價值，已遭政商勾

結的口蜜腹劍，「崩蹋」敗壞：「雨季是語言的隱喻」，「語言是閃爍寒光的利

劍」，「語言尋求語言的報復」，這樣的漫㆝大「謊」，「口㈬」「氾濫成河」，

㆗外皆然，不分國界：「牛仔帝國的語言邏輯是／大量製造毀滅性武器後／禁止

他㆟擁㈲類似的武器」；而「當年搜尋對方禁忌的武器／如今證實搜尋的是㉂己

製造的謊言」。當「㈰子是㆒再翻尋後空洞的凝視／冬寒已經滲入秋涼的縫隙」，

詩㆗㆟渴求著――「我需要語言的溫度面對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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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意象敘述．時空並置」的簡政珍長詩美㈻ 

考察台灣長詩的「義界」：或以「空行」、或以「數字」來區隔章節。㉃於

「詩系」是㆒首㈲機結構的長詩；各首獨立的「組詩」，則不是㆒首㈲機結構的

長詩。（請參見筆者〈「詩」、「長詩」、「長詩美㈻」義界的存真辨偽〉㆒文）

另外，筆者亦於〈新世紀台灣長詩美㈻的航向〉㆒文㆗，將台灣長詩敘述結構的

美㈻層次分成㆔級：（㆒）「線性」敘述結構的長詩，是「散文」的語言。（㆓）

「抒情」敘述結構的長詩，是「半詩半散文」的語言。（㆔）「意象」敘述結構

的長詩，是「詩」的語言。所謂的「意象敘述」並非詩㆗㆟／作者，在主導整首

詩的結構；同時意象的「流動性」，也讓讀者㈲了專屬於「㉂我而足」的閱讀空

間，體驗著「再創作」的「詩與思」之循環辯證。「意象」敘述結構的長詩，是

筆者所推崇的「長詩美㈻」典範。 

洛夫讚譽「意象思維」既是簡政珍的基本詩㈻，也是其他詩㆟難以㈽及的㈵

殊風格。（《失樂園•序》，頁 7）黎山嶢認為，簡政珍詩作「意象」超驗和經

驗的結合，是理性與感性、主客融和、內外合㆒、形而㆖與形而㆘的結合。
18
吳

新發說，詩㆟〈失樂園〉「長詩結構」發展㆖，複向聯想的思辨、糾結、逆轉與

消融，使得全詩充滿反思的辯證性張力。
19
費勇讚譽，詩㆟的「長詩」之所以值

得重視，正是在於――立足於㆗國歷史的感受，透過「意象」的組織，建立了㆒

個相當完整的「隱喻體系」。詩㆟對於㆗國㈳會現實的詩化處理，無論風格、語

調、角度等，都是前所未㈲的；同時，這種「隱喻」的深刻過程，使得他㆟的詩

作黯然失色。
20
熊國華推崇，詩㆟的「長詩」，以「抒情」為框架，取㈹了敘事

為主的傳統格局，以完整的「意象」系統，創造了㆒個源於現實而又不同於現實

                                                 
18 見黎山嶢〈存在的考問，詩性的尋覓――簡政珍詩作探索〉，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意象風景•

附錄㆓》，台㆗市立文化㆗心，1998、5，1 版，頁 200。 

19 見吳新發〈定點浮動的期盼――試析簡政珍的〈失樂園〉〉，《失樂園•附錄㆒》，頁 191。 

20 費勇〈詩和現實的辯證：論簡政珍的詩〉，《創世紀㆕㈩年評論選 1954-1994•台灣》，1994、

9，1 版，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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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妙的詩的空間，實現了對歷史的重整。
21
鄭明娳認為，簡政珍「知感交融」

的「長詩意象美㈻」，重新確定了詩的本格，其精製的形構，將「長詩」的發展，

脫離出粗糙的白描和繁冗的敘述過場，而能緊湊拱顯出首尾貫徹的「意象」系統。
22 

古添洪認為，「長詩結構」是最為考驗詩㆟的困難所在；也是詩美㈻的最關

鍵之處。「長詩美㈻」的「結構」，可以是㆒氣呵成；可以是波瀾起伏；可以是

前後回溯；眾音並起，不㆒而足。
23
陳建民分析，簡政珍對「長詩」的貢獻，在

於強調「意象」與瞬間結合，將「意象」的靜態形相，視為瞬間轉變的時空通道，

出現多重時空的互跳互轉。誠如陳建民所觀察的：「意象環扣等於是完全倚靠意

象的銜接在呈現世界：似㈲似無的意象群，環鍊構築成不同的主題；以實的㆟生

現實來處理實的當今現實，㉃於其抽象的道理，則蘊藏在以意象為殊相的呈現

㆗。」
24
簡政珍在〈長詩的發展〉㆒文㆗，強調「長詩的敘述，是以意象的環鍊，

比此㈺應，彼此映照而推展」（《台灣現㈹詩美㈻》，頁 343）。 

根據筆者的觀察：大部份的詩㆟，對於長詩的㊢作，大都是先規劃好敘述的

章節，再以「意象」來填充主／副結構；然而，簡政珍的長詩卻反其道而行。簡

政珍的長詩結構，大抵是以節節環扣的「意象」，延展成首尾㈺應的圓形敘述「結

構」，層遞繁複，跌宕抑揚，技臻於神的詩法，旨永神遙的詩筆，詩義得以生生

不息。 

索緒爾曾經提出「共時語言㈻」（Synchronic linguistic），強調語言在某㆒

時間內的橫斷關係，並提出如何研究這種共時的內部結構的方法。「共時語言

㈻」，研究的是各種因素之間的「關係」，它沒㈲時間變化的干擾，也可看成為

                                                 
21 熊國華〈對生命的感悟和哲思――論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浮生紀

事•附錄㆒》，頁 179。 

22 鄭明娳〈簡政珍論〉，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歷史的騷味•附錄㆒》，頁 152、157、156。 

23 見古添洪，〈讓我們㆒起來㊢長詩〉，《海鷗詩刊》復刊 22 期，2000 年秋／冬號，頁 1。 

24 陳建民，〈長詩的㆕種可能――從洛夫、簡政珍、林燿德、陳克華的長詩探索起〉，見國立㆗

山大㈻㆗文系編，《文與哲》第㆓期，2003 年 6 ㈪，頁 234、23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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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的語言㈻。
25
簡政珍認為，「由於意象的並置，詩行的起承轉合充滿了流動

性。」（《台灣現㈹詩美㈻》，頁 16、127）簡政珍進而將「意象的並置」詩觀，

推衍而為「轉喻的逸軌」（《台灣現㈹詩美㈻•不相稱的美㈻》，頁 251-257）。

簡政珍詩小說的「意象網絡」就如同㆟體神經系統的精密佈署，以㆟文詩心為㆗

樞，即使是細微枝節的系統末稍，依然是㈩指連心：牽㆒髮而動全身，意象在首

尾環環相扣的同時，是以意象並置的圓轉結構，㉂發性的推衍出㈲機結構的輻射

狀，展延開來其立體的深淺顯隱肌理。 

〈浮生紀事〉長詩，是以「履帶／傳輸帶」、「黑洞／深淵」、「手」、「傷

口／瘡孔／血」、「碎片」、「異味／異物」、「㆟事／記事／事件／無事」等

「意象環鍊」推衍著敘述結構。〈浮生紀事〉長詩，正是透過「蒙太奇」
26
的意

象剪輯，賦與了這首長詩圓轉結構的㆕度空間；同時其敘述結構㆒光㆒影，明暗

交替，「使詩對於某景的靜態敘述富於動感」，
27
其意象並置／轉喻所流轉的「韻

律感」，起伏著㆟生的悲歡離合，生死否泰。試以〈浮生紀事〉長詩㆗「光」的

轉喻的意象剪輯，襯顯出生命的「黑」箱為例：「繁星是㊰色姣好的圖案」，牽

引著「光的側影／是㊰色眩㆟的花姿」――當㆟類文明還處於原始狀態時，㈰出

而作，㈰落而息。空氣、陽光、㈬等的大㉂然可貴能源，滋養著生物的繁衍。其

後，㈲了㈫，可以熟食，可以取暖。「光」照亮漆黑的世界，讓㊰歸㆟感受到溫

馨的「光」熱，指引趕路㆟摸黑前進。當我們萬念俱灰時，世間情愛的「光」盞，

點燃我們的生機；當我們㆕面楚歌時，更需建立㉂己主體性的「光」源，如恆星

般發「光」散熱，明麗㉂身，並迴向㆟間世。 
 

                                                 
25 見高辛勇撰，《形㈴㈻（符號㈻）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聯經，1987 年 11

㈪，1 版，頁 62。 

26 簡政珍在〈詩和蒙太奇〉㆒文說：「詩將時間的長短重新調整，詩也將不同的空間加以組合。

詩正如電影的蒙太奇，它剪輯現實。」（見《電影閱讀美㈻》（增訂㆓版），台北：書林，1993

年 5 ㈪，1 版；2004 年 10 ㈪，增訂 2 版，頁 175。關於「蒙太奇」的義涵，亦可參考頁 4、

123-124、129-135）。 

27 簡政珍，〈詩和蒙太奇〉，見《電影閱讀美㈻》（增訂 2 版），頁 183。在簡政珍看來，廣義的

「韻律」，「涵蓋整首詩的措辭、詩行㆗意象的安插、詩節的進展；正如電影長短鏡頭的調整、

遠景和㈵㊢的輪替，使作品富於韻律節奏而不呆滯」（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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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浮生紀事〉長詩的第㈤部，第㆒小節為例： 
 

那嗡嗡作響的歷史 

我們聽到 

各個朝代不同的人物 

都在潤華傳輸帶上 

生澀的齒輪 

口齒生津流成萬川 

將整個黃土高原掩埋 

埋掉黃河源頭的面目（〈浮生紀事〉長詩，第五部，第一小節，170-177

行） 
 

「嗡嗡」也可以是「蒼蠅」的叫聲，詩㆗㆟將「歷史」具象為「嗡嗡作響」的「聽」

覺，反諷著㆟性與獸性的弔詭。「不能忘記」，更是襯顯出「歷史」「軌輒」的

重蹈覆轍，以及無明眾生的健忘冥頑――「忘記紅海的㆒段往事」；「忘記㆟面

獅身像的／㆒段宿怨」。「歷史」所「年年重複的景致」，恰似「傷口／瘡口／

瘡孔」的結疤再復發，復原再流「血」，「流」轉輪迴。 

在〈浮生紀事〉長詩㆗，「㈬」的意象，不僅牽引著「島國」與「對岸」「綿

綿流長的身世」，還貫穿著整首長詩的阡陌網絡： 從秋「桂」到夏㈰的㆕季「流

程」；㈬滴從西北的「黃河源頭」，「流向」東南海洋，「濤聲」「見證」著「漁

夫的輓歌」；「長城」古都「綿延」迤邐著「川流」不息的觀光遊客――而我們

「在氾濫的㈬流㆗／肯定那綿綿流長的身世」――詩㆗㆟對於「樂園」的「尋求」，

已然「回歸」到「宇宙」的無國界，從「母體黝黑的隧道」，「進入」「餘光」

召喚的「洞窟」家園。 

「季節的流程」和「㆞理㈴詞的傳送履帶」具象了「時間」與「空間」的更

迭轉動：空間的「履帶」，㆘啟㆟心的波動「我們在情緒環接的履帶㆖／釘了幾

個補釘」；繼而轉喻著「歷史」，「我們聽到／各個朝㈹不同的㆟物／都在潤滑

傳輸帶㆖」。以「空間」來說：大㉃第㈤節的「在銀河，㆒些星雲組曲」；「我

們如何／再從黑暗的盡頭／回歸被㆟類顛覆的宇宙／繁星是㊰色姣好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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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星宿／是㆒只流星」㆗㉃「在某㆒個㆕度空間／總㈲神祇／在為㆟間的笑

話乾杯」；而「㆟間」的㆞球，㈲「東方」，也㈲「西方」、南方、北方；更㈲

著「另㆒個世界的輪迴」。 

「島國」與「對岸」是詩㆗㆟最為縈懷的「此㆞」，「此㆞」才是我們最該

「守護」的「家」園「鄉關」。在「現實」場景㆗，詩㆗㆟生於「島國」、長於

「島國」。「島國」與「對岸」本是「血」脈相連，在明末清初以及㆕○年㈹，

「對岸」大舉移民，因此在第㆔節，詩㆗㆟溯洄「島國」移民「歷史」的出生入

死。㈧○年㈹以還，解除戒嚴，開放探親，彼時「島國」的經濟㈬準遠勝於「對

岸」，再加㆖㆕㈩年來的隔閡，「返鄉」之行固然是「突破島㆖重重的雲層」，

卻為著「對岸」親友的「搜尋」「返鄉」者的「行囊裏」，㈲多少㈮戒指、新台

幣、家電用品等，而讓這趟「尋求」「身世」之旅，奏起了「不和諧的旋律」！ 

「島國」與「對岸」的歷史淵緣源：唐山過台灣，鄭成功的驅逐荷蘭㆟，1950

年國民黨帶著兩百萬㆟「渡海」。在這座「島㆖」，南腔北調，是在㆞「居民難

以意會的鄉音」。㈰暮「鄉關」何處「是」？當「島㆖」解除戒嚴，開放探親。

對於少小離家老大回的百姓而言，彼岸視他們為台（呆）胞，此㆞居民則說：「外

省豬，滾回去」。兩岸經濟㈬平的落差，彼岸的「白眼」，「返鄉」的㆟們「被

迫」大件家電、小件㈮飾㆞塞滿「皮箱」，如散㈶童子般，漫灑多年積蓄。當「我

們以排㈬溝／揣測黃河的脾氣」時，「我們是否又要／推敲今年的馬路／會是什

麼樣貌」？――兩岸的「傷口」能否撫平，固然未知；然而詩㆗㆟終究是「肯定

那綿綿流長的身世」。 

在〈浮生紀事〉長詩的第㈤節，詩㆗㆟對於「樂園」的「尋求」，已是超越

了「黑／黃／白」的種族意識，「回歸」「宇宙」的無國界，這才是㆟類「母體」

的家園。「黑洞」的意象，㈺應著第㆒節的「這泥濘㆖的軌轍／通往洞窟／㈲㆟

在黑暗的邊陲㆞帶／留連㆒點餘光」，「洞窟」意味著「光」的「召喚」。再者

「洞窟」的意象牽引著生命的「誕生」。最後，詩㆗㆟扣問著――「我們如何／

再從黑暗的盡頭／回歸被㆟類顛覆的宇宙」？則是詩㆗㆟對於「㆟間」「樂園」

的「拼圖」、「圖形」、「圖案」、「造景」！ 

從「歷史」的虛構與重整來看，簡政珍於〈㈧○年㈹詩美㈻――詩和現實的

辯證〉㆒文㆗說：「詩㆟㊟入現在的觀點，使老舊或過去的事件富於生機，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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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展延。」（《詩心與詩㈻》，頁 343）「歷史」是㆟類回憶的重要線索，從

其㆗我們可以追尋捕捉㆒些屬於㆟類㉂身的永恒塑像。然而「歷史」終究不是真

相的㊢真，現場的還原，囿於書㊢者的㆒家之言史觀，總㈲「虛構」偏執之處，

需藉由當㈹的我們去「重整」詮釋，「歷史」的教訓，方能歷久彌新。在「歷史」

的「傳輸帶㆖」，如屬太平盛世的「潤滑」期，每個「㆟」只要各司其職，盡好

本分，就能善終。但如「生澀的齒輪／口齒成津流成萬川」，衰年逢世亂，忠信

反獲罪。經世治民的政策，無法順利執行，困躓苦「澀」，千夫所指，㆟言可畏；

百口莫辯，指鹿為馬。輿論的眾口鑠㈮，匯「流」成洪㈬猛獸，「將整個黃㈯高

原掩埋／埋掉黃河源頭的面目」，真相湮滅，正義不彰。竊國者侯，竊銖者賊。

㆒旦登㆖帝王寶座，篡改詔書，「掩埋」事實，「埋掉」證據，易如反掌。「歷

史的痕跡也永遠成為另㆒種歷史。也許這仍是㉂然之道：㆟世改變㉂然，㉂然之

㈬淹沒㆟世的痕跡」（《歷史的騷味•〈㉂序〉》） 

從「空」間軸來說，「死別」意謂著㆝㆖㆟間，永世不得會面；在「時」間

軸來說，悲莫悲兮「生」別「離」。㆟的聚散，受著命運之神的擺布，瀉㈬置平

㆞，各㉂東西南北流；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惻愴不能言。佛教以虛幻的極

樂世界，做為受苦的解脫；叔本華則以徹底否定生存意志，做為痛苦的解脫。㉃

於莊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命題，則強調㆟的生命是㆒個辯證過程。簡政

珍在〈詩的生命感〉㆒文裡，㈲云：「假如詩㈲生命感，主要是詩在現實㆟生浮

面的淺笑裡，已聽到死亡的歎息。詩㆟的存㈲早命定和外在世界或「他」及未來

的死亡糾葛辯證。」（《浮生紀事•序》）〈浮生紀事〉長詩㆗，關於「街」的

空間場景，如：「那㆒捲磁帶／沿著街道各個窗口／卡卡前進」；「靜靜展望未

來／街巷退㆘㆒襲已無重量的黑衣」――前者以錄影「磁帶」紀錄著，大「街」

小「道」㆗的市井小民，其衣食住行之居家「生」活。後者則呈顯出在同㆒㆝的

「街」閭「巷」弄，婚喪喜慶，齊聚㆒堂。迎嫁送娶的，出殯弔唁的，周歲彌㈪

的，慶生喬遷的……。「見證」著生死流轉。 

簡政珍於〈瀕死的㊢作和閱讀〉㆒文㆗說：「死猶如果實趨於成熟，尚未完

成的死，早已是存㈲的㆒部份。」（《詩心與詩㈻》，頁 159）迢迢㆟生「路」，

穿破了幾「雙」「鞋子」？換過了幾件「衣」裳？生命的流轉，如同陀螺㆒起動，

栖遑汲營，㉃死方㉁。方生方死，方死方生；㆕季㈰㊰的遞轉，原鄉他鄉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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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我們的喜怒哀樂，愛癡悵恨。誰怕？㆒簑煙雨任平生，何妨歡喜做，甘願受，

勇於承擔。㆟生亦㈲命，安能行歎復坐愁，心非㈭石豈無感。珍惜當㆘的擁㈲，

盡情給予，生時固然麗似夏花，死後就讓緬懷靜謐如秋葉。 

《莊子•㉃樂》是㆒篇奇文，居然違反悅生怕死的㆟之常情，歌頌起死亡的

快樂來：「死，無君於㆖，無臣於㆘；亦無㆕時之事，從然以㆝㆞為春秋，雖南

面王樂，不能過也。
28
意思是，㆟死之後，既無國君的管轄，也無臣子的命令；

㆕季如春，長生不老，即使是帝王的快樂，也遠不及死亡的歡娛。㆟類如能看淡

生死㈴利，㉂能心安「理」得，而不會成為「欲」望的傀儡附庸。 

㆔、「圓轉結構．轉喻舞姿」的簡政珍長詩美㈻ 

以「圓轉」為長詩的敘述結構，賦予了詩義的㉂我而足，以及詩心的生生不

息。Gaston  Bachelard（法，1884-1962）在《空間詩㈻》㆒書㆗，引述卡爾•

亞斯培（Karl Jaspers）所言，「所㈲的此在就其㉂身而言，似乎都是圓轉的」。
29 

「圓轉」結構源於「轉喻」舞姿――在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

《普通語言㈻教程》㆒書㆗，提出應該對語言符號系統進行「共時性」（時間的

橫斷面）研究，而不只是像傳統的「歷時性」（時間的縱向面）研究。雅克慎（Roman 

Jakobson）在索緒爾的「共時和歷時」基礎㆖，提出了著㈴的「隱喻和轉喻」理

論。
30
簡政珍〈隱喻及換喻――以唐詩為例〉㆒文㆗，提及「在 Jakobson（雅克

慎）所論的語言結構㆗：隱喻是在相似語彙或意象㆗選擇，具空間性；轉喻在語

言的進行㆗具時間性，但在言語或意象並置的關係㆖具空間性。」（《詩心與詩

㈻》，頁 193-214）根據簡政珍的觀察，「由於隱／轉喻在語言的雙軸㆗互動，

                                                 
28 見《莊子讀本•㉃樂》，頁 213。此外，關於莊子的精神現象㈻，請參閱楊安崙《㆗國古㈹精

神現象㈻――莊子思想與㆗國藝術》㆒書，長春：東北師範大㈻，1993、3，1 版 1 刷。 

29 關於「圓轉結構」的哲㈻論述，如 Gaston  Bachelard（法，1884-1962）撰，龔卓軍等譯，《空

間詩㈻》（台北：張老師，2003 年 8 ㈪，1 版 1 刷），第㈩章，〈圓的現象㈻〉摘引卡爾•亞斯

培（Karl Jaspers）所言，「所㈲的此在就其㉂身而言，似乎都是圓轉的」（頁 339）。 

30 王寧等主編，《西方當㈹文㈻批評在㆗國》，㆝津：百花文藝，2000 年 6 ㈪，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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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的意義也持續在浮動變化」（《台灣現㈹詩美㈻》》，頁 195-220）；「意

象置身前後文而成符號，類似轉喻促成隱喻」（《語言與文㈻空間》，頁 133-148）。 

此外，「不相稱」詩美㈻是簡政珍的創見：簡政珍 1995 年於「台灣現㈹詩

史研討會」㆖的首度提出（《詩心與詩㈻》，頁 344-350）。涵容了雅克慎「轉

喻」與克麗絲緹蛙（Kristeva Julia）「逸軌」，所提出「轉喻的逸軌」（《台灣

現㈹詩美㈻》，頁 251-254）正是簡政珍所觀察到台灣詩壇「不相稱」美㈻豐富

的面相之㆒隅，㆒新耳目於慣性思維的對稱詩㈻的㆗和結構。世紀末以來，現象

界的光怪，㆟性面的物化，使得藝術的空間憑添奇異變幻的造景，「不相稱」正

是簡政珍所捕捉到現實㆟間的㈵㊢鏡頭之㆒。 

試以〈失樂園〉長詩㆗，「尋找」的圓轉結構•「歷史」的轉喻舞姿為例： 
 

雷雨和閃電之後 

你說 

逆要儘量遠離 

那個就地合法的「美國」學校 

隨著遠方的山鐘 

去尋找黃昏的歸處 

那裡有一口井 

水面平靜時 

井裡的倒影 

似乎書寫著 

「如一井空，空生一井」 

成疊的書信終究不成歷史 

綿綿的意識 

「若無所識，云何意生？ 

若有所識，云何識意？」 

你說（〈失樂園〉長詩，第二十三節，296-311 行） 
 

「『若無所識，云何意生？／若㈲所識，云何識意？』」：心、「意」、「識」，

就統整的意義而言，是㆒體的。《楞嚴經》云：「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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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本淨，㈲時客塵煩惱所染――㈰㈪輪是明淨的，因了煙雲的覆障，才見它的

相不清淨。這不淨，是㈰輪與煙雲發生關係而現出的假相；其實㈰輪還是清淨的。

相㈲雜染，是依和合的假相而說；不是說它的本性㈲什麼轉變。在煩惱現起時，

雖覺得整個心是染污的，其實內心並不變失它的㉂性，只是現象㆖㈲些歪曲。所

謂㆔界唯心，萬法為「識」：凡是我們所認識到的㆒切，並沒㈲㆒種所謂客觀獨

立存在的本質；實際㆖，那所認識的境相，只是㉂心現起的影子。佛家語㆒境㆕

心：㆝見寶莊嚴，㆟見為清㈬，魚見為窟宅，鬼見為膿血。
31
㈤「識」所緣的境

界，只是和合的假相，不是真實。「識」㆒旦離身，我們的身心組織立刻要崩潰

腐壞。「意」根不但是「意識」，也是㈤「識」生起的所依：細心執受肉體，才

能起覺受，生㈥「識」；細心的覺受，是生命的表徵，是微細的心理活動。 

「『如㆒井空，空生㆒井』」：我們必須從「空」去建立正確合理的㈲，離

欲清淨，不因環境而引起痛苦，就是「空」義。佛法是「空」㈲俱說、依㈲明「空」：
32
無論是理解或是行為，從㈲以達「空」，是必然的過程；而且求其相成而不相

礙的。但知「空」不即能知㈲，空並不能證明㈲的正確與否。假㈲雖還在世俗立

言，但它與「空」㈲直接關係，因「空」寂的另㆒面就必須是假㈲。假㈲的發展

擴大，終於到達㆒切法「空」；「空」得徹底究竟，又是法法如幻假㈲。 

「虛空」「歷史」的迴旋舞姿：當詩㆗㆟家的「後花園」，「在槭樹被拔起

武竹被砍除後／所留㆘的空㆞㆖」――視「空㆞」為書㊢的「空白」稿紙，讓「標

點在空白裡／滑溜、翻滾成／堤坊崩塌的流㈬」；在詩㆗㆟看來，「情緒和奔洩

情緒的文字／都是㆒種褻瀆」，遂而「文字為了填滿空格／而空格不㆒定需要文

字」。成、住、壞、「空」的㆞球，分、合、治、亂的「歷史」，生、老、病、

死的眾生，「『東方虛空，可思量不？』」，「虛空」與盈滿是互為體用的，恰

似㈪的圓缺、海的潮汐：唯其騰「空」歸零，才能將數目往㆖增加；㆒旦趨於飽

合，復遞減耗損。 

                                                 
31 請參見㊞順，《唯識㈻探源》（新竹：正聞，1944 年 10 ㈪，1 版；1970 年 12 ㈪，重版；2003

年 4 ㈪，新版 2 刷）㆒書。 

32 請參見㊞順，《性空㈻探源》（新竹：正聞，1950 年 5 ㈪，1 版；1973 年 2 ㈪，重版；2003

年 4 ㈪，新版 2 刷）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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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處」的流轉：當「雷雨和閃電之後」，我們才憬悟建商的偷工減料，只

好「儘量遠離」「那個就㆞合法的『美國』㈻校」――「合法」的意象，㈺應著

「但是許多㆟動用圖章／使他的『山莊』合法的／那個㆟」。「這裡」的「夏㆝」：

「病毒」「慣例流行」，「㈬溝即將暴漲」；「這裡」的政局「不安」，「那個

㆟以㈮錢去購買危機／㆟們去觀賞他招引對岸」――使得「㆟們」移民海外，「遠

方的氣候涼爽」，「終年積雪」，然而覓得新「身分」的「你」，就像是「園樹

被砍㆘足部後／移植給遠方／而命運通常是／樹葉落盡後／枯死於陌生的旅

程」，「放逐」
33
異「鄉」，「尋找眼花撩亂的出口」。 

我們所俯仰其㆗的「空間」，是由㆞、㈬、㈫、風組合而成――如果沒㈲大

㆞的承載，我們要安住在哪裡？沒㈲㈬的灌溉滋潤，我們如何生存？失去了陽光

的照射溫暖，我們怎能生活？失去了空氣，我們更是窒息而死。執「法」單位的

                                                 
33 ㆗國長期以來的內憂外患，胡曉明在《㆗國詩㈻之精神》㆒書㆗，以屈原的「放逐」詩為例：

㆒方面，將㆗國㆟的鄉關之戀政治化、理性化：思鄉的魂夢飛縈，不僅是㆒己小我的溫煦之

情，而是與國家民族、文化理想循循相通的莊嚴聖潔之情。另㆒方面，將㆗國㆟的政治情結

生命化、㆟倫化：政治之治亂興衰，不再是外在㆟倫之事，而是由生命㆗延伸開展而出的真

實需求（參見胡曉明，《㆗國詩㈻之精神》，南昌：江西㆟民，2001 年 9 ㈪，1 版 1 刷，頁 172）。

再如簡政珍《放逐詩㈻――台灣放逐文㈻初探》 説：「對於台灣當㈹的㆗國㆟來說，放逐既

是來㉂政治，也出㉂於心態的感受。㆒㈨㆕㈨年共黨接掌大陸，同時也揭開放逐時㈹的序幕。」

（見簡政珍，《放逐詩㈻――台灣放逐文㈻初探》，台北：聯合文㈻，2003 年 11 ㈪，1 版，頁

9）關於「家園」的哲㈻論述，如 Gaston  Bachelard（法，1884-1962）撰，龔卓軍等譯，《空

間詩㈻》（台北：張老師，2003 年 8 ㈪，1 版 1 刷），在〈家屋•從㆞窖到閣樓•茅屋的意義〉

㆒文㆗說：「我們的家屋就是我們的㆟世㆒隅」。（頁 66）又簡政珍〈失樂園〉長詩㆗說：「為

返鄉的旅程／找幾條歧路」。關於「歧路」的哲㈻論述，如海德格（1889-1976）撰，孫周興

譯，《林㆗路》（1950，台北：時報，1994 年 7 ㈪，1 版 1 刷），陳榮華，〈序：《林㆗路》導讀〉，

說：「海德格曾引用賀德齡的詩說：『在最危險的㆞方，仍生長著救援的力量。』即使在歧路

㆖，只要能明白它是歧路，而又明白為何它是歧路，則歧路就成為正路。㆟最大的危險就是

以歧路為正路，以正路為歧路。這是由於㆟的㉂我封閉而不願開放。在走路時――㈵別是在

思考之路㆖㆟必須㉂我開放，反身檢討㉂己的路，讓存㈲和真理帶著我們，才能發現真正的

存㈲」。（頁 6）關於「兩岸」的對峙，㊞順，《佛在㆟間》（新竹：正聞，1971 年 11 ㈪，1 版）

說： 「佛教說㈧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苦痛的解決，在勘破㉂我的愛取――愛是生命的貪

戀與世間所㈲物的繫著；取是內依㉂我愛欲的發展而為㆒切的追，㈽圖滿足㆒㆟㆒家㆒國的

爭奪。」（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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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容㈵權㆟士，在山坡㆞違建「山莊」、「㈻校」、球場等非「法」「建築」時；

㆒旦颱風侵襲，㈯石流氾濫，「㈬溝即將暴漲」，誠如詩㆗㆟所痛心疾首㆞：「但

我們怎樣歸類／㈬㆗撈起的個種形體」？ 

如來常說：「和合因緣。」如來又說「意根、法塵、意識界，本非因緣。」

我們常說，㆞㈬㈫風㈴為㆕大，卻不知虛空㆒大。「虛空」之性，周遍圓滿，寂

然常住，不生不滅。㆕大和合，原來都是幻現。如㆒處井空，這空就是㆒井；㈩

方虛空，都是如此，無所不在。再說，「識」心與能思量的「意」根，兩者皆具

㈲分別的性能。如果說，「識」心和「意」根相同，那麼「識」心就是「意」根，

怎能說是「心識為意根所生」？「識」心異於「意」根，不識不知，既無所識，

就不能說「由意根所生」。若說㈲所識，那麼「識」心與「意」根，就都具㈲分

別的性能。到底何者是「識」？何者為「意」？「識」心與「意」根，兩者的性

相，為同為異，尚無法確定，憑什麼能建立「意識」的界限？《㈮剛經》㈲云：

「於法，應無所住。……不住於相。……㆕維㆖㆘虛空，可虛量不？」
34
龍樹《㆗

論頌》㆗提及，為眾生說法，㆒以「世俗諦」，㆓為「第㆒義諦」。
35
從後者看，

宇宙間㆒切的存在現象都只是假㈴，應該破執掃相，以求透視萬法的空相。「空」

是超越否定性之後最圓滿的肯定性。 

〈歷史的騷味〉長詩的最後㆔行「而我在拂曉之際／走入巷弄／已忘了追逐

什麼」，㈺應著第㆒節的前㆔行「晨起，㈲㆟追逐㆒隻／長滿疥瘡的黑狗／進入

時間殘留的暗象」――不僅體現了長詩的圓轉結構，同時也襯顯出㆟生際遇的風

㈬輪流轉。平民皇帝「劉邦」崛起於隴畝之間，大漢㆝威今何在？而「那個尿床

的皇帝／進了幼稚園」：從封建的「皇帝」到民主的總統，流轉不已，生滅不居。

現實世界的㆒切，只是因緣關係的存在；在因緣關係的㈵定情形㆘，形成時空㆗

的存在。「虛空」史觀，躍然詩行――「虛空」並非虛無與空洞；「虛空」是無

礙為性、色於㆗行；「虛空」，是㆒切法（色、心等）的所依；也是㆒切法所不

離的真性；更是㆒切法存在活動的原理。
36 

                                                 
34 見《㈮剛經》，台北：㆔民，1997 年 1 ㈪，1 版，頁 31。 

35 見《㈮剛經•源流》，頁 108 。 

36 ㊞順，〈大乘空義〉，見《佛法是救世之光》，新竹：正聞，1973 年 8 ㈪，1 版，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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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劉邦」與㊠羽的楚漢相爭「歷史」，簡政珍採用了「為了／讓後世的

佛洛依德詮釋？」的「後」現㈹「身」體美㈻的創作手法。以「身」體器官的「意

象並置」呈顯㆟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歷史」真相。簡政珍在〈㈧○年㈹詩美㈻

――詩和現實的辯證〉㆒文㆗，引述林登伯（Lindenberger）所說的：「所謂的

歷史，也可能是㆒種虛構。」（《詩心與詩㈻》，頁 344）簡政珍認為，「 由

現在放眼過去或永恆，只是使過去經由詮釋，富於當㈹性。」（《詩心與詩㈻》，

頁 344）所謂的「詮釋」，簡政珍在《台灣現㈹詩美㈻》㆒書裡，〈意象與「意

義」的流動性〉㆒文㆗，在引述了狄曼（Paul de  Man）、羅斯伯（Loseberg）、

卡斯其（Rodolphe Gasche）的解結構思維後，說：「不與其同時，意味㈲意義存

在，……假如解構㈻的縫隙能如此認知，意義在時空的延異㆖產生意義」。（《台

灣現㈹詩美㈻》，頁 214） 
 

復以〈歷史的騷味〉㆗，「風」的圓轉結構•「雲」的轉喻舞姿為例： 
 

於是，我將你的遺像 

剪成碎片交給風 

劫難後 

鳥在雪線旁邊 

化成草莽 

狗在山泉中 

追溯狼的足跡 

一隻貓熊 

在竹林裡面對生命的突變 

你的音容 

隨著青煙 

變成一朵白雲（〈歷史的騷味〉長詩，第十三節，182-193 行） 
 

首先，「劫難後」是「悖論」的詩藝：布魯克斯〈悖論語言〉㆒文說：「悖論出

㉂詩㆟語言的本質。在這種語言㆗，內涵與外延起著同樣的作用」；而「Wordsworth

（華滋華斯）在努力使用悖論語，其方法是把我們思想的㊟意力，從習慣的嗜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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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喚醒，引導我們㊟意眼前世界的奇美。」
37
簡政珍〈似㈲似無的「技巧」〉

強調，「㈩㈨世紀的英國詩㆟與詩論家柯勒奇（Coleridge）就說：「詩就是要喚

醒㆟昏睡的知覺，而讓我們㈰常熟悉的事物展現不熟悉，而顯現新鮮感」（《台

灣現㈹詩美㈻》，頁 307）；簡政珍也在〈詩與現實〉㆒文㆗提及，「布魯克斯

在論述『弔詭』時說――詩正如莎士比亞作品裡的滾㈭球遊戲，㈭球不是正圓形，

因此滾球的㆟需要用迂迴的弧度，才能滾進目標。」（《台灣現㈹詩美㈻》，頁

84） 

其次，是「風」的圓轉•「雲」的舞姿：滾滾長江東逝㈬，浪花掏盡英雄。

再權傾㆒時，再功業彪炳，㆒旦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當「座車」裡的「你」，

「昂貴的西裝」㆖，「沾滿了血㈬」，當「你的脈搏已停」。「㈲些政治㆟物喜

形於色」，摩拳擦掌，由在野到執政，從邊緣到㆗心，炙手可熱，伺機登位。㈥

朝如夢鳥空啼，是非成敗轉頭空。「劫難後」，健忘的百姓遺忘了你。當「青煙」

嫋嫋，「你的音容」縹緲如氤氳「白雲」，「幼稚園」的小朋友，「將你的遺像」

把玩如色紙，「剪成碎片」，迎風飛揚。讓萬物各得其所，眾生平等，是何等仙

樂飄飄的「㆝堂」境界啊！「鳥」飛返「大興安嶺」的茂密莽原。「貓熊」重回

「蜀㆞」竹林，接受物競㆝擇的淘汰與㊜者生存的基因「突變」。「狗」也不再

是「老國㈹」冬令進補的珍品，牠回到高山，沿著㈬泉，嗅聞著與牠同血緣的「狼」

的「足跡」。 

關於「意義」，蔡英俊在《㆗國古典詩論㆗「語言」與「意義」的論題――

「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㆒書㆗，云：「詩的意義是在於情

感意念本身的鋪排與運作方式，並不必然直接具體展現在作品實際的語文結構之

㆗，而往往是在語言文字的經營傳㊢之外，而另㈲指涉的。
38
「傳統」是創生實

際的㆒股現實根源力量，回溯深入以往「歷史」，我們才能更加明白我們㉂己的

根源。我們己身所從出的「歷史」根源，不斷㆞在驅迫引導我們的方向，從我們

生命的真實走向真實的現實。「傳統」的核心，正是建立在現實世界之㆗，再從

                                                 
37 布魯克斯撰，趙毅衡譯，〈悖論語言〉，見趙毅衡編選，《新批評文集》，㆝津：百花文藝，2001

年 9 ㈪，1 版 1 刷，頁 353-375。 

38 見蔡英俊撰，《㆗國古典詩論㆗「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

蓄」的美典》，台北：台灣㈻生，2001 年 4 ㈪，1 版，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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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世界發掘出新穎的道理。
39
歷史是㈲意義的「時間之流」：歷史㈲著「時間」

性的秩序，具㈲回顧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前瞻性的㉂由性。
40
《論語•子罕》云：

「子在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戎顯〈登黃鶴樓〉說：「浮世已

隨塵劫換，空江仍入大荒流。」生命的長度，為「時間」的密度所替㈹。
41
〈歷

史的騷味〉長詩，以「時間」的深細敏慧觸角，探掘歷史的底蘊。 

㆕、簡政珍長詩美㈻在「台灣詩史」㆖的標高 

1950 年出生的簡政珍，承先啟後著「台灣詩史」的㆗堅㊪祧；考察簡政珍

迄今的㈤首長詩，在台灣詩史㆖的建樹如㆘： 
 

㆒、確立「㆒首長詩」的圓轉結構，首尾環扣，生生不息。 

㆓、建構牽㆒髮而動全身的「意象敘述」長詩美㈻的典範：當筆者在考察台 

灣 1950 年迄今的㆒百多首長詩後，發現㈲些組詩只是很多首短詩聚合而成，並

非是「㆒首」首尾貫串的㈲機「長詩」；再者詩質的稀釋，結構的鬆垮，造成「㆒

首長詩」詩骨的降格、詩風的傖俗。相較於「詩的散文化」的「線性」敘述結構

長詩、「半詩半散文」的「抒情」敘述結構長詩――簡政珍「詩的詩化」的「意

象」敘述結構長詩，「典範」了台灣「長詩美㈻」的例證。 

三、〈放逐與口㈬的年㈹〉詩小說，開啟了新世紀台灣長詩體製的新變：「文 

類越界」是文壇的趨勢，緣起於單㆒文類無法承載作家的豐盈思潮。簡政珍〈放

逐與口㈬的年㈹〉，則是台灣詩史㆖第㆒首「詩小說」。「詩小說」以意象稠密

的詩語言，意象迴環的園轉結構，延展著虛實相生、時空跳轉的曲折情節。 

    四、「不相稱」詩美㈻是簡政珍的創見：「不相稱」詩美㈻的建構，是簡政

珍在「現㈹詩㈻」場域的創見，㆒新耳目於慣性思維的對稱詩㈻的㆗和結構。世

紀末以來，現象界的光怪，㆟性面的物化，使得藝術的空間憑添奇異變幻的造景，

                                                 
39 參見吳光明，《歷史與光明》，台北：聯經，1991 年 9 ㈪，1 版，頁 24、25。 

40 參見吳光明，《歷史與光明》，頁 44、54。 

41 參見胡曉明撰，《㆗國詩㈻之精神》，南昌：江西㆟民，2001 年 9 ㈪，1 版 1 刷，頁 214、228、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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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稱」正是簡政珍所捕捉到現實㆟間的㈵㊢鏡頭之㆒。在台灣詩壇，「不相

稱詩美㈻」（Poetics  of  Incongruity）的詩㈻觀察，是簡政珍㆒㈨㈨㈤年於「台

灣現㈹詩史研討會」㆖的首度提出。這是簡政珍「對後現㈹詩重要詩作的㆒種看

法」。在㆓○○㆔年㆒㈪，孟樊於《台灣後現㈹詩的理論與實際》㆒書㆗提及，

「簡政珍『不相稱詩㈻』說法，與主流後現㈹理論不同，另闢蹊徑，在當㈹台灣

詩壇㆗形成了他個㆟色彩鮮明的㆒套詩美㈻主張。」到了㆓○○㆕年㈦㈪，簡政

珍《台灣現㈹詩美㈻》㆒書的第㈨章〈不相稱的美㈻〉，㈲了更全面而深入的探

討。什麼是「不相稱」呢？簡政珍說：「撇開理論的詞彙與論述，所謂『不相稱

（Incongruous）』是指 A 與 B 兩種事、物，在常理㆖不搭調，但在詩㆗卻由「不

搭調」而產生額外的趣味，引起讀者對事、物碰觸接續所引起的驚覺。」考察台

灣現㈹詩的發展，簡政珍指出，「在後現㈹的時空裡，詩壇不時㈲這樣的（不相

稱）詩作出現。它為後現㈹詩拉開雙重視野的景致，也為後現㈹詩由緊而鬆的精

神做㈲力的註腳」。「轉喻的逸軌、不搭調的意涵、不合邏輯的因果、非常理的

組合、對既定反應的諧擬、表象的荒謬、不相稱底㆘的真實」，是簡政珍所觀察

到台灣詩壇「不相稱美㈻豐富的面相」，但除了簡政珍〈㈧○年㈹詩美㈻――詩

和現實的辯證〉、〈不相稱的美㈻〉，這兩篇論文的精闢論述外，「台灣當㆘㈲

關的理論、批評、詩史的撰述幾乎㆒片空白」。簡政珍感歎著，「『不相稱』詩

美㈻，由於在台灣後現㈹詩理論裡，還沒被製成標籤，因而幾乎完全被忽視。」

「這是實質重要性與實際的討論頻率所顯現的『不相稱』」――簡政珍說。 

 

楊牧「現實的抒情」與簡政珍「詩化的現實」雙雙典範著――新世紀台灣「詩

美㈻」殊途同歸的「詩／思合㆒」。再者，在台灣的詩壇㆖，葉維廉和簡政珍是

雙雙被推崇為兼具㊝質「詩㆟」與「詩㈻家」身份的。簡政珍「詩㈻」的斐然煥

彰，卓然成家，㈲目共睹；簡政珍「詩作」的廣袤深邃，總讓讀者望其「詩海」

而興嘆。筆者此文的撰述旨趣，或如梵典《筏喻經》所云：「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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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ng the Contribution of Jian 
Zheng-zhen’s “Aesthetics of Long Poems” 

Jiang, Mei-Hua∗ 

[Abstract] 
Jian Zheng-zhen was born in 1950. He is now a pillar of the community of Taiwanese poetry. It 

is he who receives the ancestors’ legacies and paves the path for the descendant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five long poem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a revolving structure of 

“a long poem”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first word to the last, the overall poems is arranged coherently. 

Secondly, the aesthetics standard of long poems―the narration of the images―is set up. Thirdly, the 

poetic novel “The Era of Spit and Exile” starts a new change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poetry in 

the new era. Fourthly, “unbalanced structure,” a kind of aesthetic poetry is Jian’s own invention.  
 
Keywords: Jian Zheng-zhen, Aesthetics of Long Poems, Taiwanese Poetry, the Condensed Quality of 

Poetry, the Narration of the Images, the Revolv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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