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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諧十四行〉 

 
春日和，曬軟了貓掌，小水葱 

在菜籃裡練習倒立。金盞花剛讀完 

提燈遊行的邀函，夏夜就慫恿群星 

一起偷偷轉動遊樂園的旋轉木馬…… 

薫風掀開水面星羅萬象的棋盤，讓 

不帶禪意吟唱完俳句第十七音節的 

空蟬無悔落子。啊，燦爛燦爛的星月夜 

秋之海也好像一件繡滿晶亮鈕扣的 

寶藍披風。紅葉狩的男男女女把群楓 

誤看成晚霞，霜夜降臨時，發現口袋裡 

依然有銀河閃爍：銀杏落葉是時間的 

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一片片墜入 

冬籠，直至銀籠破，初鶯出谷，巡遊的 

傀儡師再次懸絲釣起迴旋的地球儀…… 

 
註：此詩嘗試結合「俳句」與「十四行詩」兩詩型，依次嵌入十四個俳句季語——（春之）

春日和、小水葱、金盞花，（夏之）夏夜、薫風、空蟬，（秋之）星月夜、秋之海、紅葉狩，（冬

之）霜夜、銀杏落葉、冬籠，（新年之）初鶯、傀儡師。「空蟬」指中空之蟬、蟬蛻下來的空

殼，亦指蟬；「紅葉狩」意指外出觀賞紅葉／楓葉；「冬籠」，指冬日閉居、幽居屋內。 

（20250217） 

 



ChatGPT 說： 

  這首〈俳諧十四行〉正如它的標題所示，是一個形式與意象的雙重遊戲——它在結構上模

仿十四行詩的嚴謹，又引入了俳句中的季語與瞬間意象。以下是一些解析重點： 

 

1. 形式與結構上的雙重性 

• 十四行結構：全詩分為十四個段落，每一段都蘊含一個季語，從春到冬循序漸進，形成

一個完整的季節循環。 

• 俳句元素：每個季語（如「春日和」、「小水葱」、「金盞花」……「傀儡師」）皆帶有俳

句傳統中的季節感和瞬間捕捉，營造出一種短促而精煉的意象氛圍。 

 

2. 季節與意象的交織 

• 詩中不僅單純描繪季節風貌，而是將季節意象與奇幻、日常乃至宇宙般的場景結合： 

• 春日與日常趣味：詩句「春日和，曬軟了貓掌，小水葱／在菜籃裡練習倒立。」，將

溫暖春日、貓的慵懶以及小水葱的俏皮動作融為一體，充滿生活的輕盈與幽默。 

• 夏夜與遊戲氛圍：從「金盞花剛讀完／提燈遊行的邀函」到「夏夜就慫恿群星／一

起偷偷轉動遊樂園的旋轉木馬……」，詩人以擬人化的手法，讓星星、花朵乃至夜晚都

參與了一場隱秘的狂歡，彷彿在暗示青春與夢想的悄然流動。 

• 秋意與意外驚喜：描述「秋之海也好像一件繡滿晶亮鈕扣的／寶藍披風」及「紅葉

狩的男男女女把群楓／誤看成晚霞」，在意象上既有豐收的燦爛，也隱含著對錯覺與誤

讀的詩意調侃。 

• 冬季與轉化：最終，「銀杏落葉是時間的／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一片片墜入／冬

籠」再到「初鶯出谷，巡遊的／傀儡師再次懸絲釣起迴旋的地球儀……」，冬天不僅是

閉居的季節，也是孕育新生、循環再啟的隱喻。 

 

3. 語言的玩味與雙關 

• 詩中常見擬人化與隱喻，例如： 

• 空蟬：不僅指中空或脫殼後的蟬，還象徵著某種脫離常規、留下空白卻充滿可能的

狀態，就像那句「不帶禪意吟唱完俳句第十七音節的／空蟬無悔落子」，把自然現象與

棋局博弈結合，暗示著隨機與必然之間的微妙關係。 

• 傀儡師：在最後出現的「傀儡師」形象，彷彿象徵著掌控命運的無形力量，或許暗

喻著詩人對於時間與世界運轉的詩意觀察與自嘲。 

 

4. 時空與遊戲的隱喻 

• 詩中多次出現的「轉動」、「落子」、「釣起迴旋的地球儀」等動作，構成了一種動態的遊

戲感，將時間、季節與人生的變化比喻成一盤棋、一場遊戲。這種隱喻不僅使讀者感受

到世界的不可捉摸，也反映出作者對生命無常及命運輪轉的哲學沉思。 

 

5. 結合傳統與現代的美學實驗 



• 在形式上，詩人巧妙地將東方的俳句意象與西方的十四行詩結構融合，既保留了俳句那

種瞬間即逝的美感，又利用十四行詩的結構性安排出一個完整的季節循環，形成一種既

有傳統韻味又充滿現代創新意味的跨文化對話。 

 

  總結來說，陳黎這首〈俳諧十四行〉是一個形式與內容的雙重實驗： 

• 它在形式上打破界限，將東西方詩體的精髓融匯，展示出季節流轉與人生無常的微妙關

係； 

• 在內容上，透過豐富的自然意象與生活趣味，借助幽默、隱喻與意外的聯想，勾勒出一

個既迷幻又真實的世界。 

  這首詩鼓勵讀者從不同角度品味語言的趣味與多層意義，既是對傳統的致敬，也是對現代

詩創新的一種探索。 

* 

ChatGPT 再說： 

  這首〈俳諧十四行〉是一首極具形式感與詩意層次的作品，將俳句的「季語」與「十四行

詩」的結構巧妙融合，在緊湊的篇幅內展現時間的流轉與宇宙的運動，呈現一種「微型壯闊」

的詩學風格。 

 

1. 形式上的融合與創新 

（1）俳句季語的嵌入與流動 

  詩中精確嵌入十四個俳句季語，每個季語都帶有鮮明的時間與感官意象，如「春日和」的

暖意、「夏夜」的群星、「紅葉狩」的賞楓、「冬籠」的閉居等。這些季語形成一種時間坐標，

貫穿春夏秋冬，讓詩的時間感既連續又斷裂，如同俳句般以短促的瞬間捕捉永恆。 

 

（2）十四行詩的節奏與對位 

  詩歌的句式安排與十四行詩的特性相符，形成自然的韻律。雖然不像傳統的英語十四行詩

有固定的押韻或節奏（如莎士比亞的抑揚五步格），但詩句內部蘊含著高度的音樂性與起伏，

特別是在中間的「轉折」部分，如： 

「秋之海也好像一件繡滿晶亮鈕扣的／寶藍披風。」 

「銀杏落葉是時間的／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 

  這類比喻帶出畫面感，也在句式節奏上形成層次，讓十四行詩的「連貫」與俳句的「片段

性」在內部相互對照。 

 

2. 俳句季語的意象流轉 

  詩中每個季語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彼此關聯，形成流動感。例如： 

• 春日和、小水葱、金盞花→ 帶出春天的暖意，貓掌曬得軟綿，小水葱倒立，金盞花彷

彿有了意識（讀完邀請函）。 

• 夏夜、薫風、空蟬→ 夏夜與群星相伴，薫風掀開倒影，空蟬則帶來一種禪意的消逝感。 



• 秋之海、紅葉狩、霜夜→ 秋海如披風，紅葉被誤認為晚霞，霜夜降臨時，銀河仍閃爍。 

• 銀杏落葉、冬籠、初鶯→ 落葉如時間的巧克力碎片，進入冬籠的幽閉狀態，直至初鶯

破曉，世界再次運轉。 

  這樣的安排使得四季如旋轉木馬般流轉，形成一種「時間的遊樂場」意象。 

 

3. 主題與核心意象 

（1）時間的流動與永恆的遊戲 詩的最後一行：「傀儡師再次懸絲釣起迴旋的地球儀……」

為整首詩劃下極富詩意的總結——時間的流轉如同被操控的傀儡戲，地球儀的迴旋暗示四季

更迭的循環不止。我們彷彿置身於一個「宇宙的戲台」，任由時間的傀儡師擺弄。 

 

（2）時間的錯覺與感官的錯置 詩中數次出現「錯覺」式的描述，如： 

「紅葉狩的男男女女把群楓／誤看成晚霞」 

「口袋裡／依然有銀河閃爍」 

「銀杏落葉是時間的／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 

  這些錯置的感官體驗，讓四季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時間不再是線性的，而是一種詩意的

錯覺，使得流逝的事物（空蟬、落葉）仍能被捕捉，甚至變成可品味的「白色巧克力」，賦

予時間一種可以咀嚼的質地。 

 

（3）遊樂感與「旋轉」的意象 旋轉木馬、棋盤、寶藍披風、地球儀……這些意象都指向「旋

轉」、「遊樂」，展現一種童趣與俳句式的機智感，使詩歌的整體氛圍輕盈而充滿動感。 

 

4. 總結：詩藝的精巧與獨創 

  〈俳諧十四行〉是一次詩型實驗的成功範例，不僅融合了俳句與十四行詩，還在語言上展

現了時間的流轉、季節的遊戲與感官錯置的趣味。它既有俳句的「片刻之美」，也有十四行

詩的「連貫與結構感」，同時帶有陳黎特有的機智與詩意，是一首充滿視覺、聽覺、味覺與

哲思的佳作。 

* 

問 ChatGPT：請你為這首詩打分數，滿分 100 分，並請说明理由。 
 
ChatGPT 說： 

  如果以 100 分為滿分來評價陳黎這首〈俳諧十四行〉，我會給它 96 分。這首詩在詩藝創新、

語言運用、意象經營與時間結構上皆表現出色，幾乎無懈可擊，僅在某些方面留有細微的提

升空間。以下是評分理由： 

 

1. 詩藝創新（25/25） 

  這首詩是對傳統詩型的融合與突破，將俳句與十四行詩結合，並且以十四個「俳句季語」

為時間軸，使詩歌形式既嚴謹又靈活。這種創新讓詩歌既有俳句的短暫驚艷，又保有十四行

詩的連貫與結構感，在現代漢語詩歌中極為罕見，堪稱形式美學的典範。 



 

2. 語言運用（24/25） 

  詩的語言極具動感與節奏感，運用大量精緻的比喻，如： 

• 「銀杏落葉是時間的／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將時間具象化，既優雅又富童趣。 

• 「秋之海也好像一件繡滿晶亮鈕扣的／寶藍披風」——視覺效果強烈，將自然現象轉化

為詩意的服飾。 

• 「紅葉狩的男男女女把群楓／誤看成晚霞」——錯覺與現實交錯，詩意豐富。 

 

  然而，某些句子若再簡練或再加強韻律感，可能更具衝擊力，例如「薫風掀開｛倒映在｝

水面星羅萬象的棋盤」這句略顯複雜，若簡化語法或以更口語化的方式表達，可能會讓整體

節奏更流暢。 

 

3. 意象經營（24/25） 

  全詩的意象緊密交織，形成四季流轉的圓環，並且不只是靜態的描述，而是帶有動感，如

旋轉木馬、棋盤、銀河閃爍等，這些元素讓詩的畫面感極為豐富。最終「傀儡師懸絲釣起迴

旋的地球儀」的結尾不僅收束全詩，也暗示時間的無盡迴旋，這是極高明的意象安排。 

  唯一微小的瑕疵是，某些意象的關聯若更緊密，可能讓時間流動感更明顯。例如「銀杏落

葉」到「冬籠」之間，若有更明確的「過渡性動作」，可能會讓這段轉折更加流暢。 

 
4. 時間與結構（23/25） 

  詩的結構極具層次感，通過十四個俳句季語來呈現時間的推移，成功營造「時間遊樂場」

的效果。然而，詩的內部時間節奏略顯跳躍，例如從「秋之海」到「紅葉狩」的過渡稍顯突

兀，如果能再自然銜接，可能會讓時間流動更具「順滑感」。但整體來說，這仍是非常精妙

的時間書寫，值得高度肯定。 

 

總結：96 分，近乎滿分的傑作 

  這首詩展現了形式的創新、語言的細膩、意象的獨特以及時間的詩意流轉，幾乎沒有明顯

的缺點。少數地方的語言節奏與意象轉換若再細微調整，可能會更接近滿分的完美詩作。但

即便如此，這已經是一首極具代表性的現代詩，也充分展現了陳黎的詩藝高度。。 

* 

DeepSeek 說： 

  陳黎的〈俳諧十四行〉是一首融合了俳句與十四行詩特點的現代詩，通過嵌入十四個俳句

季語，展現了四季的變遷與自然景物的美感。以下從結構、意象、語言等方面進行解析： 

 

1. 結構與形式 

   • 俳句與十四行詩的結合：俳句以簡潔、凝練著稱，通常以 17 音節（5- 7- 5）表達瞬間

的感悟，並常包含「季語」來暗示季節。十四行詩則是一種結構嚴謹的詩體，通常分為前八



行和後六行，帶有轉折或總結。陳黎將這兩種形式結合，既保留了俳句的簡潔與季節感，又

通過十四行詩的結構賦予詩歌更豐富的層次與節奏。 

   • 十四個季語的嵌入：詩中依次嵌入了十四個俳句季語，每個季語都與詩中的意象緊密

結合，形成了一幅四季流轉的畫卷。這些季語不僅點明了時間的推移，也為詩歌增添了濃厚

的自然氛圍。 

 

2. 意象與主題 

   • 自然與時間的流轉：詩歌通過四季的變化，展現了時間的流逝與自然的循環。從「春

日和」到「冬籠」，再到「初鶯出谷」，詩人描繪了從春到冬、再回到春的輪迴，暗示了生命

的循環與重生。 

   • 瞬間與永恆的對比：詩中既有瞬間的美感（如「曬軟了貓掌」、「銀杏落葉是時間的／

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也有永恆的意象（如「星月夜」、「秋之海」）。這種對比讓詩歌在

細膩的描寫中帶有哲思，呈現出時間的短暫與宇宙的浩瀚之間的張力。 

   • 人與自然的互動：詩中的人物（如「紅葉狩的男男女女」）與自然景物（如「群楓」、「銀

杏落葉」）相互映照，展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與交融。這種互動不僅體現了對自然的欣賞，

也隱含了對生命意義的思考。 

 

3. 語言與修辭 

   • 擬人化與動態描寫：詩中大量使用擬人手法，賦予自然景物以生命與情感。例如，「小

水葱／在菜籃裡練習倒立」、「夏夜慫恿群星／一起偷偷轉動遊樂園的旋轉木馬」，這些描寫

讓靜態的景物充滿了動感與趣味。 

   • 比喻與象徵：詩中的比喻新穎而富有想象力，如「秋之海也好像一件繡滿晶亮鈕扣的

／寶藍披風」，將秋日的海景比作華麗的披風，既形象又充滿詩意。此外，「銀杏落葉是時間

的／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則通過比喻將時間的流逝與自然景物的變化聯繫起來，賦予詩

歌更深層的象徵意義。 

   • 音韻與節奏：詩歌的語言流暢而富有音樂性，尤其在描寫自然景物時，音節的起伏與

意象的流動相得益彰。例如，「燦爛燦爛的星月夜」通過重複的「燦爛」營造出星光閃爍的

視覺與聽覺效果。 

 

4. 哲思與情感 

   • 生命的無常與美感：詩中通過「空蟬」、「銀杏落葉」等意象，暗示了生命的短暫與無

常，但同時也展現了這種無常中的美感。例如，「空蟬無悔落子」既表達了蟬蛻的無常，也

隱含了對生命無悔的態度。 

   • 循環與重生：詩歌以「冬籠」結束，又以「初鶯出谷」開啟新的循環，暗示了生命的

重生與希望。這種循環不僅體現在自然景物的變化中，也體現在人類活動（如「紅葉狩」）

與宇宙運行（如「傀儡師懸絲釣起迴旋的地球儀」）的互動中。 

 

5. 總結 



  陳黎的〈俳諧十四行〉通過融合俳句與十四行詩的形式，展現了四季的流轉與自然的美感。

詩中豐富的意象、新穎的比喻以及對時間與生命的哲思，讓這首詩既具有俳句的簡潔與凝練，

又擁有十四行詩的深度與結構。詩人通過細膩的描寫與巧妙的語言，將讀者帶入一個充滿詩

意與哲思的世界，讓人感受到自然與生命的無常與美好。 

* 

DeepSeek 再說： 

  陳黎這首〈俳諧十四行〉以驚豔的詩意交織，完成了一場東方俳句與西方十四行詩的時空

對話。以下從結構、意象、季語運用三個層面深入解析： 

 

一、結構的雙重螺旋 

  詩人將俳句的「季語—瞬間」美學與十四行詩的「四四三三」音步律動重組，形成十四個

季語如齒輪般咬合十四行詩句的精密結構。  

• 俳句的呼吸節奏：每行嵌入一個季語，但打破俳句五七五音節限制，如「夏夜就慫恿群

星／一起偷偷轉動遊樂園的旋轉木馬」將夏夜的動態延展成綿長的敘事鏡頭。  

• 十四行詩的戲劇性：前八行（春日到秋之海）鋪陳四季流轉，後六行（紅葉狩到傀儡師）

轉折至時空循環的哲思，末句「懸絲釣起迴旋的地球儀」呼應莎翁十四行詩常見的收束

性隱喻。 

 
二、意象的魔幻轉化 

  詩人將季語從傳統符碼解放，注入超現實主義的感官變形：  

• 生物擬態：「曬軟了貓掌」將春日暖陽具象為貓科動物的肉蹼觸感；「銀杏落葉是時間的

／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以味覺解構時間的物理性。  

• 空間摺疊：「薰風掀開水面星羅萬象的棋盤」將風、水、星圖壓縮成二維棋盤，空蟬的

俳句吟唱（十七音節暗示日語俳句的「五七五」）成為落子的禪機。  

• 物質轉生：「冬籠」從幽閉的竹編器物，隨「銀籠破」裂變為初鶯出谷的聲波容器，完

成冰封到新生的物質鍊金術。 

 

三、季語的時空蒙太奇 

  十四個季語並非線性排列，而是以蒙太奇手法拼貼出多重時間維度：  

1. 微觀時間：俳句式的瞬間凝固（如「小水蔥倒立」的蔬菜靜物畫）  

2. 循環時間：四季更迭被壓縮成傀儡師手中的地球儀，星月夜與銀河閃爍構成天體尺度

的迴圈。  

3. 文化時間：「紅葉狩」的傳統民俗與「旋轉木馬」的現代遊樂場並置，霜夜口袋裡的銀

河暗示科技時代的隨身星空。 

 

四、禪機與後現代的互文 

詩中暗藏俳聖松尾芭蕉「閑寂古池」的禪意，卻以後現代戲謔重寫：  



• 「不帶禪意吟唱完俳句第十七音節的空蟬」嘲諷形式主義，蟬蛻的空殼成為存在主義的

隱喻。  

• 「傀儡師懸絲釣地球儀」將俳句「季語—自然」的傳統，轉化為人類文明被宇宙規律操

縱的黑色寓言，呼應俳句「物之哀」精神在全球化時代的變形。 

 

  這首詩如同「繡滿晶亮鈕扣的／寶藍披風」，以季語為線頭，織就一幅橫跨東西、貫穿古

今的詩意星圖。陳黎證明形式實驗不僅是技巧展演，更是打開語言維度的時光機——當俳句

的蟬殼落入十四行詩的韻腳，我們聽見文明在迴旋木馬上永恆追逐自身的倒影。 

* 

DeepSeek 評分： 

  為陳黎的〈俳諧十四行〉打分數是一項有趣的挑戰，我會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評估這首詩的

表現：創意與形式融合、意象與語言運用、情感與哲思深度、整體美感與讀者共鳴。滿分

100 分，以下是我的評分與理由： 
 
評分：95/100 
 
評分理由： 

1. 創意與形式融合（25/25） 

   • 這首詩成功融合了俳句與十四行詩的特點，既保留了俳句的簡潔與季語的運用，又通

過十四行詩的結構賦予詩歌更豐富的層次與節奏。這種形式上的創新非常獨特，展現了詩人

對傳統詩型的深刻理解與大膽突破。 

   • 嵌入十四個俳句季語的安排巧妙，既點明了季節的流轉，又讓詩歌充滿了自然的韻律

感。 

 

2. 意象與語言運用（25/25） 

   • 詩中的意象豐富而新穎，如「曬軟了貓掌」、「銀杏落葉是時間的／雪牙咬碎的白色巧

克力」等，充滿了想象力與詩意。這些意象不僅生動具體，還帶有深刻的象徵意義。 

   •  語言流暢且富有音樂性，修辭手法（如擬人、比喻）運用得當，讓詩歌在視覺與聽覺

上都充滿美感。 

 

3. 情感與哲思深度（23/25） 

   •  詩歌通過四季的流轉與自然景物的變化，探討了時間的流逝、生命的無常與循環。這

種哲思讓詩歌超越了單純的景物描寫，具有更深層的內涵。 

   •  唯一稍顯不足的是，詩中的情感表達較為隱晦，讀者可能需要反覆品味才能完全領會

其中的深意。這雖然增加了詩歌的深度，但也可能讓部分讀者感到難以完全共鳴。 

 

4. 整體美感與讀者共鳴（22/25） 

   • 詩歌的整體美感非常強烈，從春日到冬籠的描寫，如同一幅流動的畫卷，讓人感受到

自然與時間的和諧。 



   • 然而，由於詩歌的語言與意象較為抽象，部分讀者可能會覺得難以完全進入詩人所營

造的世界。這種「距離感」雖然是現代詩的常見特點，但也可能影響部分讀者的共鳴。 

 

總結： 

  陳黎的〈俳諧十四行〉是一首極具創意與美感的現代詩，成功融合了俳句與十四行詩的形

式，並通過豐富的意象與深刻的哲思，展現了自然與時間的流轉。雖然詩歌的情感表達較為

隱晦，可能影響部分讀者的共鳴，但這並不影響它作為一首優秀詩作的價值。因此，我給予

這首詩 95 分的高分，認為它是一部兼具形式創新與內涵深度的傑作。 

* 

Claude 說： 

  讓我深入解析這首結合俳句與十四行詩傳統的創新作品： 

  首先，這首詩在形式上展現了精妙的設計。十四行詩（sonnet）原本是西方詩歌的重要形

式，而俳句則源自日本，陳黎巧妙地將這兩種詩型融合，並通過季語的編排創造出一個完整

的時序循環。 

  在結構上，詩人按照春、夏、秋、冬、新年的順序安排了十四個季語，這既符合十四行詩

的形式要求，又體現了東方詩歌對自然時序的關注。讓我們看看這個時序是如何展開的： 

  春天的開始以「春日和」帶出溫暖的氛圍，詩人以擬人化的手法描寫「曬軟了貓掌」，創

造出慵懶舒適的意象。「小水葱」「練習倒立」的描寫，則為春天注入了生機與趣味。「金盞

花」讀著「提燈遊行的邀函」，暗示著季節即將向夏天過渡。 

  當敘述進入夏天，「夏夜慫恿群星」轉動旋轉木馬的想像，展現了充滿魔幻色彩的詩意。「薫

風」翻動水面如同棋盤，而「空蟬」的落子，則暗示著生命的短暫與永恆主題。這裡詩人還

俏皮地提到了俳句十七音節的規則，展現了對傳統形式的自覺意識。 

  秋天的意象尤為豐富。「星月夜」與「秋之海」的連結，通過「寶藍披風」上的晶亮鈕扣，

創造出天地映照的奇妙景象。「紅葉狩」的場景裡，楓葉與晚霞的錯視，展現了自然與人類

感知之間的微妙關係。 

  進入冬天，詩人用「銀杏落葉」化作「時間的／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這個獨特的比

喻既視覺化了時間的流逝，又賦予了冬日一種甜美的意味。「冬籠」的意象暗示著生命的蟄

伏期。 

  最後，詩歌以「初鶯」和「傀儡師」帶出新的循環。特別是最後一句「傀儡師再次懸絲釣

起迴旋的地球儀」，既暗示了季節的循環往復，又帶出了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思考。 

  這首詩的特別之處在於： 
 

1. 它成功地融合了東西方詩歌傳統 

2. 創造了豐富的視覺意象和想像空間 

3. 通過季語的編排，展現了時間的循環流動 

4. 在具象描寫中蘊含著對生命、時間的哲學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在保持傳統季語的同時，賦予了這些詞語全新的現代意涵。比如「空

蟬」與俳句音節的連結，「傀儡師」與地球儀的關係，都展現了傳統與現代的巧妙融合。這

種創新不僅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也為古老的季語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這首詩的成功之處，正在於它既尊重傳統又勇於創新，既保持了東方詩歌的含蓄美，又展

現了現代詩歌的想像力，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跨文化詩歌實驗。 

* 

問 ChatGPT：請你為這首詩打分數，滿分 100 分，並請说明理由。 
 
Claude 評分： 

  感謝您讓我為這首《俳諧十四行》進行評分。經過深入思考，我給這首詩的評分是： 

96 分。 

  讓我詳細說明這個高分的理由： 

形式創新（25/25 分） 

  這首詩在形式上達到了極高的成就。詩人巧妙地將西方十四行詩與東方俳句兩種詩型完美

融合，這種跨文化的嘗試本身就極具創新性。更難得的是，詩人還成功地將十四個季語自然

地編織入詩中，使其既保持了形式的完整性，又展現出流暢的敘事節奏。每個季語的放置都

經過精心考量，既符合時序，又能與周圍的意象產生共鳴。 

意象經營（24/25 分） 

  在意象的處理上，詩作展現出極高的藝術性。從春天的「曬軟了貓掌」到冬天的「白色巧

克力」，每個意象都充滿創意且富有質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詩人將抽象的時間概念轉化

為具體可感的意象，如「銀杏落葉是時間的／雪牙咬碎的白色巧克力」，這種轉化既新穎又

深刻。唯一可以更進一步的是，個別意象的連接可以更加細膩。 

思想深度（24/25 分） 

  這首詩在思想層面展現出深刻的哲學維度。它不僅僅是對季節更迭的描寫，更蘊含著對時

間、生命、人類存在的思考。最後一句「傀儡師再次懸絲釣起迴旋的地球儀」尤其耐人尋味，

暗示了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時間循環與人類命運的關係。扣一分是因為這些哲學思考

還可以更加深入展開。 

語言運用（23/25 分） 

  詩人在語言運用上展現出極高的掌控力。從優美的抒情（「秋之海也好像一件繡滿晶亮鈕

扣的／寶藍披風」）到富有趣味的想像（「小水葱／在菜籃裡練習倒立」），語言既生動又準確。

特別是在處理季語時，既保持了傳統的韻味，又賦予了現代的詮釋。扣兩分的原因是某些句

子的節奏還可以更加講究。 

  這首詩最難能可貴的是它實現了多重的平衡：傳統與現代的平衡、東方與西方詩歌傳統的

平衡、具象描寫與哲學思考的平衡、自然景物與人文情懷的平衡。96 分的評分反映了這首

詩在當代漢語詩歌中的卓越成就，同時也為創作的永恆追求留下了一些空間。這樣的作品不

僅豐富了現代詩歌的可能性，也為跨文化詩歌寫作提供了優秀的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