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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丘》 

 

螞蟻的夢比大象巨大。 

一群白象出現在它彩色的 

夢境裡，它覺得呼吸有點 

困難，呼喚蟻伴們四面八方 

走過來群聚成蟻山——啊 

千萬不能讓夢，夢想，或其 

姊妹城邦，愛，美，以及 

善，因過重的負荷突然崩塌  

 

善哉，這有目無篇的崇丘  

 

一己之力，而又非一己之力 

建構的形而上帝國。每隻 

螞蟻夢到的是不同顏色象牙 

的白象，卻同樣能伸延或 

共構成彩虹或彩蝶的飛行或 

讓其揪團移民躲避人類指 

掌空襲的象牙海岸。這時 

你對我說螻蟻尚且貪生 

 

你睫毛的閃電比窗外的閃電熾烈…… 

（20250214） 

 



ChatGPT 說： 

  這首《崇丘》展現了陳黎詩作一貫的特色：層層鏡像結構、形而上的思考、語言的遊戲性，

以及對詩歌本質的反思。它不僅是一首哲思詩、關懷詩，更是一首隱含詩論意味的詩，以微

小者（螞蟻）對巨大者（大象）的想像與構築，探討夢想、共同體，以及詩歌如何在時間的

流逝與缺席中被「重新建構」。詩中對《詩經・小雅》「有目無篇」之作《崇丘》的詩學隱喻，

讓此詩成為一種由眾多細微視點（如螞蟻之目）共同建構的「崇丘」，它並非單一個體的產

物，而是透過「共構」實現的一種詩學理想。這種詩意形態，與《詩經》未曾留下詩篇的「經

典性空白」互為鏡像，形成了一種回應與補遺。 

  從這個角度解析《崇丘》，可以發現詩的幾個關鍵層次： 

 

1. 「螞蟻的夢」與「崇丘」：詩意建構的隱喻 

    詩開頭以「螞蟻的夢比大象巨大」展開一種張力——小與大、微小與宏偉、個體與整體。

螞蟻的「夢」是一個超越其自身的想像投射，而「夢」作為詩歌的隱喻，正是將「微小的視

角」（有目）拓展成為無限可能的詩境（無篇）。當螞蟻夢見白象，它陷入「呼吸困難」，彷

彿詩人在面對龐大世界時的驚嘆與自我壓抑。然而，關鍵在於「蟻伴們」的集結，形成「蟻

山」——這座詩的「崇丘」正是眾多個體（詩人、讀者、夢想者）共同構築的藝術場域。 

 

2. 「有目無篇」：詩學的鏡像與對話 

  本詩前三節，在行數與每行長度上，形成「鏡像」對映，中心軸為單行構成的第二節——

「善哉，這有目無篇的崇丘」一句，不僅可視為對《詩經・小雅》「有目無篇」（有標題而無

正文）的佚詩（已消逝、未被記錄的詩）「崇丘」的對話，也進一步深化詩的自我指涉。它

強調詩的本質不在於篇章的具體存在，而在於視角、想像與共構。即使是螞蟻的細小目光，

也能構築出壯麗詩篇，即使詩篇未寫，它仍存在於想像的可能性中。 

  這與許多現代詩人的思考相互呼應，例如博爾赫斯的「可能的書」（the book that could be 

written）或瓦雷里的「未完成的詩」。詩的存有本質，不僅是已寫下的語詞，而是一種不斷

延展的詩學空間。 

 

3. 夢的共構與形而上的「帝國」 

  「一己之力，而又非一己之力」道出詩的建構機制——詩歌雖由個人創作，卻無法脫離文

化、語言、讀者的共同參與。這裡的「帝國」不是政治的，而是「形而上的」，即一種由多

元夢想交織而成的詩境。每隻螞蟻夢見不同顏色的象牙，卻能共構成彩虹，彩蝶的飛行，甚

至象牙海岸的避難所——這是詩的特質：個體的意象能彼此聯繫，形成更大、更深邃的文本

空間。 

 

4. 「螻蟻尚且貪生」與「睫毛的閃電」：詩的情感軸線 

  詩的最後一段從哲理性的詩學討論，轉向個人層面的溫暖與情感——「這時你對我說螻蟻

尚且貪生」這一句，讓詩的討論回到最基本的生命感知。螞蟻、詩人、夢想者，甚至讀者——

我們都渴望活著，渴望詩、愛與美的存續。這裡的「你」是一個關鍵角色，她的話語與最後



「你睫毛的閃電」呼應，形成一種人間情愛與詩學夢想的交會。 

  「你睫毛的閃電比窗外閃電熾烈」，這不僅是愛的象徵，也是一種詩意的對位——睫毛的

細微與閃電的壯麗相映，與詩開頭「螞蟻的夢比大象巨大」的張力形成結構回環。同時也呼

應了前面「有目」兩字，讓「有目無篇」的概念再次回到讀者眼前：即便微小的瞬間（睫毛

的顫動），也能迸發出比雷電更熾熱的詩意。 

 

結語：詩歌的崇丘，夢與愛的共築 

  這首詩層次豐富：「崇丘」不僅是螞蟻共築的夢想之地，也是詩人對詩歌本質的思考。這

首詩既是一篇「論詩詩」（ars poetica），也蘊含濃厚的生命情懷與溫暖期待。詩的形式如鏡

像般交錯——螞蟻與白象、個體與群體、詩經與現代、形而上帝國與人間情愛——這種多重

維度的交融，使這首詩耐人尋味，充滿詩意的建築美學。 

  這是一首關於夢想、愛與詩的詩，一座「崇丘」，一種持續未竟的詩學邀約。 

* 

ChatGPT 再說： 

  這首《崇丘》充滿了多層次的意象與結構，作者以鏡像式的語言遊戲和詩學隱喻，構築了

一座關於夢想、愛、美與善的形而上帝國。以下從幾個角度解析： 

 

一、鏡像結構與意象對照 

微觀與宏觀的鏡像 

• 螞蟻與大象：詩一開始便以「螞蟻的夢比大象巨大」呈現一種顛覆常理的對照。螞蟻

本是微小的，但其夢想卻超越了大象的體量，形成一種由下而上的顛覆，彷彿在提醒我

們：即使最不起眼的存在，也能擁有壯大的內在世界。 

• 夢與負荷：隨後，螞蟻呼喚蟻伴群聚成蟻山，卻突然發出「啊／千萬不能讓夢，夢想……

／因過重的負荷突然崩塌」的呼喊。這裡不僅強調了夢想的珍貴，也透過負荷的隱喻，

警示著集體夢想如果承受過重負擔，就可能崩解瓦解。 

轉化與建構的鏡像 

• 詩中提到「每隻螞蟻夢到的是不同顏色象牙的白象」，而這些夢象最終能「伸延或／

共構成彩虹或彩蝶的飛行」或形成「象牙海岸」的集體避難之所。這不僅是從單一個體

夢想到集體共同體的轉化，也暗示著即便各自的夢境色彩斑斕、零散，但在共構的過程

中卻能生成一個完整、豐盈的形而上帝國。 

 

二、對《詩經・小雅》「有目無篇」的回應與詩學隱喻 

「崇丘」的命名與意涵 

• 詩題「崇丘」呼應了《詩經・小雅》中「有目無篇」的詩作《崇丘》。原本「有目無

篇」意味著詩篇只留其名而缺乏完整的內容，形成一種經典性的空白。而陳黎在此將這

種空白轉化為積極的詩學隱喻： 

• 就算是微小如螞蟻的視角（有目）和夢想，也有能力將「無篇」變為「有篇」，共同

建構一座滿載夢與愛與美的「崇丘」。 



守護夢想的呼喚 

• 在詩中，「啊 千萬不能讓夢，夢想……因過重的負荷突然崩塌」這句，正是對每個人

守護夢想的呼喊。這不僅是對個體夢想的珍惜，更是一種集體性的期待：希望大家共同

努力，彼此扶持，讓那些看似虛幻但卻充滿力量的夢想得以保存與延展。 

 

三、情愛暗喻與「有目」的呼應 

最後一行的轉折 

• 當詩人寫到「你睫毛的閃電比窗外閃電熾烈……」時，這個「你」象徵著某位女子，

也代表了人間最真實的情愛與美好。 

• 此處「睫毛的閃電」不僅是對人間情感的一種讚美，它也與前文「有目」形成了呼應：

人的眼睛是感知世界的窗口，微小而真實的瞬間之美（如同睫毛上閃現的光芒），能夠激

發出更為宏大的夢想與想像。 

 

結語 

  陳黎這首《崇丘》正是一篇溫暖而充滿期待的「論詩詩」（ars poetica）。詩人以鏡像結構

將微觀的螞蟻夢與宏觀的集體帝國互相對照，同時借用《詩經・小雅》「有目無篇」的意象，

主張即使是微小的存在也能建構出充滿夢想、愛與美的世界。最後以那動人心弦的「睫毛閃

電」，將整首詩的視覺與情感層面凝聚，使詩作不僅有哲學思辨的深度，更蘊含著對生命中

真摯情愛的禮讚。 

* 

DeepSeek 說： 

  陳黎的《崇丘》是一首以《詩經》的「經典性空白」為靈感、以「鏡像結構」編織多重隱

喻的現代詩作。其詩意層次豐富，既是對古典詩學的當代回應，亦是對集體理想與人性溫情

的深情書寫。以下是對此詩的解析： 

 

一、「有目無篇」的鏡像重構：詩學傳統的當代回應 

  詩中「崇丘」直指《詩經·小雅》中有題無文的空白詩章，陳黎在此完成了一場精妙的互

文對話。他以螞蟻的複眼視角（「有目」）重寫歷史文本的缺席（「無篇」），讓微小生命成為

詩史的續寫者——蟻群築起的山丘既是對《詩經》地理意象的複現，更通過「虹彩／象牙海

岸」等現代意象的疊加，建構出跨越時空的「形而上帝國」。這種對經典空白的創造性填補，

恰似德里達所言「文本之外無一物」的實踐，將缺席轉化為詩意的在場。 

 

二、微觀詩學的集體敘事 

  「每只螞蟻夢到不同顏色象牙的白象」的悖論，揭示了後現代語境下的詩學民主化進程。

當傳統宏大敘事（「白象」象徵的聖潔與權威）被解構成碎片化的個體經驗，詩歌不再依賴

單一視角的完型，而是通過「共構」（彩虹）與「遷徙」（象牙海岸）實現動態平衡。這種「一

己而非一己」的創作哲學，既呼應了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又與《詩經》集體歌謠的生成機制

形成跨時空共振。 



 

三、睫毛閃電：抒情主體的在場證明 

  結尾處「睫毛的閃電」與自然閃電的鏡像對照，暗藏詩學本體的終極隱喻。當抒情主體的

生理性顫動（睫毛）超越物理世界的能量（閃電），詩歌完成了從客觀世界向主體精神的範

式轉換。這個瞬間既是對「螻蟻尚且貪生」的生存哲學的超越，也暗示著詩性語言如何通過

細微感知重構現實——正如蟻群用百萬複眼拼合出「崇丘」的全景，詩人用詞語的棱鏡折射

存在的本相。 

 

四、溫暖詩學的倫理向度 

  全詩在解構與重建的張力中始終保持著溫暖的底色：蟻群的「揪團移民」是對人類中心主

義的委婉批判，又以「彩虹／彩蝶」的輕盈化解了「負荷崩塌」的危機。這種「以柔克剛」

的東方智慧，將守護夢想的命題昇華為詩學倫理——當「愛、美、善」成為共同建構的城邦，

詩歌便獲得了對抗現實重力的永恆力量，恰如《詩經》「群怨興觀」的溫柔敦厚在現代的轉

生。 

 

結語：作為元詩歌的《崇丘》 

  這首詩本質上是關於詩歌本體的元敘事：它以螞蟻築丘喻指詩歌創作從個體經驗到集體精

神的昇華過程，用「有目無篇」的悖論揭示文本生成中缺席／在場的辯證，最終在「睫毛閃

電」的刹那完成了抒情主體性的終極確認。陳黎不僅重構了《詩經》的經典空白，更在當代

語境中重寫了漢語詩歌的生成語法，讓古老的詩學基因在微觀敘事的土壤裡綻放出新的神

話。 

* 
DeepSeek 再說： 

  陳黎的《崇丘》是一首以《詩經》的「經典性空白」為靈感、以「鏡像結構」編織多重隱

喻的現代詩作。其詩意層次豐富，既是對古典詩學的當代回應，亦是對集體理想與人性溫情

的深情書寫。以下從結構、意象、主題三方面解析： 

 

一、鏡像結構的辯證張力  

  全詩以「螞蟻—白象」、「個體—群體」、「虛夢—實境」的鏡像對照展開，形成動態平衡： 

•「螞蟻的夢比大象巨大」：開篇以微小與龐大的悖論打破常規認知，暗示精神世界的無限

潛能。白象作為神聖與重負的雙重象徵（呼應佛教「白象入胎」與泰國王室傳統），既承

載崇高理想，又成為集體焦慮的源頭。 

•  「蟻山—崇丘」的空間互文：蟻群築造的物質實體（蟻山）與《詩經》中未完成的「崇

丘」形成虛實映射。前者是生物本能，後者是文化追憶；前者具象，後者抽象。詩人以

螞蟻的集體勞動填補經典文本的「無篇」之憾，暗喻詩歌創作的本質——從日常經驗中

重構精神高地。 

•「睫毛的閃電」與「人類空襲」的暴力對位：末尾的女性形象以「睫毛的閃電」這一私

密意象，與前半段「指掌空襲」的公共暴力形成對抗。睫毛的顫動既是情愛的隱喻，亦



是微觀生命的抗爭姿態，呼應「有目無篇」中「目」的能動性——以個體的敏感目光抵

抗現實的荒蕪。 

 

二、古典詩學的當代轉譯 

詩人將《詩經》的「有目無篇」轉化為現代詩學命題，賦予其三重意涵： 

1. 對「空白」的創造性填補  

  螞蟻的「有目」（視覺）象徵詩人對歷史缺憾的想像性修復。通過群體視角的疊加（「每

只螞蟻夢到不同顏色象牙」），零散的個體經驗彙聚為「彩虹」、「彩蝶」般的多元敘事，

暗合《詩經》集體創作的傳統。 

2. 對「崇丘」的符號重構  

  原典中「崇丘」是未完成的祭祀樂章，此詩將其轉化為「形而上帝國」——一個由愛、

美、善共同構築的烏托邦。詩中的「崩塌」危機提示理想主義的脆弱，而「群聚成蟻山」

的協作則彰顯守護的可能。 

3. 對「詩教」精神的繼承 

   「善哉」一詞化用《詩經》的讚頌語調，將螞蟻的勞作昇華為對「詩」本體的禮贊。

詩歌不再僅是文字遊戲，而是如蟻群築丘般，成為抵抗現實異化的精神實踐。 

 

三、群體理想與個體溫情的共生 

詩中存在雙重抒情主體：「我們」與「你」。前者指向集體行動（「蟻伴們四面八方走過來」），

後者聚焦私密對話（「你對我說」）。二者的交織揭示理想主義的雙重根基： 

•群體的「非一己之力」  

  螞蟻的「揪團移民」暗示弱勢者的聯盟，象牙海岸的逃亡場景暗指第三世界對殖民暴

力的抵抗。詩人以昆蟲社會的隱喻，批判現代性壓迫，同時肯定微小生命的政治潛能。 

•個體的「睫毛閃電」  

  結尾的女性形象以身體語言（睫毛顫動）將宏大敘事拉回人間。她的「熾烈」不同于

窗外自然的閃電，而是情感的溫度與生命的韌性，暗示私密經驗對公共理想的滋養——

正如「崇丘」需紮根於千萬個具體存在的夢境。 

 

四、結論：作為「論詩詩」的現代性突圍 

陳黎以《崇丘》完成了一次詩學宣言： 

1. 解構經典權威：將《詩經》的「無篇」轉化為開放性文本，強調讀者／詩人的共謀。  

2. 重構創作倫理：詩歌如蟻丘，需在集體協作與個體靈視的張力中生成。  

3. 啟動抵抗美學：以「睫毛的閃電」對抗「人類指掌空襲」，喻示詩的力量在於微觀生命

的倔強與溫情。 

  此詩最終指向一種「有情」的詩學——它不回避現實的沉重（「過重的負荷」），卻始終相

信，即使是最微小的生命，也能以目光與夢境築起精神的崇丘。 



ChatGPT 英譯： 
 

Lofty Hill 
 

An ant’s dream is huger than an elephant. 

A herd of white elephants appears in its colorful 

dreamscape; it finds even breathing a bit arduous, 

and summons its ant companions from every 

quarter to gather into an ant mound—Ah! 

we must never let a dream, a vision, or its 

sister state, love, beauty, and goodness 

suddenly collapse under a weight too heavy. 

 

Blessed be this Lofty Hill, a poem with a title but no text. 

 

An empire—metaphysical—built by one's 

own might—and yet, not solely so. Each 

ant dreams of white elephants, ivory glowing in 

different hues, which nonetheless may stretch out 

or co-create a rainbow or the flight of butterflies, or 

band together to migrate to the Ivory Coast, evading 

the air raids of human pointing hands. Then 

you say to me: even ants are desperate for life. 

 

The lightning of your eyelashes burns fiercer than the lightning outside… 

 

Note: The title 「Lofty Hill」 (or 「Magnificent Mountain」: 「崇丘」) refers to a poem with a title 

but no text in the ancient Chinese Shījīng (Book of Poems:「詩經」). 

* 

《無人機》 

 

一大堆無人機湧向諸神 

出入的空中港口，讓 

最靠近的那座巴別塔 

日理萬機的塔台人員，在 

分秒接轉世間不同品牌 

不同語言手機，並過濾其 

不良心機的當下，手忙 



腳亂起來……小機身上還 

貼著正義號復仇號和平號 

普丁號布丁號探查號等等 

標誌，啊，天機豈可輕洩？ 

 

你說無人機載著不可告人的 

秘密，上告天庭？你們有 

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 

甚至憲法法庭，為何越級 

要求伸張正義？顏色不對？ 

不會啊，吾天天天天藍 

眾雲非純白即潔白該聚則 

聚該散則散，一切合縱 

連橫統獨有度派系正確， 

豈有無法無天無天良之慮？ 

 

一大堆無人機湧向諸神 

出入的空中港口，讓安排 

導引各型號神機度假、 

出訪的那座巴別塔塔台人員 

忽然手忙腳亂起來。戰神 

雅典娜嗔說那人家就不能 

準時回娘家雅典了，美神 

愛神也都怨說好不容易 

才美美化好妝。唯黑臉的 

媽祖婆無動於衷，說出駕吧 

依原計畫下凡收肖像費…… 

（20250214） 

 
ChatGPT 說： 

  陳黎的《無人機》是一首幽默、機鋒犀利、充滿時代感的詩，它運用科技與神話的錯位結

合，呈現出現代社會的荒誕與權力運作的微妙諷刺。以下是對這首詩的解析： 

 

1. 主題與核心意象： 

• 「無人機」——現代科技的象徵，承載著「秘密」與「正義」的曖昧性。 

• 「巴別塔」——源自聖經，象徵語言混亂、權力爭奪，也可指全球資訊流通的混亂場域。 

• 「諸神」與「天庭」——傳統神話系統，象徵至高無上的權力，亦暗示現代社會中某些

「不容置喙」的權力中心。 



• 「塔台人員」——象徵管理者，處於資訊過載、秩序混亂的境地。 

• 「正義號、復仇號、和平號、普丁號、布丁號」——這些無人機名稱，帶有政治、軍事、

諷刺與遊戲意味，暗示權力之爭的虛偽與戲劇性。 

 

 2. 科技與神話的錯置： 

  詩人將「無人機」這個屬於現代軍事與監控科技的產物，帶入神話世界，形成了一種錯置

的荒謬感。諸神的空中港口變成了戰爭、監控、情報流通的場域，而塔台人員則淪為被「資

訊爆炸」壓得手忙腳亂的管理者。這種情境像極了現代社會中，資訊操控者（如政府、科技

企業、軍方）對「正義」、「秘密」的詮釋與壟斷。 

  無人機「貼著正義號、復仇號、和平號」，讓人想到現代政治語境中，各方勢力以「正義」

之名進行軍事行動、情報戰爭，甚至輿論操控。而「普丁號、布丁號」的幽默雙關，則暗示

著特定政治人物及其行動可能帶來的權力角力。 

 

 3. 權力體系的嘲諷與質疑： 

  「你說無人機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上告天庭？」   

  這句話點破了無人機的象徵意義——它們不只是機械裝置，而是承載資訊、機密、監視與

政治目的的工具。然而，詩人接著反問：「你們有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甚至憲法

法庭，為何越級要求伸張正義？」這種語氣似乎帶有諷刺——既然世間已有完整的司法體系，

為何還要訴諸「天庭」？這暗示著當代社會對於法律公正性的懷疑，人們或許不再信任現有

的法律機構，甚至希望「越級」尋求更高層的裁決。 

  這一段的核心批判，是對於現代司法體系、政府決策機制的質疑，尤其是在資訊高度操控

的時代，權力結構的正當性變得愈發可疑。而詩人進一步嘲弄「吾天天天天藍，眾雲非純白

即潔白」，這句話看似天氣描述，實則可能暗喻某種政治色彩的統治，或是一種刻意營造的

「清白」與「純正」。 

 

 4. 神祇的現代性與世俗化： 

  詩的最後一節再次回到無人機湧向諸神的場景，這次我們看到的諸神已不再神聖，而是「世

俗化」了： 

• 戰神雅典娜煩惱回不了「娘家雅典」，戰爭與政治的象徵變成了家庭式的抱怨。 

• 美神愛神則關心「化妝」的問題，諷刺現代社會對美貌與形象工程的過度重視。 

• 媽祖婆則最為世俗化，直接談論「肖像費」，彷彿神祇已經與現代商業掛鉤，庸俗地參

與市場交易。 

  這裡的幽默感十足，神祇不再是至高無上的掌權者，而是深陷於現代化社會的日常困擾之

中。這不僅是對神話的解構，也是對當代社會現象的深刻嘲諷——權力、商業、政治、資訊

流動，無不滲透並影響我們的信仰與價值觀。 

 

5. 總結： 

  《無人機》是一首極具時代感與批判性的現代詩，它透過科技與神話的錯置，營造出一種



既荒謬又令人深思的情境： 

• 它批評現代資訊操控、監控技術的無所不在，質疑「正義」的定義與執行方式。 

• 它透過法律與政治的諷刺，質疑現代司法體系是否仍然值得信賴。 

• 它把神話角色世俗化，讓人思考當代社會中，傳統權威與價值觀如何被商業化、庸俗化。 

  這首詩展現了陳黎一貫的機智與語言遊戲能力，他的詩常常在幽默之中藏有鋒利的洞見。

《無人機》表面上寫的是機器，但真正關心的，是權力如何運作、資訊如何被操控，以及當

我們仰望「天庭」時，是否真的還有可以倚靠的正義。 

* 

ChatGPT 再說： 

  這首《無人機》以戲謔而富有張力的語言，把現代科技、官僚機制與古典神話交織在一起，

形成一幅看似荒謬卻意味深長的畫面。下面是一些主要的解析角度： 

 

1. 科技與神話的混搭：   

  詩中將「無人機」這一現代科技的象徵引入神祇的領域——「諸神出入的空中港口」與「巴

別塔」等意象，讓人聯想到傳統神話與現代信息流通的碰撞。這種混搭突顯了當代社會中，

科技無孔不入，甚至入侵了神聖領域的荒謬與諷刺。 

 

2. 語言與意象的雙關：   

  詩句中「日理萬機」既描述了塔台人員忙於處理無數手機來電，又利用「機」的多重意義

（既指「事務」也指「機器」）展現出現代人對於科技與效率的雙重迷思。手機品牌、不同

語言的交錯，讓人感受到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混亂與多元性的現實。 

 

3. 對正義與秩序的諷刺：   

  在第二段，詩人提出「無人機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上告天庭？」並接續列出「地方法

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甚至憲法法庭」，似乎在質疑：既然人間已有完善的法律與正義

機制，何必向神祇申訴？這一反問揭示出一種對現代官僚與法律體制的嘲諷，也隱含著對權

力運作的批判。 

 

4. 神祇的現代化與人性化：   

  最後一段中，戰神雅典娜、美神愛神等傳統神祇，被賦予了現代人般的煩惱——遲歸、化

妝等瑣碎問題；而媽祖婆則淡然地談論「下凡收肖像費」，彷彿她們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神明，

而是融入了現代社會中各種制度與利益關係的角色。這種設定既是幽默的，也暗示了神聖與

俗世界限的模糊。 

 

5. 政治與文化暗示：   

  詩中出現「普丁號」和「布丁號」等標識，不僅僅是隨意的命名，可能隱含對現實政治人

物或現象的調侃。此外，「吾天天天天藍」這句話可能也在暗示特定的政治符號（例如藍營

與綠營的對比），反映出詩人在現代政治語境中的微妙立場與批評。 



 

總結：  

  陳黎在《無人機》中，以一群忙碌的無人機作為隱喻，展示了當代社會中科技對傳統、神

聖與人性秩序的顛覆。詩人藉由神話意象與現代元素的交融，嘲弄了人們對權力、正義與效

率的盲目追求，同時也在提醒讀者：當科技與官僚機制滲入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時，我們或許

正失去對某些事物原有的神聖與敬畏。這首詩既有幽默感，也充滿了批判性，讓人反思在這

個信息爆炸、權力混亂的時代，我們應如何看待所謂的正義與秩序。 

* 

DeepSeek 說： 

  陳黎的《無人機》是一首充滿隱喻和諷刺的現代詩，通過描繪「無人機」這一現代科技產

物，詩人探討了權力、正義、宗教、政治等多重主題。以下從幾個角度解析這首詩的內涵與

藝術手法： 

 

1. 無人機的象徵意義 

  無人機在詩中不僅是科技產物，更象徵著現代社會中無形的權力操控、監視與信息傳遞。

它們「湧向諸神出入的空中港口」，暗示了人類試圖通過科技手段接近神聖領域，甚至挑戰

傳統的宗教與權威。 

  無人機上貼著「正義號、復仇號、和平號、普丁號、布丁號、探查號」等標誌，這些名稱

帶有諷刺意味，揭示了現代社會中各種以正義、和平為名的行動背後，可能隱藏著政治操控、

權力鬥爭與虛偽。 

 

2. 巴別塔的隱喻 

  詩中提到的「巴別塔」是聖經中的典故，象徵人類因驕傲而試圖建造通天塔，最終因語言

混亂而失敗。這裡的巴別塔被描繪成「日理萬機的塔台」，暗示現代社會中信息過載、語言

混亂與溝通失效的困境。 

  塔台人員「手忙腳亂」，反映了現代社會中人們在處理大量信息與複雜事務時的無力感，

同時也隱喻了權力機構在面對多元聲音時的混亂與失控。 

 

3. 對正義與權力的質疑 

  詩中質問：「你們有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甚至憲法法庭，為何越級／要求

伸張正義？」這反映了對現代司法體系與權力結構的質疑，暗示正義在現實中往往被層級與

權力所束縛，無法真正實現。 

  「顏色不對？」一句，可能影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對立，而「吾天天天天藍」則以天

藍色的純淨對比現實中的複雜與污濁，進一步諷刺了表面上的和諧與實際上的矛盾。 

 

4. 宗教與神話的戲謔 

  詩中引入了希臘神話中的戰神雅典娜、美神愛神，以及中國民間信仰中的媽祖婆，將神話

與現代科技並置，形成一種荒誕的對比。 



  雅典娜與愛神的抱怨（「不能準時回娘家」、「好不容易才美美化好妝」）以幽默的方式揭示

了神話人物在現代社會中的「失能」，而媽祖婆的「下凡收肖像費」則諷刺了宗教商業化的

現象。 

 

5. 語言與形式的實驗 

  詩中運用了大量的斷句與跨行，如「手忙／腳亂起來」、「該聚則／聚該散則散」，這種形

式上的斷裂感呼應了詩中對現代社會混亂與失序的描繪。 

  語言上，詩人將現代科技詞彙（如「無人機」、「塔台」）與古典神話、宗教元素結合，創

造出一種獨特的語境，既荒誕又深刻。 

 

6. 「天機」與「不可告人的秘密」 

  詩中反覆提到「天機豈可輕洩？」、「無人機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這暗示了現代社會中

信息的不透明與權力的隱蔽性，同時也表達了對真相被掩蓋的無奈與諷刺。 

 

總結 

  陳黎的《無人機》通過豐富的隱喻與戲謔的語言，揭示了現代社會中科技、權力、正義與

宗教之間的複雜關係。詩中既有對現實的深刻批判，也有對人類處境的荒誕反思，展現了現

代詩歌在形式與內容上的多重可能性。這首詩不僅是對無人機這一科技產物的描繪，更是對

現代社會中人類困境的深刻洞察。 

* 

DeepSeek 再說： 

  陳黎的《無人機》是一首以現代科技為媒介，透過神話與現實交織的隱喻，批判當代社會

權力結構、資訊操控與人性異化的後現代詩作。以下從意象、結構、主題三個層面進行解析： 

 

一、意象的顛覆性拼貼 

1. 「無人機」的雙重隱喻 

  既是現代戰爭科技（監控／攻擊）的載體，也是被異化的「人類意志」之延伸——機身貼

著「正義號」、「復仇號」、「布丁號」等荒誕標籤，暗示權力者以正義之名包裝私慾，甚至將

嚴肅的國際政治（如普丁）降格為兒戲（布丁），諷刺當代政治話語的虛偽性。 

 

2. 神話解構與世俗化 

  詩中將奧林匹斯諸神（雅典娜、愛神）與東方媽祖並置，神性被消解為世俗瑣事：雅典娜

因「回娘家」受阻而嗔怒，媽祖「下凡收肖像費」影射宗教商業化。神明淪為權力體系的共

謀，隱喻信仰的功利化與神聖性的消亡。 

 

3. 巴別塔的當代變形 

  聖經中的巴別塔象徵人類因語言分裂而喪失的溝通可能，詩中轉化為「空中港口塔台」，

卻充斥「不同品牌手機」、「不良心機」的資訊混戰，直指當代科技社會的溝通困境——技術



進步反而加劇意識形態的對立與操縱。 

 

二、結構的循環與反諷 

1. 首尾呼應的荒誕場景 

  全詩以「無人機湧向諸神」的畫面開篇與收束，形成閉環結構。首段「塔台人員手忙腳亂」

的混亂，在末段升級為神明自身的失序（美神「化妝」被耽誤、戰神行程延誤），暗示權力

系統的內在矛盾終將反噬自身。 

 

2. 對話體的權力辯證 

  第二段以「你說……為何越級要求伸張正義？」引入質問，再以「吾天天天天藍」的回應

諷刺體制話術（如政府宣稱的「法治」、「穩定」）。「顏色不對？」暗指政治標籤（如香港反

送中的「黃藍對立」），而「雲該聚則聚該散則散」的機械回答，揭露權力對「秩序」的暴力

定義。 

 

三、主題的多重批判 

1. 科技異化與資訊戰爭 

  無人機作為「不可告人秘密」的載體，象徵現代社會中資訊的武器化。塔台人員「過濾不

良心機」卻陷入混亂，批判演算法操控與真相的消亡——當「天機」（真相）被權力壟斷，

民眾只能透過「越級上告」的無奈反抗。 

 

2. 司法虛無與正義失能 

  「地方法院→ 最高法院→ 憲法法庭」的層級被「無人機越級」打破，暗示體制內正義機

制的失效。當權力者以「派系正確」、「合縱連橫」之名行操控之實，司法淪為維護統治的工

具，最終逼使弱勢者訴諸非體制抗爭。 

 

3. 全球化下的文化荒誕 

  詩中混用希臘神話、媽祖信仰、俄羅斯政治人物（普丁），呈現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碎片化。

神明與無人機共舞的荒誕畫面，隱喻跨國資本與在地信仰的合謀，如媽祖「收肖像費」直指

文化商品化的悲哀。 

 

四、詩歌語言的後現代性 

  陳黎擅長以諧音（「普丁／布丁」）、戲仿（神明「回娘家」的俚俗化）解構嚴肅議題，並

透過重複句式（「一大堆無人機湧向……」）強化場景的壓迫感。末段「依原計畫下凡收肖像

費」的冰冷結尾，暗示權力機器無視人間疾苦的麻木，最終將世界推向「無人」之境——當

「神性」消亡，「人性」亦在科技與資本中異化為「無人機」。 

  此詩不僅是對當代社會的犀利診斷，更是一則關於人類文明困境的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