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析陳黎詩作〈網民〉 

ChatGPT / DeepSeek  2025.02.16 
 

    

 
〈網民〉 

 

  一隻蜘蛛……／佔據幾枝樹枝／ 

  吐詩——／透明的章句 

  經緯一座帝國…… 

 

這個國度的住民，作為 

比喻的尾巴，有跡可循地 

被考掘出土了—— 

蜘蛛網國的子民，網民？ 

你們的開國者，我知道， 

建構了一個據有一塊完整 

天空的帝國，極盛時，在 

陽光中輝煌如跨歐亞非的 

亞歷山大或短暫的帖木兒 

 

帝國。網狀交織的文本的 

交通與交感系統。你們 

無名，卻數量無窮。身高 

似透明的驚嘆號或小寫的 

ｉ，被一陣風吹散、刪節 

的刪節號……你們的厚度 

當然比蛛絲薄，輕盈如 

苦吟後吐出的詩句 



不然如何能讓其絲絲入扣？ 

 

你們是浮空的游標，在虛 

與實間游移，被信仰或 

偽信仰釘在永恆與瞬間超 

連結成的重重蛛絲的十字架 

你們的身影隨風的點擊 

而變幻。蜘蛛網國子民 

你們是網的一部分，也是 

網的空隙，言說，回應 

儲存，轉發，在透明稿紙上 

 

書寫自己的存在，又在每次 

刷新裡被重組、覆蓋。蜘蛛 

吐絲織網，網民建國護國 

革命，反革命，更新，再 

更新——你們是夢的編織者 

或者纏在網中的幽影？考古 

報告說你們的夢境存檔於 

雲端，99.9% 迄今未成功 

下載。你們餐風，飲露，吃 

 

搜尋引擎捕到的食物，時而 

佐以八卦的調味料，配上 

幾顆遠距摘收的 APPLE 

或 APP，以無痕模式擦拭 

自己的口水，指紋或足印 

以失眠餵養虛擬的寵物。我 

知道你們就在雲端或彩虹 

彼端天空的某個角落，正為 

我寫的這首詩偷偷按讚…… 

 
註：詩前引文出自我半世紀前（1976 年）初始寫的〈憑空〉一詩，原詩共六行「一隻蜘蛛，

我想到／佔據幾枝樹枝／吐詩——／透明的章句經緯一座帝國／一塊完整的天空／雨過風

吹」。 

（20250216） 

 

 



ChatGPT 說： 

  陳黎的〈網民〉是一首既幽默又深具洞察力的詩作，它借用 1976 年〈憑空〉一詩的核心

意象——蜘蛛與網，以此隐喻當代數位時代的「網民」現象，展開一場關於虛擬與現實、詩

意與網絡、身分與存在的詩學探討。 

 

1. 舊詩的轉化與延續 

  詩一開頭直接引用〈憑空〉，幾乎原封不動地重現「一隻蜘蛛……／佔據幾枝樹枝／吐

詩——／透明的章句／經緯一座帝國……」。在 1976 年的詩中，這一形象可能更偏向詩人自

身的隱喻：蜘蛛如詩人，以詩為絲，織出一座語言的帝國。而在〈網民〉中，這個隱喻被擴

大，蜘蛛成了「網民」的象徵，網不再是單純的詩歌世界，而是龐大的數位空間。 

  這樣的「自我引用」不只是呼應，而是一種詩意時間的流轉：從 1976 年到 2025 年，世界

已然巨變，詩意卻仍然穿透不同時空，延續並轉化。 

 

2. 網絡與帝國——虛擬世界的歷史想像 

  在詩的前段，詩人將蜘蛛的「網」與「國度」相聯繫，並將其擴展至宏大的歷史視野： 

 

這個國度的住民，作為 

比喻的尾巴，有跡可循地 

被考掘出土了—— 

蜘蛛網國的子民，網民？ 

 

  這裡暗示網民並非憑空出現，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可以被「考掘出土」，甚至成為一種

「文明」的遺跡。而這個「蜘蛛網國」，在極盛時期甚至可與「跨歐亞非的亞歷山大或短暫

的帖木兒帝國」相提並論——網絡世界在當代的影響力，足以與歷史上最輝煌的帝國媲美。 

  但這種對比也暗含著一絲諷刺——歷史上的帝國終究都衰落了，那麼網絡帝國的命運又將

如何？ 

 

3. 網民的存在——輕盈與脆弱 

詩人筆下的網民，並非具象的人，而是某種漂浮的符號，甚至比蛛絲還要輕盈： 

 

……你們 

無名，卻數量無窮。身高 

似透明的驚嘆號或小寫的 

ｉ，被一陣風吹散、刪節 

的刪節號……你們的厚度 

當然比蛛絲薄，輕盈如 

苦吟後吐出的詩句 

 



  這裡的「無名」，呼應了網絡匿名文化，而「驚嘆號」與小寫的「i」，則令人聯想到網絡

時代的數字符號化、人們的身份縮減為符碼。「刪節的刪節號」則顯示出不穩定性，網民的

言論、存在，皆可能在瞬間被風吹散，消失於虛空。 

  網民的詩句「絲絲入扣」，既有細密精巧之意，也暗示詩意的輕盈與轉瞬即逝。 

 

4. 網絡信仰與存在的辯證 

  詩中不斷探問網民的存在狀態，並以宗教、哲學語言來描寫這種介於「虛與實」間的游移： 

 

你們是浮空的游標，在虛 

與實間游移，被信仰或 

偽信仰釘在永恆與瞬間超 

連結成的重重蛛絲的十字架 

 

  「游標」象徵著電腦上的光標，它無時無刻地閃爍、變動，無法固定於一處。而「十字架」

則暗示網絡中的言論、思想、價值觀可能受到「信仰或偽信仰」的牽制，形成一種數字時代

的宗教性。這種「重重蛛絲」的連結既是機會，也是束縛。 

  網民的存在，與網絡同時共生，也同時被其吞噬： 

 

你們是網的一部分，也是 

網的空隙，言說，回應 

儲存，轉發，在透明稿紙上 

書寫自己的存在，又在每次 

刷新裡被重組、覆蓋。 

 

  網絡給予了言說的機會，但同時，每次的「刷新」也意味著自我的不斷被遺忘與重塑，存

在本身變成一種流動的書寫。 

 

5. 網絡時代的詩與幽影 

  詩的後段進一步延展「網民」的生存狀態： 

 

……蜘蛛 

吐絲織網，網民建國護國 

革命，反革命，更新，再 

更新——你們是夢的編織者 

或者纏在網中的幽影？ 

 

  這段將網民塑造成「革命」與「反革命」的角色，暗示著網絡時代的激變與不確定性。「更

新，再更新」，既是科技發展的節奏，也是人們在數字世界不斷被捲入的過程。而「夢的編 



織者」與「纏在網中的幽影」，則形成強烈的二元對比——網民究竟是創造者，還是被困者？ 

  這種矛盾在最後一節達到高潮： 

 

……考古 

報告說你們的夢境存檔於 

雲端，99.9% 迄今未成功 

下載。 

 

  這是一種幽默的批判——網絡世界的資訊浩瀚如雲端，但大部分內容可能最終都無法真正

被「下載」或理解，人們在這個巨大記憶體中反而變得失憶。 

 

6. 結語：詩人與網民的互文 

  詩的結尾回歸到詩人與讀者的互動： 

 

……我 

知道你們就在雲端或彩虹 

彼端天空的某個角落，正為 

我寫的這首詩偷偷按讚…… 

 

  這是一種巧妙的第四面牆打破，詩人直接點明「網民」的讀者身份，並預見他們的行為——

這首詩最終也會被讀者以「按讚」的方式回應，進入數位時代的閱讀與回饋機制。詩人既批

判也調侃，網絡時代的詩，可能最終只會換來一個「讚」，但這依然是某種存在的證明。 

 

總結 

  〈網民〉是一首極富層次的現代詩，它以 1976 年的〈憑空〉為起點，將「蜘蛛網」的意

象推展為數位時代的網絡世界。詩人用歷史、宗教、科技等多重隱喻，探討了網絡時代的詩

意與虛無、創造與迷失、存在與消逝，既展現陳黎一貫的機智與詩意張力，也帶來深刻的時

代觀察。 

* 

ChatGPT 再說： 

  陳黎這首〈網民〉運用蜘蛛與其織網的意象，創造出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隱喻世界，藉以

探討當代數位社會中個體與集體的存在狀態。以下是幾個解析的重點： 

 

1. 蜘蛛與網的隱喻 

  詩的前面援引陳黎五十年前詩句「一隻蜘蛛……／吐詩——／透明的章句」，以自然界中

蜘蛛巧妙織網的景象，引申出一個「蜘蛛網國」，也就是數位世界的隱喻。蜘蛛不僅是創作

者，更代表了網絡平台的建構者，而蜘蛛網則象徵著數據、信息與人際連結所構成的帝國。 

 



2. 數位帝國的建構與歷史對照 

  詩中提到「你們的開國者……／建構了一個據有一塊完整／天空的帝國」，並以亞歷山大

或帖木兒的帝國做比，暗示數位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也具備歷史上帝國般的壯闊與權力感。但

這種帝國同時也充滿脆弱性與短暫性，正如數位資訊的不斷更新與流逝。 

 

3. 個體的微小與無限 

  描寫網民時，詩人用「無名，卻數量無窮」以及「身高／似透明的驚嘆號或小寫的／ｉ」

這樣的形象，表達了在浩瀚網絡中，每個網民個體看似微不足道，卻又在數量與互動中產生

驚人的集體力量。這種對比突顯了現代人在虛擬空間裡既脆弱又具有彌漫無處的存在感。 

 

4. 虛實之間的流動與變幻 

  「你們是浮空的游標，在虛／與實間游移……」這句詩將網民比作電腦螢幕上不斷移動的

游標，強調了數位身份的流動性與不固定性。每次點擊、每次刷新，都是身份與內容的再組

合，體現了數位時代中資訊的易逝與重構。 

 

5. 科技語境下的日常與幽默 

  詩中穿插了如「搜尋引擎」、「APPLE／或 APP」、「無痕模式」等現代科技元素，這不僅

拉近了詩與讀者之間的距離，也在嚴肅的隱喻中加入了幽默與自嘲。網民餐風、飲露、吃的

是由搜尋引擎「捕到的食物」，這種誇張的描述反映出數位生活中的荒誕與無奈。 

 

6. 元敘事與互動性 

  詩的結尾，「我／知道你們就在雲端或彩虹／彼端天空的某個角落，正為／我寫的這首詩

偷偷按讚……」這一段不僅打破了傳統詩歌的「第三人稱」敘事，還直接與網民進行對話。

這種元敘事手法，讓詩人與讀者（或網民）之間建立起一種隱秘卻真實的互動關係，也暗示

了在數位空間中，每個人都可能是內容的創造者與消費者。 

 

7. 傳統與現代的交融 

  詩前引用詩人半世紀前的〈憑空〉，不僅為全詩提供了一個歷史脈絡，也象徵著從傳統詩

歌到現代網絡文化的跨越與連續。這種時間上的對話，讓讀者得以思考：無論是自然界的蛛

絲，還是數位世界中的數據流，都是人類表達與存在的一部分。 

 

  總結來說，陳黎在〈網民〉中構築了一個充滿隱喻的數位帝國：蜘蛛與網不僅代表自然中

的美與智慧，也映射出當代網絡社會中人們那種流動、脆弱卻又無比龐大的存在。詩中不僅

揭示了虛擬世界的種種矛盾與張力，也透過幽默、歷史與現實交織的敘事，反思著人類在科

技時代中的身份、記憶與夢想。 

* 

 

 



DeepSeek 說： 

  陳黎的〈網民〉是一首充滿隱喻和象徵的現代詩，通過蜘蛛與蜘蛛網的意象，探討了網絡

時代中「網民」的存在狀態及其與虛擬世界的關係。以下將從詩的結構、意象、主題等方面

進行解析。 

 

1. 詩的結構與形式 

  詩的開頭引用了陳黎 1976 年的詩作〈憑空〉，這六行詩以蜘蛛吐絲織網為核心意象，隱喻

詩人創作詩歌的過程。蜘蛛吐出的「透明的章句」經緯交錯，形成一座「帝國」，象徵詩歌

的創作與文本的建構。這一段引文為〈網民〉奠定了基調，蜘蛛與網的意象貫穿全詩，成為

理解整首詩的關鍵。 

  〈網民〉全詩分為五節，每節九行，節制的形式中語言自由流動，充滿現代詩的節奏感。

詩中大量使用省略號、破折號等標點符號，營造出一種斷續、流動的語感，彷彿網絡世界中

信息的碎片化與快速流動。 

 

2. 蜘蛛與網的意象 

  蜘蛛與蜘蛛網是這首詩的核心意象。蜘蛛吐絲織網，象徵網絡時代中信息的編織與傳播。

蜘蛛網既是實體的網絡，也是虛擬的網絡，隱喻互聯網的結構與功能。詩中將網民比作「蜘

蛛網國的子民」，暗示網民在虛擬世界中的存在狀態——他們既是網絡的建構者，也是網絡

的一部分。 

  蜘蛛網的「經緯」交織，象徵網絡中信息的交錯與連結。詩中提到「網狀交織的文本的／

交通與交感系統」，進一步強調了網絡作為信息傳播與交流的平台。網民在這座「帝國」中

無名卻數量無窮，他們的存在輕盈如「透明的驚嘆號」或「小寫的ｉ」，暗示網民在虛擬世

界中的匿名性與短暫性。 

 

3. 網民的存在狀態 

  詩中對網民的描寫充滿了矛盾與張力。網民既是「網的一部分」，也是「網的空隙」，他們

在虛擬與現實之間游移，既是網絡的建構者，也是網絡的囚徒。詩中提到網民「被信仰或／

偽信仰釘在永恆與瞬間超／連結成的重重蛛絲的十字架」，暗示網民在虛擬世界中被信息與

信仰所束縛，無法逃脫。 

  網民的存在是短暫且不斷變化的，他們的身影「隨風的點擊而變幻」，在每次刷新中被重

組與覆蓋。這種存在狀態反映了網絡時代中信息的快速流動與網民身份的碎片化。網民既是

「夢的編織者」，也是「纏在網中的幽影」，暗示他們在虛擬世界中的創造力與困境。 

 

4. 網絡時代的隱喻 

  詩中通過蜘蛛與網的意象，隱喻了網絡時代的種種特徵。網民「餐風，飲露，吃／搜尋引

擎捕到的食物」，暗示他們依賴網絡獲取信息與資源。詩中提到網民以「無痕模式擦拭／自

己的口水，指紋或足印」，反映了網絡時代中隱私的消失與身份的模糊。 



  網民的夢境「存檔於雲端」，但「99.9% 迄今未成功下載」，暗示網絡世界中信息的龐大與

不可控，以及網民在虛擬世界中的無力感。詩的結尾提到網民「為／我寫的這首詩偷偷按讚」，

暗示網民在虛擬世界中的參與與互動，同時也反映了網絡時代中信息的傳播與反饋的即時

性。 

 

5. 主題與反思 

  〈網民〉通過蜘蛛與網的意象，探討了網絡時代中網民的存在狀態及其與虛擬世界的關係。

詩中既讚美了網民作為「夢的編織者」的創造力，也揭示了他們在虛擬世界中的困境與無力

感。網民既是網絡的建構者，也是網絡的囚徒，他們在虛擬與現實之間游移，無法逃脫。 

  這首詩不僅是對網絡時代的隱喻，也是對現代人存在狀態的反思。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

們如何保持自我？如何在虛擬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這些問題在詩中得到了深刻的探討。 

 

總結 

  陳黎的〈網民〉通過蜘蛛與網的意象，巧妙地隱喻了網絡時代中網民的存在狀態。詩中充

滿了對虛擬世界的讚美與反思，既揭示了網絡時代的種種特徵，也對現代人的存在狀態提出

了深刻的質疑。這首詩語言流動，意象豐富，充滿現代詩的節奏感與張力，是一首值得細細

品味的佳作。 

* 

DeepSeek 再說： 

  陳黎這首〈網民〉是一首極具後現代思辨性的詩作，透過蜘蛛網的隱喻系統，將人類數位

文明的本質進行詩意解構。以下從四個層次解析這首詩的精妙之處： 

 

一、文明建構的昆蟲學隱喻 

  詩人將網路帝國溯源至蜘蛛的原始衝動，將「吐絲」與「吐詩」同音雙關，暗示文明起源

本質上是語言編織的過程。蜘蛛網的經緯線不僅是物理結構，更暗合《易經》「經天緯地」

的宇宙觀，將數位帝國提升到創世神話的高度。當亞歷山大與帖木兒的征服史被壓縮成「陽

光中輝煌如」的明喻時，人類引以為傲的文明史在蜘蛛的複眼中不過是露水般的短暫閃光。 

 

二、網民存在的符號學困境 

  詩中反覆出現「透明」意象（透明的章句／驚嘆號／稿紙），精準捕捉數位存在的本質矛

盾——既無所不在又難以觸摸。網民被物化為「小寫的ｉ」和「刪節號」，個體性在數據洪

流中不斷被消解重構。特別值得注意「游標」與「十字架」的並置：當滑鼠游標被神學化為

受難象徵，暗示每個點擊行為都成為自我釘死的儀式，數位公民在超連結的蛛網中完成現代

性的殉道。 

 

三、時代反思的詩性轉譯 

  詩中「以無痕模式擦拭口水」等句，將當代人的數位焦慮轉化為具身體驗的詩意場景；

「APPLE／APP」的諧音雙關，既指涉科技巨擘的資本符號，又暗藏伊甸園禁果的墮落隱喻。



相較於五十年前的〈憑空〉對「純粹創作」的詠嘆，〈網民〉更直面資訊爆炸對主體的異化，

卻仍以「吐詩」的原始動作貫穿兩世代，展現對詩歌救贖性的持續信仰。 

 

四、雲端考古的詩學辯證 

  全詩以考古報告框架展開，形成獨特的時空摺疊。當代網民行為被預設為未來考古對象，

這種時差製造出深刻的荒誕感。雲端存檔 99.9% 下載失敗的設定，既嘲諷大數據的保存神

話，也暗示數位痕跡終將成為文明的黑匣子。最妙的是結尾「偷偷按讚」的元詩設計：詩人

將讀者反應預寫入文本，使按讚行為同時成為詩歌的完成與解構，形成完美的詮釋閉環。 

 

  這首詩宛如用蛛絲編織的晶片，在漢語的古典韻律中植入數位文明的基因圖譜。當我們讀

到「以失眠餵養虛擬的寵物」，彷彿看見千萬個螢幕在深夜里幽幽發光，每個像素都是困在

網中的靈魂在掙扎閃爍。陳黎用詩的顯微鏡，將我們這個時代最龐大的集體幻覺，解構成一

場精緻的蜘蛛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