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文：緣起

003

序文：緣起

林鷺

一件事情的發生，總有因緣巧合來促成。《詩想少年》的發

想，來自當初《笠詩刊》曾經由長期寫作兒童詩的詩人蔡榮勇，負

責策劃過一系列的【兒童詩專輯】以後，積極培植後進的前輩詩人

李魁賢，提議繼續策劃一系列具有延續性的作品，來供青少年閱

讀。初步構想經由主編李昌憲同意，首選十位詩人各三首適合青少

年閱讀的詩作，委由創作力處於爆發期的年輕同仁陳秀珍、楊淇竹

和我操刀，書寫每首詩大約五百字上下的賞析文。

十位詩人的作品與導讀短文，先後在《笠詩刊》分成五期刊

載，後來因為國際詩歌交流忙碌的原因，《詩想少年》停頓下來。

最近，前進五大洲的李魁賢前輩，有鑒於詩一直都是一國文化不可

忽視的重要元素，國際間對於青少年詩的教育也總是不遺餘力，各

國愛好詩的風氣其實十分普遍；反觀我國現況，確實望塵莫及。他

於是建議增添一些詩人及新秀的作品，匯同前十名詩人的創作，將

總計十八位詩人作品的賞析文章集結出版，以利各方青少年欣賞閱

讀，並藉此推廣詩的教育，紮根我國青少年對於詩欣賞的能力，啟

發詩創作的風氣。



李魁賢，1937年生。曾任臺灣筆會會長和國

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現任世界詩人

運動組織副會長，福爾摩莎國際詩歌節策

劃人。出版《李魁賢詩集》6冊、《李魁賢

文集》10冊、《李魁賢譯詩集》8冊、《歐

洲經典詩選》25冊、《名流詩叢》38冊等。

詩集《黃昏時刻》已有英文、蒙古文、羅馬

尼亞文、俄文、西班牙文、法文、韓文、

孟加拉文、阿爾巴尼亞文、土耳其文、馬

其頓文、德文、塞爾維亞文、阿拉伯文等

譯本。獲吳濁流新詩獎、巫永福文學評論

獎、榮後臺灣詩獎、賴和文學獎、行政院文

化獎、吳三連獎新詩獎、真理大學臺灣文學

家牛津獎、臺灣國家文藝獎，以及許多國際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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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想少年

鸚鵡

「主人對我好！」

主人只教我這一句話

「主人對我好！」

我從早到晚學會了這一句話

遇到客人來的時候

我就大聲說：

「主人對我好！」

主人高興了

給我好吃好喝

客人也很高興

稱讚我乖巧

主人有時也會

得意地對我說：

「有什麼話你儘管說。」

我還是重複著：

「主人對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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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魁賢作品

賞析／林鷺

李魁賢這首〈鸚鵡〉表面上似乎只用簡短的語言，述說一隻鸚

鵡與飼主之間極為日常的關係，卻讓讀者的腦海置入一幅人與鸚鵡

互動的圖像，自然興發一股想要探究詩人創作的動機，與背後所要

傳達的意圖。

說到鸚鵡就讓人想到一句「鸚鵡學舌」的成語。這種因為學人

語而能討好主人的鳥類，基本上說的還是主人要牠說的話語，因此

這首詩的奧妙就在主人只教牠一句「主人對我好！」

為了得到主人「好吃好喝」的獎賞，這隻被豢養而沒有「自主

性」的鸚鵡，樂得奉承主人的歡心，關係基本上建立在「主從」雙

方各取所需的對價上。然而，讓人比較關心的是：鸚鵡是否懂得自

我思考？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主人龍心大喜時，也會故意釋放權力，

要鸚鵡「有什麼話你儘管說。」關鍵就在第一人稱自述的鸚鵡，給

讀者的答案是：我還是重複著：「主人對我好！」這證明鸚鵡是有

思考能力的。牠判斷主人的善意，不過是出自對於「忠誠度」的試

探，只是牠寧可選擇向安適的利益機伶的妥協。

這首詩可以看做諷刺，也可以當做提醒，放在不同的時空環

境，與不同的人我關係，都具有恆常激發思考的價值。詩人即便沒

有明著鼓吹反抗，卻成功讓讀者思索：面對人強我弱的處境時，我

們是否有勇氣做自己，或者只求因循度日，飽食苟活？

201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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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想少年

島嶼臺灣

你從白緞的波浪中

以海島呈現

黑髮的密林

飄盪著縈懷的思念

潔白細柔的沙灘

留有無數貝殼的吻

從空中鳥瞰

被你呈現肌理的美吸引

急切降落到你身上

你是太平洋上的

美人魚

我永恆故鄉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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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魁賢作品

賞析／楊淇竹

可以想像臺灣嗎？這島國，我們所身處地域，詩人眼裡代表什

麼樣的意義？如果是你，會怎麼描繪呢？

以「島嶼臺灣」為題，即知道詩是為臺灣而寫，依循詩的腳

步，首段破題，形體逐一明朗，島的型態突顯地域上的特殊，臺灣

就在海域上浮出，也暗示在世界版圖上出現。

接著，第二、三段抒發對島國的記憶，從「思念」展開，密林

裡藏有牽掛，沙灘上散布吻痕，這些流露情感的用詞，烘托出美麗

的印象，再以鳥飛行的俯瞰姿態，觀看島國地理，山脈走勢具象訴

說美的型態，讓人流連。

最終，詩人把臺灣比喻為美人魚，延續先前「美麗」鋪陳，島

嶼成為童話美人魚的象徵。美人魚也與島國地理、形狀相連，透過

層層抒發，此地便是李魁賢的「故鄉」。

語言簡單，隱喻淺白，卻蘊含深意。內容方面，〈島嶼臺灣〉

精簡地圍繞在臺灣想像的空間上，這美麗不假他方，使用海洋海岸

來構成島國美麗。詩運用原本土生在此的林木、貝殼、波浪呈現，

可以聯想至李魁賢深愛自己的土地與故鄉，並且美麗不虛幻，眼前

所及空間，再賦予情感，既有記憶融合現實；臺灣，我們居住的地

方，栩栩如生。如美人魚的臺灣，是否會讓你讀後留下如童話王國

般美妙的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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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想少年

有鳥飛過

六歲的小孩

在車上一再叮嚀

前面有鳥飛過

小心不要撞到

等一下又說

有蝴蝶

小心蝴蝶

不要撞到

我說放心啦

看到螞蟻

我也會停車

讓螞蟻慢慢走過

還有細菌呢

他有些憂心地說

還有細菌呢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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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魁賢作品

賞析／陳秀珍

六歲孩童事事想到萬物。成人開車，他坐在車上，卻一再擔心

會撞上沿途所見飛鳥、蝴蝶，細菌。結尾令人莞爾，甚至喚醒成人

心中沉睡已久的童心。

整首詩像一齣短劇，充滿成人與小孩自然流暢的對話。成人，

常常不自覺以扭曲的觀念要「導正」孩童，詩中卻是小孩一再提醒

成人要「看見」飛鳥，要尊重蝴蝶、細菌的生命；詩中成人也難能

可貴以愛心安撫孩童，使孩童得以一路安心。

對於孩童，蟲魚鳥獸都是可親可愛可敬的朋友，他們會跟著

小鳥快樂唱歌跳舞，會為蝴蝶斷了翅膀流淚，會為被踩死的螞蟻悲

傷，會為死亡的小貓舉行葬禮。

在寫作技巧上，詩中描寫的生物由大而小，由高等至低等，

依序為小鳥、蝴蝶、螞蟻、細菌；而細菌甚至並非肉眼可見，惟有

小孩慈悲之心看得見。很多成人何止看不見細菌、螞蟻、蝴蝶、小

鳥，有時候甚至還會「目中無人」哩！現在只要我騎上腳踏車，都

會想起這首詩的對話，希望我的腳踏車不會撞到飛鳥蝴蝶，不要輾

到小小螞蟻！

充滿天真童趣的話語，展現了真、善、美，誰敢說孩童不是詩

人、不是成人的導師呢？時光流逝，切記把童心留下，莫讓童心像

飛過童年天空的鳥一去不返！

201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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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想少年



喬林，1943年生於臺北雙溪。曾任職退輔會

橫貫公路森林開發處，及榮民工程公司處業

務副處長，2004年於任上退休。

1966年曾獲首屆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出版

詩集有：《基督的臉》、《狩獵》、《布

農族》、《文具群及其他》、《喬林短詩

選》及《臺灣詩人群像―喬林詩集》。

喬
林
作
品



020

詩想少年

火星孩子

有個孩子

骨架上撐的是物質文明

有肥有瘦

嘴巴冒著

火星文

他沒有內臟

消化系統　血液系統

呼吸系統　神經系統

都安裝在電腦的軟硬體上

他的十指

在虛空的空氣中

不斷地敲打鍵盤

他的明天就是今天

他的國家的國土就是

他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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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林作品

賞析／林鷺

隨著資訊科技的突飛猛進，人類的生活方式自然也跟著快速改

變，這種改變讓世代與世代之間的轉換率加快，使得舊世代與新世

代，不論是思想觀念，或生活模式，都產生極大的落差與疏離感。

站在詩作反映時代的角度，這首〈火星人〉恰可歸類為上述背景的

興發之作。

詩的主角雖然以「有個孩子」來開場，實則指的是一群生活

在當今的青少年們。這些孩子們不論長得是肥是瘦，個個都生活在

物質文明當道的社會中，嘴裡說的是新世代發明的新語文，這種語

文顯然並不被父母長輩所理解，因此，這些成天與電腦為伍的年輕

人，在他們的眼裡，彷彿就像外太空來的怪異火星人。

火星人基本上缺少人類身體該有的各種系統，所以詩人諷刺新

世代的孩子，日以繼夜把整個自己投入缺乏人性的電腦世界，實則

等於喪失了一個正常人該有的身心運作，而詩最後的「他的國家的

國土就是／他坐的地方」想必人人都有足夠意味的感受。

電腦與手機的發明，的確為人類帶來生活的諸多便利，但也讓

許多人因此忘記畢竟還有親人需要互動；走出外面，世界還有藍天

碧海、高山大地等著大家不去辜負上帝創造萬物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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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想少年

身分

晾在後院曬衣架上的身分

一直未乾　因此

出門時必須穿上

另一件身分

陰雨、冷空氣

是來自北京的高氣壓

空氣一片污濁

是來自北京的沙塵暴

居住在這關鍵性的

海域中的小島

就必須常常換穿不同的身分

清國的、日本的

中國的、中華民國的

還有裡面一件僅夠體溫的

美國的汗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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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林作品

賞析／陳秀珍

身分標誌個人在人倫中的位置。

家庭裡，有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兄、弟、姊、妹……

等。一個人通常兼具多重身分。社會上，有教師、農夫、警察、水

電工、畫家……等各種行業。公司裡面，又有董事長、經理、職

員……等級別。

演員在角色扮演中，會因應劇情轉換身分，換上不同戲服。騙

子基於騙財騙色或其他目的，也常換上不屬於自己的身分來惑人眼

目，演出騙人的劇情。

這首詩旨在探討「身分」的問題。由第一段可知，晾在後院

曬衣架上的身分，才是出門時必須穿著，作為識別證的衣服，卻因

「一直未乾」，以致不得不穿上另一件身分。

第二段，說明那件必須穿上的身分「一直未乾」的原因，「是

來自北京的高氣壓」，使得本地陰雨不斷。高氣壓用來隱喻中國種

種文攻武嚇的壓制手段。

第三段，小島指臺灣。小島居於世界重要的地位，卻因政治與

歷史的荒謬，長久以來被穿上各種不適合的身分。過於寬鬆的衣服

令人不舒服，過於狹窄的衣服則讓人感到窒息。清國的、日本的、

中國的、中華民國的衣服，都不符合臺灣的身材，沒有一件是屬於

臺灣的身分！硬被套上奇怪的衣服，名字被野心家決定，歷史被抹

黑被扭曲，實在是無奈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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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想少年

鉛筆盒

愛有千百種

我只有一種

那是當鉛筆灰頭灰臉

在外面奔波回來之後

我打開了我的身體

整個的包容他

那是當橡皮擦滿身創傷

在外頭碰到很多錯字

我打開了我的身體

整個的包容他

還有一些被作為工具的

在被使用之後

我打開了我的身體

整個的包容他

愛　我只有一種

雖然愛有千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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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林作品

賞析／楊淇竹

擬人化的鉛筆盒，把鉛筆、工具互動描述為一種愛的表現。

詩的內容講述主題簡單，就是鉛筆盒。這被學生隨身攜帶的物

品，代表意義為何？你是否在簡單的事物中，發現它們具有其他功

能呢？

詩的開始，從形式中強調鉛筆盒具有唯一的愛。愛的形式複雜

反襯單一獨特，為稀有存在。短短兩行詩句，引領閱讀的好奇，及

內心滿腹疑問思索：什麼愛的形式如此獨特？接下來三段，詩人分

別使用鉛筆、橡皮擦、其他工具，來連結鉛筆盒之間的關係：以鉛

筆為主角，發現整日疲勞奔波的寫字，最後被鉛筆盒的愛包容與接

納；橡皮擦也擁有相同勞累命運，它不斷執行清除錯誤行動，最終

被鉛筆盒的溫暖包容；還有一些小工具反覆執行工作，鉛筆盒亦無

怨言地敞開心胸給予愛。

讀到此，逐漸有清晰的聯想：原來鉛筆盒象徵家的溫暖。無論

何時，爸爸媽媽出門工作，疲累，返回家後被溫馨的住所接納，獲

得休息與關懷；小孩也在上下課返家後，一身可以在小天地中隨心

所欲，得到愛的滿足。家無可取代，正如詩人所說「愛　我只有一

種」，強調出家獨一的包容特質，同時凝聚家人的心，產生濃厚的

家族感情。

我們可以透過身邊的事物作詩意聯想，其聯想是開放的，沒有

固定解答。詩賦予簡單事物更多深層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