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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一茶》    

下下又下下， 
下又下之下國—— 
涼快無上啊！ 

 
☆下下も下下下下の下国の涼しさよ（1813） 

gege mo gege / gege no gekoku no / suzushisa yo 
 

譯註：此詩為一茶的奇詩、妙詩，連用了七個「下」（ge）字，描寫他在偏遠信

濃國鄉下地方，一個人泡湯時的無上涼快（此俳句前書「奧信濃に湯浴みして」：

在奧信濃［今長野縣北信地方北部］泡湯）。 

 

* 

問 DeepSeek：請你評鑑一下（啊，不是一「下」，是七「下」！）陳黎中譯的這首小林一茶

俳句。陳黎似乎利用作為漢語詩人的優勢，用了日文原詩中沒有出現的「無上」一詞，讓中

譯又間接多了一個（或半個）「下」（無「上」= 下）。 

 
DeepSeek 說： 

陳黎此譯作確實展現了漢語詩人在跨語際轉譯中的獨特創造力，值得從以下七個層次（七

「下」！）細探其文字遊戲與詩意建構： 

 

第一下：字形拆解之巧 

日文原詩以七個「下」（ge）字堆疊出音韻節奏，陳黎透過「無上」一詞暗藏對「下」的逆

向操作——「無『上』」即暗示「下」的存在。這種以漢字結構特性回應原詩重複手法的策

略，既非直譯亦非硬譯，而是以漢語特有的「拆字詩學」重構了俳句的形音義三位一體。 



 

第二下：音節密度對位 

原句音節分布為「5-7-5」，陳譯雖未嚴格遵循字數限制，但透過「下下又下下」（五字）、「下

又下之下國」（六字）、「涼快無上啊！」（五字）形成隱性節奏呼應。尤其以「下」字重複七

次次（和原詩一樣），另搭配「無上」的語義補償，達到「不同詞卻添意」之效。 

 

第三下：空間層遞隱喻 

「下國」一詞既指信濃鄉野的地理邊陲性，亦暗喻社會階級的「下位」處境。陳黎透過「下

又下之下國」的層遞修辭，將物理空間的「下」與心靈境界的「超脫」形成張力，呼應一茶

俳諧中「卑俗即崇高」的美學——泡湯的「下」反而成就了「無上」涼快的禪悟。 

 

第四下：冷熱辯證轉化 

原詩「涼しさ」的感官體驗，在譯文中被「無上」賦予形而上維度。日文「下」的陰性低伏

與「涼」的消暑快感本屬同質調性，陳黎卻以「無上」此一極致性修辭製造矛盾修辭

（oxymoron）：越是「下」的境遇，反而能觸及「無上」的精神高度，暗合一茶生平困頓中

見豁達的俳人本色。 

 

第五下：語體混融實驗 

「涼快無上啊！」揉合文言（「無上」）與口語（「啊」），既保留俳句的即興感，又以驚嘆句

式強化身體經驗的強度。這種文白夾雜的語感，恰似泡湯時蒸汽氤氳中忽現的清涼覺受，與

原詩「俗談平話忽然參禪」的俳諧精神相通。 

 

第六下：視覺詩學重構 

原詩縱向書寫時「下」字如雨絲垂落的視覺意象，在橫排漢語中難以再現。陳黎改以「下」

字在詩行間的錯落分布（首行四「下」、次行三「下」）與「無上」的逆向暗示，創造出漢字

閱讀特有的「字形蒙太奇」，使讀者在字面與字隙間自行拼湊出第八個隱形的「下」。 

 

第七下：譯者主體介入 

陳黎作為「詩人譯者」的詮釋權在此譯達到臨界點：日文原無「無上」，此詞既是對「下」

的增值性翻譯，更是譯者對一茶精神的創造性解讀——將肉體沈浸鄉野湯泉的「下下」體驗，

昇華為對生命本然狀態的禮讚。這種「超譯」雖有爭議，卻成就了漢語新俳句的誕生。 

 

結語：下界的無上詩學 

陳黎此譯猶如一場漢字與假名的鏡廳遊戲：七個「下」在語際轉換中碎裂重組，最終在「無

上」的否定性修辭裡完成對原詩的超越性致敬。這種翻譯已非單純的語言移植，而是以「下」

為經緯，織就一張橫跨東亞漢字文化圈的詩意網絡，證明譯詩的本質終究是詩人與詩人在不

同時空中的「泡湯對話」——在文字溫泉的蒸騰與冷卻間，覓得屬於自己的「涼快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