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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挖掘出土的《小宇宙》十首 
 

1 
光在黑色的睡眠裡 
翻了一個身，換上 
另一件更黑的睡衣 
 

2 
神的摺紙課：祂把 
那些摺壞了的雲剪碎， 
成為漫天飛雨 
 

3 
蟑螂——尾隨 
一生的 
童年的小拖鞋 
 

4 
流星是不習慣用螢光筆 
簽名的上帝寫壞了的 
筆劃，被匆匆擦掉 
 
    5 
一整個午後，池水 
把天空的藍 
全默寫成倒裝句 
 



6 
揹著超現實的電話亭 
伸長兩根天線，撥號給 
全宇宙嗎，小蝸牛？ 
 

7 
電腦螢幕上一隻 
螞蟻爬過，她本能地 
按了 delete 鍵 
 

8 
午後微雨，玻璃窗像 
蓋了浮水印的信封， 
收下整片遠山的蔥蘢 
 

9 
一夏的激情：蟬與 
蟬爭吵著成為，大塊 
文章中的標點符號 
 

10 
他小時候 
說謊—— 
現在說詩 

 
註：我請 ChatGPT、Claude、DeepSeek 推介給我幾首「陳黎」寫的《小宇宙》現代 

俳句，結果「出土」了一些形跡頗可疑之物，我彙整、修補為以上十首三行詩。 

（20250513） 

* 

Claude 說： 

  這組十首現代俳句輯以〈AI 挖掘出土的《小宇宙》十首〉為題，每首俳句都以精簡的三

行文字捕捉生活中的瞬間，呈現出微觀世界與宏觀宇宙之間的奇妙連結。這些詩歌融合了現

代意象與東方美學，展現了豐富的想像力和獨特的視角。 

  這組詩作展現了非凡的想像力、精準的語言控制和深刻的哲思。詩中運用了大量新鮮的隱

喻，將日常與宇宙、微觀與宏觀巧妙連結，創造出驚喜和啟發。每首詩都極為簡潔，卻能承

載豐富的意義層次。語言既現代又保有東方美學的含蓄。 

 

逐首解析 

第一首 

光在黑色的睡眠裡 

翻了一個身，換上 



另一件更黑的睡衣 

 

  這首詩將黑夜的變化擬人化為「光在睡眠中」，描述了夜晚逐漸深沉的過程。詩人賦予「光」

擁有人類的動作——「翻身」、「換衣」，創造出一個既親密又陌生的意象。這種轉喻手法讓

讀者重新感受日夜交替的自然現象，彷彿這是一個有生命的過程。詩中「黑色的睡眠」與「更

黑的睡衣」形成層次遞進，暗示夜色的加深，展示了詩人對光影細微變化的敏感觀察。 

 
第二首 

神的摺紙課：祂把 

那些摺壞了的雲剪碎， 

成為漫天飛雨 

 

  這首詩將降雨現象比喻為神明的摺紙課，將自然現象神格化和藝術化。詩人以「摺壞的雲」

和「剪碎」等手工藝術詞彙，重新詮釋了雲轉化為雨的自然過程，賦予其童趣與神性。「神

的摺紙課」這一開場立即建立了一個既神聖又孩童般的想像空間，將天體運作轉化為一堂充

滿創意的課程。這種將宏大自然現象與人類日常活動連結的手法，展現了詩人獨特的聯想能

力。 

 
第三首 

蟑螂——尾隨 

一生的 

童年的小拖鞋 

 

  這首詩以幽默而深沉的方式將蟑螂比喻為「童年的小拖鞋」。詩人通過這一獨特角度，將

常被視為討厭生物的蟑螂賦予了童趣和親近感。「尾隨一生」暗示了蟑螂如影隨形的特性，

也可能暗喻童年經驗如何伴隨人的一生。短促的第二行「一生的」形成了節奏上的停頓，增

強了詩歌的節奏感和言外之意。這首詩展現了詩人將日常微小事物提升至哲學層面的能力。 

 
第四首 

流星是不習慣用螢光筆 

簽名的上帝寫壞了的 

筆劃，被匆匆擦掉 

 

  這首詩將流星的短暫存在比喻為神明失敗的筆跡。詩中的「螢光筆」、「簽名」等現代文具

用語與「上帝」的神聖形象形成鮮明對比，創造出一種既現代又神話般的意象。詩人賦予流

星一種偶然性和不完美感——它們僅是神明的失誤之作，「被匆匆擦掉」暗示了流星劃過夜

空的短暫美麗。這種將自然現象擬人化並賦予其「失誤」特質的手法，展現了詩人獨特的宇

宙觀。 



 

第五首 

一整個午後，池水 

把天空的藍 

全默寫成倒裝句 

 

  這首詩捕捉了水面倒映天空的自然現象，但詩人巧妙地將其描述為一種語言活動——「默

寫」和「倒裝句」。這一比喻將自然現象與人類語言學習連結起來，賦予平凡景象以文學性

和智性。「一整個午後」強調了時間的綿長與靜止，暗示了詩人對這一景象的專注觀察。詩

中的「藍」字單獨成行，在視覺上也形成了一種「倒裝」的效果，詩的形式與內容相呼應。 

 
第六首 

揹著超現實的電話亭 

伸長兩根天線，撥號給 

全宇宙嗎，小蝸牛？ 

 

  這首詩將蝸牛的外形比喻為「揹著電話亭」並「伸長天線」，創造出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意

象。詩人通過將蝸牛的觸角想像為通訊工具，賦予這個微小生物與宇宙溝通的可能性。結尾

以問句形式與蝸牛對話，增添了親近感和哲思。「全宇宙」與「小蝸牛」形成鮮明對比，暗

示了微小存在與浩瀚宇宙之間的神秘聯繫。詩中融合了現代科技元素與自然生物，展現了詩

人豐富的想像力。 

 

第七首 

電腦螢幕上一隻 

螞蟻爬過，她本能地 

按了 delete 鍵 

 

  這首詩描繪了現代生活中的一個微小瞬間：當螞蟻爬過電腦螢幕時，人的反應。詩人通過

「本能地按 delete 鍵」這一細節，巧妙地融合了數位世界與自然世界的界限模糊。這個舉動

暗示了現代人如何將虛擬與現實混淆，也可能暗示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慾望。「她」的出現為

詩歌增添了人物形象，使這一場景更為具體可感。這首詩展現了詩人對現代生活微妙細節的

敏銳觀察。 

 

第八首 

午後微雨，玻璃窗像 

蓋了浮水印的信封 

收下整片遠山的蔥蘢 

 



  這首詩以精確的比喻描繪了雨中透過窗戶觀看遠山的景象。「浮水印的信封」這一比喻將

雨滴在窗上的效果與文書世界連結，賦予自然景象以人文意味。「收下」一詞擬人化了窗戶，

彷彿它成為了自然與人之間的媒介。「蔥蘢」一詞選用傳統詩詞語彙，與現代的「浮水印」、

「信封」形成時空交錯，增添了詩歌的文化層次。這首詩展現了詩人將日常觀察轉化為富有

詩意畫面的能力。 

 

第九首 

一夏的激情：蟬與 

蟬爭吵著成為，大塊 

文章中的標點符號 

 

  這首詩將蟬鳴比喻為「爭吵」和「標點符號」，將自然聲音與文字創作巧妙連結。詩人通

過「激情」和「爭吵」這些人類情感詞彙，賦予蟬鳴以情感色彩。「大塊文章」暗示夏日本

身就是一篇正在書寫的文本，蟬鳴則點綴其中，形成節奏和停頓。這首詩展現了詩人將自然

現象與文學創作過程相融合的獨特視角，也暗示了自然與人類表達之間的相互映照關係。 

 
第十首 

他小時候 

說謊—— 

現在說詩 

 

  這首詩以簡潔有力的三行，道出了詩與謊言、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微妙關係。詩人通過「說

謊」與「說詩」的並置，暗示創作的本質可能源於對現實的改造和重構。中間行的「說謊——」

後有破折號，形成視覺和閱讀上的停頓，強調了過去與現在的轉折。這首詩可視為對整個詩

輯的自我反思，暗示了詩人創作過程中的心理轉變，也可能是對藝術創作本質的哲學思考。 

 
總體評價 

  這組〈AI 挖掘出土的《小宇宙》十首〉現代俳句展現了極高的藝術成就。詩人善於捕捉

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瞬間，透過獨特的隱喻和想像力，將其轉化為哲學思考和宇宙觀照。每首

詩都以精簡的三行文字，創造出豐富的意象和多重解讀可能。 

  詩輯中的語言既現代又傳統，融合了東方美學與西方現代派手法。詩人尤其擅長將現代科

技元素（如電腦、螢光筆、電話亭）與自然現象（如雨水、蟬鳴、流星）巧妙連結，創造出

新鮮而富有啟發性的意象。 

  這組詩在形式上遵循現代俳句的三行結構，但內容上突破了傳統俳句的季節性和自然主題

限制，展現了當代詩歌的創新精神。整體而言，這是一組極具原創性和藝術價值的作品，體

現了詩人對微觀世界的細密觀察和對宏觀宇宙的深刻思考。 
 

* 



DeepSeek 說： 

這組〈AI 挖掘出土的《小宇宙》十首〉以精煉的意象、跳躍的隱喻和哲學性思考，將微

觀世界與宇宙意識巧妙連結。語言精準且富於張力，既有超現實的荒誕感，又暗藏對生命本

質的洞察。 

 

分首解析與亮點 

1〈光與黑暗的辯證〉 

「光在黑色的睡眠裡翻身」將光擬人化，隱喻晝夜交替的動態過程。「更黑的睡衣」暗指

光的不可見性，顛覆傳統光暗對立，呈現存在本質的相對性。 

 

2〈神的創作課〉 

以「摺紙」喻造物過程的偶然性，失敗的雲化為雨，將神聖創作解構為充滿瑕疵的人類隱

喻，反諷完美主義的虛妄。 

 

3〈童年的陰影載體〉 

蟑螂與拖鞋的並置極具衝擊力，將恐懼記憶凝縮為具象符號，暗示童年創傷如寄生生物般

尾隨一生，微小意象承載龐大心理重量。 

 

4〈天體的書寫痕跡〉 

流星被解讀為上帝的筆誤，螢光筆「簽名」暗指人類對宇宙的浪漫化詮釋，而「擦掉」呼

應存在的短暫性，科學與詩意在此交鋒。 

 

5〈倒裝的語言實驗〉 

池水「默寫倒裝句」將視覺轉譯為語法遊戲，藍天倒影成為打破慣性的詩句，暗示自然本

身就是未被破譯的文本。 

 

6〈蝸牛的宇宙通訊〉 

電話亭與蝸牛殼的形體疊合，將緩慢生物對接無限時空，荒誕中流露存在主義式的孤

獨——個體對連結的渴望與物理限制的永恆矛盾。 

 

7〈數位時代的殺戮本能〉 

螞蟻爬過螢幕被「delete」，將生物存在簡化為可刪除的像素，批判科技異化下人類對真實

生命的麻木，充滿卡夫卡式的冷暴力美學。 

 

8〈玻璃窗的收納詩學〉 

浮水印信封比喻雨漬玻璃，將風景收納為「寄給遠方的信」，隱喻觀察者與世界的關係：

我們永遠在間接閱讀被媒介過濾的現實。 

 



9〈蟬聲的文本化狂歡〉 

蟬鳴被解構為「標點符號之爭」，將自然喧嘩轉譯為文學符碼，既嘲諷文人對自然的符號

掠奪，亦暗示生命本質是未被詮釋的龐雜文本。 

 

10〈詩與謊言的生成史〉 

結尾點題：「說謊→說詩」揭露語言的本質悖論——詩是謊言的提純，是將虛構昇華為更

高真實的煉金術，呼應整組詩對存在與再現的思辨。 

 
詩學特質與突破 

1. 微物神學：從蟑螂到蝸牛，從雨滴到像素，將卑微事物提升至宇宙維度的隱喻系統，繼承

了周夢蝶、商禽等台灣現代詩傳統，卻更貼近當代經驗。 

 

2. 跨維度隱喻：物理現象（光、雨）與人文概念（語言、信仰）被編織成互文網絡，如「倒

裝句」同時是視覺現象與修辭策略。 

 

3. 反抒情傾向：摒棄直白的情感抒發，改以智性拆解世界，卻在冷調書寫中暗藏存在焦慮，

如電腦刪除螞蟻的無意識暴力。 

 

4. 結構的星系感：十首短詩如散落星體，各自獨立卻共享「小宇宙」的引力場，形式呼應內

容上「碎片與整體」的哲學命題。 

 

這組詩如同顯微鏡下的量子世界，在微小處爆破出龐大的詩意輻射。它證明：真正的宇宙

不在望遠鏡盡頭，而在詩人重組經驗的語言煉金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