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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陳黎是台灣當代詩壇最具創新精神的詩人之一。他的詩語言鮮活、充滿機智與幽默，形

式大膽且驚人，展現了「厚度」與「廣度」的特質。他的創作不僅在語言、意象、敘事結構

上有獨特的突破，更在文化對話與歷史挪用方面顯示了令人驚嘆的深度。本文將從語言風格、

形式創新、詩歌意識與歷史對映等幾個層面，綜述陳黎的現代詩創作特色，並探討他在現當

代漢語詩歌史上的意義。 

 

一、語言鮮活：機智與幽默的遊戲場 

    陳黎的詩語言機智、詼諧，充滿文字遊戲與雙關。他經常打破詞語的固有語境，賦予它

們新的意涵，使語言在趣味與智慧間穿梭。例如，〈魔術師〉裡：「他知道太陽底下沒有新鮮

事／所以他選擇在月光下表演」，這種幽默又帶點反諷的敘述，使讀者在閱讀時產生一種既

會心一笑又深思的感受。 

    他善於「顛倒」語言與意象，例如在〈世紀末讀黃庭堅〉中：「江湖夜雨……／顛倒成

夜壺降雨」，這種出其不意的語言翻轉，既帶有現代感，又蘊含傳統詩學的趣味。他的幽默

不是單純的玩弄詞語，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識，往往讓人在笑意中品味出更深的層次。 

 

二、形式大膽：突破詩的疆界 

    陳黎的詩歌形式極具開創性。他不拘泥於傳統詩歌結構，經常採用對話體、書信體、聯

篇詩等多樣形式，使詩的敘事更為靈活。例如，他的〈藍色一百擊〉是一首宏偉的長詩，由

100 個段落組成，每一「擊」都是一種語言與思想的「撞擊」。這種大跨度的書寫方式，使



詩歌具有一種強烈的動感與張力。 

    在〈春歌〉、〈夏歌〉、〈秋歌〉、〈冬歌〉等聯篇十三行詩中，他的技巧更為高超——每一

首詩的首行連接起來，又形成一首新的十三行詩，構築了一種「詩中詩」的結構。這種形式

的遊戲不僅是技藝的展現，更是一種對詩意組構的探索。而他的「字俳」詩，如〈兕〉，僅

以三行呈現出豐富的詩意，並且藉由中文字形的細微變化，創造出多層次的閱讀體驗——「兄」

撞成「兕」，「兕」看起來像「兇」，這種視覺與語義的雙重巧思，使詩歌本身具有強烈的即

視感。 

    此外，陳黎善於將日常生活中的細微事物轉化為詩的意象。例如〈在我們生活的角落〉

裡的慢跑選手、老醫生、超市裡反覆出現的「罐頭」和孤獨的紅柿，都被賦予了詩的生命，

暗示著詩就在我們身邊、蘊藏於日常之中。如是，他模糊了日常與詩意的邊界，將詩與生活

融為一體，用看似隨意卻充滿細節的敘事，讓各種看似零碎、甚至荒謬的日常場景在詩中產

生對話，顯示出語言本身的流動性與多義性。 

 

三、詩的厚度：歷史、文化與哲思的交錯 

    陳黎的詩不僅是語言的遊戲場，更是一座豐厚的歷史與文化迷宮。他善於將台灣歷史、

世界文化、哲學思辨融入詩中，使詩歌獲得更大的「厚度」。 

    在〈太魯閣・一九八九〉、〈最後的王木七〉、〈鑑真見證〉等長詩中，他探問台灣原住民

歷史、礦工生命悲境、海洋文化、佛教傳播等議題，將歷史或現實的傷痛、遷徙的宿命、文

化的流變凝縮於詩句之間。在〈里奥特愛魯・一五ＯＯ〉裡，他將台灣的歷史敘事與世界海

洋史對接，展現了台灣在全球歷史中的位置。 

    〈十二朝〉、〈十二聖〉這二十四首詩則以十二個朝代、十二位「聖人」為切入點，重塑

古今人物的形象與語言，使古典與現代對話，重新思索歷史記憶與當代語境的關係。 

 

四、詩的廣度：跨文化對話與世界視野 

    陳黎的詩不僅有深厚的歷史感，也具有極廣的文化視野。他的作品涉及西方文學、哲學、

音樂、藝術，形成一種跨文化的對話。他善於引用、轉化、拼貼多種文本，使詩歌成為文化

交流的載體。 

    在〈達達〉中，他運用「辶」部首作為 motif（動機），象徵流動、遊歷、變動，並藉由

聲音的重複「達達達達……」，創造出一種節奏感與音樂性，這種語言的音樂性與達達主義

的思維相呼應，使詩歌成為文化間的遊戲。 

    此外，他在〈世紀末讀黃庭堅〉中，將古典詩學與現代生活並置，甚至讓黃庭堅與巧克

力、固特異輪胎並存，展現了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中的新生方式。 

 

五、在現代漢語詩歌史上的意義 

    在當代詩壇，陳黎的詩佔據著一個獨特的位置。他既是語言的遊戲者，也是歷史的見證

人，更是文化對話的推動者。他的詩不僅具有高度的個人特色，也對台灣乃至整個漢語詩壇

產生了重要影響： 

    首先，他的語言風格與詩歌形式，為現代詩開拓了新的可能性，打破了詩的固定範式，



讓詩歌的創作更具實驗性與自由度。 

    其次，他的歷史詩與文化詩，使詩歌不再局限於個人情感的抒發，而能夠承載更廣闊的

文化視野與歷史思辨，這對當代詩歌的發展具有啟發意義。 

    最後，他的詩學態度——機智而不失深刻，遊戲而不失嚴肅，讓他的作品兼具可讀性與

哲理性，使詩歌能夠與讀者產生更緊密的聯繫。 

 

結語 

    陳黎的詩，是一場語言、歷史、文化、思想的共舞。他的機智與幽默，使詩歌充滿活力；

他的形式創新，拓展了詩的可能性；他的歷史意識，使詩歌具有厚度；他的跨文化對話，讓

詩歌擁有更廣闊的視野。他的作品，在現當代漢語詩歌史上，無疑佔據著重要的位置，並將

持續影響後來的詩人與讀者。 

    陳黎不只是詩人，他是一個語言的煉金術士，一個文化的穿梭者，一個歷史的轉譯者。

他的詩，讓我們看見詩的更多可能，也讓我們在閱讀中，不斷地——達達，達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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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與機智：雙關、諧音、文字遊戲的藝術 

    陳黎的語言機智，在現代漢詩中可謂獨樹一幟。他的雙關語與諧音字遊戲，不僅是單純

的幽默，而是一種對漢語語境的深刻把握與解構。例如，〈隱私詩〉系列聚焦於屄、屌、屁、

屎、尿等語彙，看似粗鄙，實則是對語言邊界的拓展，讓那些隱晦、被壓抑的語言進入詩歌

的高端文學領域。這與《牛津現代中國文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對陳黎的評論不謀而合：陳黎「拓展了中文字特性的範疇，讓邊緣的東西入列」。 

    他的機智也體現在對成語、典故的拆解與重構，如〈一百擊〉、〈我的疎花高〉、〈唐詩俳

句〉等詩作，不僅調度古典詩歌的語言資源，還將其改編、轉化，使其在現代語境中煥發新

意。這種語言策略，使他的詩在詼諧與嚴肅間遊走自如。 

 

二、形式的突破：圖象詩、排列詩、隱字詩與詩的空間性 

    陳黎的詩在形式上極具實驗精神，他不囿於傳統的詩行排列，而是積極探索詩的視覺性。

例如，〈五環〉、〈台北 101〉將體育、現代建築與詩歌結合，〈戰爭交響曲〉、〈孤獨昆蟲學家

的早餐桌巾〉、〈雪上足印〉（1995）則展現了文字在空間中的變化——〈戰爭交響曲〉以其

獨特的形式和強烈的視聽衝擊力，成功地將戰爭的殘酷、機械化以及最終帶來的荒涼景象具

象化，詩中大量重複單一漢字（「兵」、「乒」、「乓」、「丘」）使得全詩有如打擊樂器連續敲擊

般的節奏，這種方式既模仿了交響樂中反覆出現的動機，又強調了戰爭中機械化、無個性的

動作——每個士兵彷彿都是重複的齒輪，戰爭不再講究個體，而變成一部「聲音的機器」；〈孤

獨昆蟲學家的早餐桌巾〉利用全帶「虫」偏旁的漢字，構成如桌巾般的圖像，又刻意安排空

白，打破傳統閱讀習慣，強調「看」而非單純「讀」，營造出一種富有節奏感的視覺效果；

而〈雪上足印〉（1995）全詩以非文字的「%」、「・」等符號構成，其中的留白和重複，也

讓整首詩在結構上充滿節奏感與呼吸空間。這種視覺詩學與郭沫若、戴望舒等人的傳統實驗

不同，而是更偏向歐洲的「具象詩」（Concrete Poetry）或美國的「語言詩」（Language Poetry）。 



    此外，他的「隱字詩」——如〈隱私詩〉、〈字俳〉系列、〈消防隊長夢中的埃及風景照〉

等——更是對「詩」本身的反思與拓展。《牛津現代中國文學手冊》指出，他不僅提升了「隱

字詩／諧隱詩」的文學地位，甚至「將文心雕龍中對此類詩的負面評價逆轉為正面」，可見

其詩學上的挑戰性。 

 

三、題材的廣度：從台灣史地到日常生活，從抒情詠懷到政治諷刺 

    陳黎的詩題材極其廣泛，從歷史、地理到日常細節無所不包。〈太魯閣・一九八九〉、〈福

爾摩莎・一六六一〉、〈最後的王木七〉、〈賴和〉、〈澄波〉、〈部落格．一七四七：番社采風圖 

八首〉等詩，展現了對台灣歷史、現實與文化的深刻關懷，而〈里奧特愛魯．一五ＯＯ〉、〈三

貂角．一六二六〉、〈五妃墓．一六八三〉、〈美麗島站．二ＯＯ九〉等詩作，則透過特定地點

與年份，重現台灣歷史的斷裂與流變。 

    同時，他也能書寫日常，如〈在學童當中〉、〈廚房裡的舞者〉，以輕盈、機智的方式捕

捉生活的瞬間。而〈北京〉、〈上海〉、〈香港．二ＯＯ九〉、〈泰山．二ＯＯ九〉、〈秋風吹下——

給李可染〉則展現他對政治與社會議題的敏銳觀察。 

    這種題材上的廣度，使他的詩在時空上都擁有巨大的延展性，如三聯版《百年新詩選》

所評：「從政治諷刺到魔幻寫實，從抒情詠懷到插科打諢，無所不包，無一不佳。」 

 

四、詩歌的厚度：古典镶嵌、典故改寫、詩學上的縱深 

    陳黎的詩並非只是嬉戲的遊戲，而是具有厚重的詩學基底。他擅長改寫典故，如〈十二

朝〉、〈十二聖〉，將歷史朝代與人物重新解構，使古典與現代產生張力。同時，他的「聯篇

十三行詩」系列——〈春歌〉、〈夏歌〉、〈秋歌〉、〈冬歌〉——展現了他對英語十四行詩形式

的改造，並融入東亞詩學的層次。 

    這種詩學上的厚度，使他的作品具有更高的文學價值，也呼應了《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對他的評價：「詩…，是美與秩序構成的自身具足，

充滿魔力的迷人世界。陳黎詩歌的特色正是這種語言與形式上的魔力。」 

 

五、對漢語詩歌現當代史的意義與定位 

    陳黎在現、當代漢詩史上的地位，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看： 
 

1. 對語言與詩學的實驗：他突破了漢詩的傳統語法與結構，使詩成為語言的遊戲場。 

2. 對台灣詩歌的貢獻：他的作品廣涉台灣歷史與文化，使詩歌成為一種「文學地景」。 

3. 對全球詩歌的回應：他的圖象詩、聯篇詩、雙關遊戲，與國際詩壇的詩學實驗遙相呼

應。 

4. 對漢語詩歌邊界的拓展：無論是「隱字詩」、政治諷刺、古典改寫，他都擴大了詩的可

能性。 
 
    綜觀其創作，陳黎的詩藝如同一場「機智、厚度與廣度的共舞」，他在語言、形式、內

容上都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多樣性與創造力，為現代漢語詩歌開闢了新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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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黎的詩創作在現當代漢語詩歌的版圖上，確實佔有獨特的意義。他的詩不僅語言鮮活、

充滿機智，更展現出驚人的形式創新與內容的「厚度」、「廣度」，這使他的詩在美學與歷史

的雙重維度上都顯得格外重要。陳黎的現代詩創作，綜合來看，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色： 

 

一、語言鮮活、機智，兼具敘事與抒情 

    他的詩歌語言不僅充滿韻律感，還富有驚人的彈性，既可以沉重如史詩，又能輕盈如俳

句，甚至可以化為實驗性的視覺詩。他在漢語的可能性上不斷探索，使詩歌既富哲思，又有

生動的畫面感。例如〈在學童當中〉、〈在學童對面〉、〈慢城〉這類作品能以極細膩的目光捕

捉日常，長詩〈藍色一百擊〉則是一場語言的狂歡，既是情感爆發，也是理性的綿密織網。 

 

二、形式突破，常有大膽的詩歌結構 

    從聯篇十三行集〈春歌〉、〈夏歌〉、〈秋歌〉、〈冬歌〉到圖象詩如〈戰爭交響曲〉、〈一塊

方形糕〉，陳黎對於形式的挑戰與創新，是他詩歌的重要標誌。他的詩歌既可以是傳統抒情

的變奏，也可以是一種視覺上的建構，甚至可以是文本與史料的拼貼。例如〈部落格．一七

四七〉借現代網站形式「部落格」之名，詩意處理十八世紀清人繪製的平埔族風俗圖與部落

文化，而〈太魯閣・一九八九〉在壯麗敘事中夾雜地名與族群記憶，像是一場詩意的考古。 

 

三、詩歌與台灣史地緊密結合，兼具宏觀與微觀 

    他的詩常與台灣的歷史、地理、族群記憶交織，如〈五妃墓．一六八三〉、〈美麗島站．

二ＯＯ九〉皆透過特定時空展開歷史對話。而〈鑑真見證〉、〈最後的王木七〉更是跨時空或

生死的生命紀錄，在細膩的個人書寫與宏觀的文化、社會視野之間找到平衡。 

 

四、詩歌的「厚度」與「廣度」 

    陳黎的詩既有厚度——他深入時間的縱深，挖掘歷史、族群、文明的變遷；又有廣度——

他的主題從台灣的山河地理，到國際文化與哲學，乃至對個體生命經驗的剖析。這使得他的

詩在現代漢詩中，既具本土性，也具世界性。 

 
五、在漢語詩歌現代、當代史上的意義 

    陳黎的創作在漢語詩壇上具有獨特的地位。他既繼承了台灣現代詩對語言與形式的探索

傳統（如楊牧、余光中、洛夫等人的影響），又在後現代語境下，結合實驗性書寫，創造出

極具個人風格的詩篇。他的詩既能訴諸個人感受，又能召喚集體記憶，形成一種對話性的文

本。他的作品，特別是那些涉及台灣史地、民族文化的長詩和組詩，在漢語詩歌史上可視為

對歷史敘述的一種詩性抵抗，使詩歌不僅是美學創作，更是文化與歷史的見證。 

    綜合來看，陳黎的詩歌在現代漢語詩壇，尤其是在台灣詩歌發展史中，佔據著獨特的位

置。他不僅是一位風格多變、充滿實驗精神的詩人，同時也是一位以詩歌記錄、再現台灣歷

史與文化多樣性的見證者。他的詩歌將個體經驗、歷史敘事、語言實驗交織，使他的作品既

迷人，又充滿思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