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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I  

摘要 

   陈黎是中国台湾当代重要诗人，同时兼具翻译家、散文家、评论家、中学英

语教师等多重身份。其诗歌意象丰富，风格多变，手法多样，艺术营养多元。在

充分而健全地吸收了古今中外大小传统的基础上，陈黎尝试运用他独特的语感去

建构新的现代汉诗语言秩序。本文归纳了陈黎诗歌的主要创作主题，发现并阐释

了代表性诗歌意象“梦蝶”与“镜猫”。通过对主题的分析及对意象研究，进一

步探究了陈黎的诗歌结构。 

 

关键词：陈黎、现代诗、台湾、花莲、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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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文摘 

陈黎是台湾当前的重要诗人之一，出版诗集、散文集、音乐评介集、诗歌赏

析著作二十余种，翻译过聂鲁达、辛波斯卡、小林一茶、哈斯等二十余位外国诗

人的诗作。获奖众多，亦曾获选二零零五年台湾“十大诗人”。 

已有的陈黎研究，不是注重其诗歌的后现代手法、游戏态度或图像诗特色，

就是针对作品中的地域书写进行论述。而作为兼具译者、教师、音乐评论家等多

重身份的诗人，陈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他希望联结大小传统、建

构现代汉诗语言新秩序，这些尝试有待重新审视。 

本论文将集中探究陈黎诗歌的创作及背后隐藏的“集体无意识”。论文分为

五个部分。 

绪论在阅读陈黎诗集、译诗、散文、音乐评介集、论文等过程中，重新认识

了一个才华全面的诗人，不仅仅是贴着标签的“后现代主义”、“图像诗人”、

“边缘诗人”等。陈黎诗歌风格多变、艺术营养多元，以往研究者通常只研究到

其中一个主题，其实，他的思想驳杂，导致多个主题缠绕。本文尝试对其诗歌主

题进行初步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探究诗人创作的感觉结构和更深层的“集体

无意识”。 

第一章从个人经验角度切入，探讨诗歌中具有的“日常生活”和“诗意升华”

两种创作倾向。陈黎诗歌主题丰富，有几个重要主题从创作伊始至今一直延续，

如对现实生活的沉入与升华；诗歌中情色和诗意的难解难分；历史和神话元素的

反复出现，使其早期诗歌呈现出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这是文学作品情结中

较为普遍和重要的一类。与之相对有“伊莱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由其衍

生出“家庭/亲情”书写、“爱情”书写、“情欲与诗意的辨正”写作向度等。

这些书写是对人生的深入、人性的发掘和对社会的关注、对不公正不自然的批判，

还有对美的传递、对传统的发掘和继承、对弱势群体边缘人物的关注等。  

第二章以陈黎诗歌中的“身体”书写作为主要讨论对象，分析了他在早期创

作中出现，随着诗艺的成熟而不断变换的“身体”意象的组织方式及其内涵演变，

梳理了他从“身体书写”到“情色书写”的经过。以具体诗歌为例证分析了“情

色”意象的心理内涵。以对“瞬间的永恒性”追求为切入点，归纳了“丰沛的瞬

间”的诗歌内涵；以“缪斯的变身”为观察重点，分析了陈黎诗歌中两个代表性

意象“梦中蝶”和“镜中猫”以及由此诞生的意象群特征和变化轨迹。从较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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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角度考察陈黎诗歌创作道路时，笔者发现，身体意象书写是陈黎诗歌文本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因其贯穿陈黎创作生涯而具有独特意义。出现在诗歌创作

早期并随其诗艺与思想不断成熟，身体意象的组织方式和内涵也在变化。在情色

意象分析中，探讨了个体经验与群体经验的关系、抒情与知性的关系等问题。 

第三章的讨论内容由私人化书写转向宏观、社会化书写。笔者认为陈黎诗歌

创作中“神话”书写是其独特精神结构与“神话”元素的混融，蕴含了对原住民

的关怀。最为复杂的是“历史”书写，蕴含了所有创作向度的特征，它的出现，

标志着诗人创作成熟。“历史”书写呈现了陈黎作为一个诗人的包容性和深刻性。 

陈黎诗歌世界中主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伴而生，这也体现了陈黎诗歌“混融

多元”特质，因此孤立讨论某一个单独主题几乎不可能。在陈黎广袤的诗歌世界

中，在戏谑与游戏态度下，他还有一以贯之的厚重与严肃，这便是陈黎诗歌中所

表现的历史情怀。在历史情怀烛照下，对原住民的关怀、重构岛屿史的期待形成

了神话、政治等重要创作向度。这些创作向度主要创作内容包含了政治书写、后

殖民书写、原住民书写、神话书写、台湾书写、花莲书写、岛屿书写等。因其主

题混融性，每种内容也都与其他种类的书写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结语部分将文中讨论过的陈黎诗歌创作向度和创作历程进行总结、梳理，归

纳其诗意象的精神内涵及组织方式所反映出的诗人独特感觉结构。 

附录部分笔者在论文完成后对陈黎访谈的记录，作为论文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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