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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薦序一　　詩人年輕，世界靜好　陳巍仁　　替詩集開卷，對我來說是個全新的體驗。
長青讓我來為這本《給世界的筆記》寫序，應是知道我曾與散文詩這個文類纏鬥良久，故希望我能以
這個經驗為基礎，繼續談論一些微知管見。
眾所皆知長青在詩創作上一向勇於窮究表現方法，並以此逼淬出懾人的詩質，這幾乎是種嚴苛的自我
鍛鍊，如先前《落葉集》的主題規範、《江湖》的語言規範，以及不時跌宕而出的精采圖像詩皆然，
這本散文詩集，也是另一段漫長實驗成果。
從一九九七年起，長青便持續有散文詩發表，如今積累成卷，已可窺探詩人這十餘年來對此文類的思
維。
台灣的散文詩發展向有明確脈絡，長青以年齡上相對的「新生代」（雖然作品中曾自諷已成中生代）
賡續其後，這本來就有番避不開的定位議論，我這篇小文若對此閃爍其詞，便不能算是盡責。
從散文詩史沿革的角度來看，這篇文章理應作得嚴肅典重，以彰顯新生代詩人延續文脈、開拓新局的
意義，然而細觀長青的散文詩，卻別有一番舉重若輕，迴旋自在的氣息，若用體系、風格等大帽子硬
扣，不唯遮損其情性，更會錯失文類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因此，我想要用比較簡明輕鬆的方式，來回應長青的作品，同時帶入我的一些思考供讀者參酌。
　　相對於其他地區的華文散文詩，台灣散文詩可說極具辨識度。
當大多數散文詩還受困於文類辨識的灰色區域時，台灣散文詩卻迅速在「詩」的隊伍站穩了地位，這
當然得歸功於商禽的先導，蘇紹連、渡也以及杜十三等詩人繼之而起的優秀表現。
散文詩的「詩」，絕非「詩意」或「詩化」等可模稜含混的印象式概括語，在下筆之前，詩人便對詩
美學有清楚的認知及自我要求，在其認知中，散文詩就是詩，殆無疑義，只是採取了散文的形貌。
歸納這群主流詩人的作品，散文詩的詩質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現代主義脈絡下的「超現實技巧」
，這在商禽作品中已發展得十分成熟；其次則是有極短篇小說精神的「驚心結構」，以蘇紹連為大手
筆。
台灣散文詩常以營造一奇特荒謬的情境為起頭，並在情節的推移中，在最後突然給予讀者電光火石的
一擊，這不但可帶來獨特的閱讀體驗，更能凸顯作品欲討論的主題，並使讀者再三回味咀嚼。
這套操作方法十分明確，效果亦佳，幾位質精量足的詩人儼然構築出一套文學史的譜系，並獲得了該
文類的詮釋權，是故接下來有很長一段時間，凡言散文詩必稱商、蘇，許多詩人雖也寫，但多是嘗試
或調劑性質，足以彙集成冊的能量已不復見，指點文類前景的氣勢更難以相提並論。
　　簡而言之，台灣散文詩在短期內完成了「典律化」過程，卻一併呈現了高峰期過後的停滯狀態，
若持續再無變化，便很可能成為專屬上個世紀詩壇的獨有現象。
不過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竟出現不少新生代詩人專力於此，稍早於長青之前，已有王宗仁、然靈等
相繼推出散文詩集，長青這本集子一到位，一個完整而具有代表性的陣容便就此形成。
以長青在詩壇耕耘的功夫之深，以《給世界的筆記》為例來看新生代詩人對典律的回應與突破當很具
代表性。
　　一開始我最好奇的是「影響焦慮」的問題。
既然是讀著前輩詩人的詩作成長，驚心散文詩的效應又是如此強大，我預期長青的詩作還是會受到感
染，但展卷之後，卻發現別是一番天地。
當然，非要尋找脈絡的連結也是有的，且並不困難，比如在〈不誠實的詩人〉中，浴室中的香皂、蓮
蓬頭、燈泡諸物紛紛對詩人傳達不信任的質疑訊息之後，詩人終於忍不住發飆痛吼，但換來的卻是「
身體洗乾淨有用嗎？
你的心，已經是不誠實的詩」這樣冷峻嚴厲的回應，與前輩相較，其內涵技巧都毫不遜色。
另外一首我極喜歡的超現實風格作品〈象國〉，收束尤其警醒精緻，「『那些徬徨與不安，也可以擦
掉嗎？
』我在心裡問自己。
∕『沒用的。
身軀有多大，罪孽就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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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的一頭象說。
∕『我們都一樣。
』另一頭象，悲傷的補充。
」其鋪陳與引發的技藝純熟若此，長青如想在這條路上踵繼前賢，基本功底是絕對「過硬」，然而類
似以上例子的作品，在集中並不算太多。
一剛開始，我將其解釋為長青的自我節制，是刻意不讓自己那麼容易便寫出「像樣」的散文詩，這也
有與前輩的路數畫清界線，擺脫影響，自覺負起突圍重任的意味。
蘇紹連在二○○七年的《散文詩自白書》自序裡，便曾提到李長青等一批年輕詩人，確實「創作出迥
異於商禽、渡也及我不同調性的作品來」，顯然長青的「去影響」是備受肯定的。
不過，我隨即想到這樣的評判不但太過簡單，也小看了詩人與散文詩這個文類的主體性，難道我們就
非要急著將其塞入文學史的某一位置？
況且，文學史很可能存在各式各樣的誤區。
　　其實關於台灣散文詩的典律問題早有異議，約與商禽同時開始散文詩創作的資深詩人秀陶，便曾
戲謔地說：「散文詩有七百三十一種效果，何必獨沽『驚心』一味？
」為了扭轉這種偏見，秀陶亦在二○○六年出版《一杯熱茶的工夫》，以示散文詩「淡」、「冷」、
「禪趣」的一面，這即是對典律的質疑。
我曾撰文考察過「驚心」特色在當時詩壇時空發展下的必然性，但去除了這個背景，散文詩本身一直
就該是「無形」的文類，因此長青的散文詩，更重大的意義是重新強化了該文類活潑的本質，跟前輩
筆下對生存世界充滿質疑、對自我靈魂深刻鞭打的「劇場性」相對照，散文詩又重新展現了一種紓緩
而更具個人化的氣質。
我更願相信長青這輩詩人寫的正是自己的初衷，而未必得「逃離」什麼典範。
況且，我們實不應小覷散文詩中「散文」二字所蘊含的能耐。
　　我特別鍾意於詩集名裡的「筆記」兩字，這便是文類得以越界的重要出口。
散文詩一詞的最初使用者波特萊爾，常把已撰就的分行詩改寫為同題散文詩，其目的是消去詩語言的
高蹈性，而以自然語的面貌邀請讀者親近。
有趣的是，長青本集中如〈江湖〉、〈給世界的筆記〉等也都有同題分行詩收錄於之前的詩集，但兩
相對照，散文詩卻絕非分行詩的改寫，而是完全獨立的作品，也就是說，長青的散文詩在創作伊始就
是完整的意念。
「筆記」的散文形式，可能更宜於記錄日常的生活，因為「世界很容易，就被忘記」（〈車庫〉），
在捕捉詩思的關鍵時刻，也許詩人更應把修辭韻律分行等雕工拋開，直接形諸熟悉的表現語言。
　　長青的「筆記」出自一種「靜觀」的態度，對世界「遂如此坐視：如此之坐視」（〈坐視〉），
因此筆下往往有道深刻的目光，甚至不妨說其作品原本應屬微微偏冷的色調，但因為散文的特性，使
作者必須親自站在第一線誠懇地娓娓道來，這便讓作品呈現了更多的寬和感。
長青的散文詩中，少見懷疑與控訴，多的是對人間變幻、世道紛紜的諒解。
也正因為如此，長青所記錄的世界中並無所謂的醜惡，遂顯得有種安靜通透的氛圍，這不但植根於作
者自身的氣性，也反應了文類本具的特質。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看，波特萊爾所凸顯的資本都市之醜惡，或驚心系列呈現的時代、心理困境，乃是
屬於「詩」的表現性及衝突性；而長青《給世界的筆記》之優遊從容，乃是又回歸了「散文」（尤其
是華文散文傳統）的價值。
如長青與蘇紹連皆任教於小學，描述教育與課堂的題材自然少不了，但相對於「『這就是獸！
這就是獸！
』小學生們都嚇哭了」的震撼，長青的「有一個學生來問我其中一個填充題的祕密。
我沒有告訴他。
∕我讓他走回自己的座位，走回自己的課本，自己的人生。
」（〈填充題〉）展現的「靜和」，顯然可作為另一種散文詩思的對比。
　　當然，有不少人仍擔心文類界線的定義，憂慮散文詩是否又將放鬆為散文的直白敘述，但在長青
等受過嚴格語言淘洗訓練的詩人身上，這個問題其實不足憂慮，詩人反而可以在兩種文類的頡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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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更無限制且出人意表的句構，如「說好朝夕都要潮汐以沫的詩題，也逐漸失蹄，在地平線沉沒
以後沉默了；海笑著海嘯，彷彿，我再也無法以在野的姿態寫詩了」（〈變題〉），其語句語意迴環
變化之多姿可喜，不正是散文詩獨具的魅力？
況且文類的邊界是否真的重要，這點亦是個迷思，在持續關注文類論題之後，我甚至期待當前文類解
構或許能逐步被瓦解，屆時創作者就會擁有更大的自由。
散文詩本來就頗富「元文類」（genus universum）的意味，是種無類的表現方式，準此，當我看到長
青集子中如〈塞車〉、〈意義〉等向散文跨界較多，甚至不那麼「詩意」的作品時，同樣能感覺作者
在文類拿捏上的慎重，並肯定其價值。
　　走筆至此，我其實很清楚長青並不需要別人來界定其詩作在詩壇或文學史中的位置，這些與他無
關，因為長青最嚴重的焦慮不是源自於前輩、同輩，而是來自於自己。
從〈盜墓者〉、〈忘卻〉、〈中生代詩人〉、〈不誠實的詩人〉諸作中，長青並未（或根本無法？
）掩飾對純真遠離、靈感枯竭的恐懼，即使在現況中，長青已是六年級世代中聲譽及產量皆名列最前
茅的詩人，但這惘惘的陰影仍如影隨形。
我當然沒有能力或立場勸其寬心，因為我深知一刀兩刃，壓力即是動力。
然而我更確定，優秀的散文詩靠的不是炫眼的技巧，而是與世界作最真誠的互動並如實展現，在屠格
涅夫、王爾德、泰戈爾的不朽傑作中，都可找到鐵證。
長青創作散文詩的資歷足十餘年，顯然不是為了「蒐集」各種詩型而趨走短線，既然如此，只要長青
能繼續在散文詩裡獲得樂趣，他的擔心就不致於成真，因為我堅信，散文詩比一般分行詩更騙不了人
。
　　散文詩是一面澄澈的鏡子，我看到鏡中的詩人仍年輕，世界猶靜好。
願長青時時拂拭，為讀者、為自己、為這個他所珍愛的世界裡的一切。
　　推薦序二　　化身或轉世　莫渝　　─讀李長青的散文詩集《給世界的筆記》　　沒問過，也不
知道長青為何挑選散文詩作為文學書寫的出發。
　　假設，長青已經認識「散文詩」，且讀過不少散文詩作品，商禽的？
紹連的？
沈臨彬的《泰瑪手記》？
波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鬱》？
抑其他書市詩人的作品？
　　長青的散文詩集《給世界的筆記》是新著，卻非新產品，寫作時間長達十三、十四年。
從〈開罐器〉到〈給世界的筆記〉，想傳遞什麼訊息？
是警誡的告言？
先知的預防？
還是，彷彿摸索的少年，找到╱發現了新事物，欲向世界揭櫫某種宣示。
　　宣示：我是多麼不快樂，多麼茫然，多麼憤懣，多麼憂鬱？
　　一九九八年〈少年〉一作：「我發現我被窗戶栓留起來，走不出去，跳不出去，透明的窗外是羅
列的風景，它們毫不遲疑加入囚禁我的行列。
」在封閉的透明玻璃窗，看得見窗外的任何動靜，卻「走不出去，跳不出去」。
自我囚禁，抑被豢養軟禁？
　　憂鬱少年的長青，躲入「散文詩」的「透明清晰的窗戶」般的蛹，從十三、十四年前的一九九七
。
在蛹內，自我營養，自我修行，自我凌虐，自我啃噬，意欲蛻變？
成蛾？
成蝶？
成詩？
　　一九九七年的〈憂鬱之傷〉一作，三段，未及一五字，竟用了十三處「憂鬱」，結尾「憂鬱著你
憂鬱鏡前的憂鬱」，這樣的措詞，我在美國鬼才文人愛倫坡詩〈The Ravan〉：「夢著凡人不敢夢的夢
」（dreaming dreams no mortal ever dared to dream before）見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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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也是長青散文詩喜用的字詞。
他說：「夢境撫養我長大，夢境督促我度過難關」、「夢境訓練我，夢境栽培我」、「我對夢境祈禱
，衷心祈禱。
」較之憂鬱，夢對長青友善多了。
因而，他喜歡在夢境扮演盜墓者、走索者，以便與詩貼暱。
　　長青的憂鬱，是哪一種？
melancolique？
triste？
spleen？
第三字，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使用的英文字；第二字，「憂傷」、「哀傷」、「哀愁」；第一字
，較常譯「憂鬱」。
不論何種，它們都是憂鬱，長青的憂鬱？
　　是否文學少年都多愁善感，把憂鬱掛在臉上，說在嘴邊，寫在筆下？
　　憂鬱之蟲啃噬的散文詩，一直是法國文學家的少年之愛。
法國文學十九、二十世紀的兩位情篤摯友：紀德和魯易，年輕時均有散文詩集的出版，二十四歲的魯
易出版《比利提斯之歌》（一八九四年），二十六歲的紀德出版《地糧》（一八九七年）。
以小說《日安．憂鬱》（一九五四年）走入文學寫作的女作家莎岡，回憶她年少的閱讀，十三歲讀《
地糧》，十六歲讀韓波的《彩繪集》；二書均屬散文詩集。
她更直言：《地糧》是「第一本為我而寫的《聖經》，或由我自己所寫的《聖經》」，極盡推崇之譽
。
《地糧》是紀德年輕時，遊歷北非和義大利之後，以抒情方式，揉合傳統的短詩、頌歌、旋曲等形式
，組成歌吟「解放」（自由）尋求感官逸樂的記錄。
文類的劃分，歸屬散文詩集。
內容上，強調愛、熱誠，排斥固定的事物。
　　散文詩的書寫，形式上，可以工整的，如魯易《比利提斯之歌》，每首均四段；可以散漫的，如
紀德《地糧》。
　　散文詩的內容，可以是浪漫唯美的詩情畫意，如沈臨彬的《方壺漁夫》，可以是難以捉摸的玄奧
奇思，如紹連的《隱形或者變形》。
　　長青的散文詩，嚴格講，有點像fragments，片簡，片段、斷片、精緻的掌中小語。
集合八十九篇加上標題的斷想與片段式的書寫，形成《給世界的筆記》的告白。
紀德的《地糧》，看似一小段一小段鬆散的片簡，這些飄忽隨想的意象，有效地滋潤乾渴的心靈。
紀德在《地糧》說：「這裡是愛與思想的微妙交流」。
長青則要揮別「所有的愛與絕望」（〈給世界的筆記〉）。
從這角度看，我有點釋然。
原來，《給世界的筆記》是求入定的詩書？
　　法國文論家羅蘭．巴特說，「文學作品一經發表與出版，即宣告死亡」此意：作品是脫離母體（
創作者）的木乃伊。
藉由當世或後代讀者評論家的閱讀，它復活了，它重新展現活力。
換句話說：作者亡身，作者的靈魂轉化為「文學作品」，仍在人間奔走流通傳閱。
那麼，詩（包括藝術品），算是作者的化身、轉世，另一尊作者現身。
　　散文詩高手蘇紹連自解其寫作的策略是：置身情境的投射、隱形或變形於物象事件裡。
對景仰蘇紹連的長青言，散文詩是華麗的陷阱（〈選擇題〉），同時，「這個世界的風沙，仍繼續推
擠，馳行，轉身，變形」（〈風沙〉），以及「只是因為我∕不斷變化著我的形貌」（〈遺失〉），
「用變形的夢當鰭」（〈游泳池〉）。
　　長青的化身或轉世，似有所呼應巴特與紹連之說。
　　序，原本該為解題、贊曰而寫。
讀長青的散文詩，湧現太多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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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Q，仍留給長青A吧！
　　二○一一．六．二十　　推薦序三　　令人嚮往的散文詩版圖　蘇紹連　　─《給世界的筆記》
的作品風貌　　一　　在所有六年級以降（一九七一年之後出生）的詩人群中，李長青的創作版圖是
最為寬廣、質地是最為深厚的一位。
他不是僅以一種詩風在創作，也不是和詩壇上那些分不出你我的詩風模糊在一起。
李長青的詩風，大氣大度，已有本世紀大詩人之象。
　　二　　有一個銷售電器的廣告詞：「要買就買最好的。
」什麼是最好的？
是指品質和效能；詩不也該如此嗎？
「要讀詩就讀最好的」，購買詩刊或詩集，我一貫都是如此，絕不受外表的包裝迷惑，更不受宣傳的
花樣欺矇，而忘了翻開內頁讀一讀詩作寫得好不好。
李長青的創作心態是「要寫就寫最好的。
」他發表的詩作沒有一首爛詩，永遠每一首都是最好的狀態。
　　三　　世界這麼大，台灣出版過散文詩集的詩人，怎麼好像都住在台中。
寫《面具》散文詩集的渡也，寫《象與像的臨界》散文詩集的王宗仁，寫《解散練習》散文詩集的然
靈，寫《驚心》、《隱形或者變形》散文詩集的我，以及寫《給世界的筆記》散文詩集的李長青，儼
然已成台灣創作散文詩的一支先鋒隊伍，不知在天上的散文詩教主商禽是否看到這支隊伍已為台灣的
散文詩帶來願景？
　　四　　李長青用「散文詩」來寫筆記，哇，不得了，不僅開創了筆記文學的新形式，也發揮了散
文詩前所未有的效能。
文學作品其實是不必講效能的，但若是在表現上能符合了某一種形式，在傳達上能承載了某一種意義
，而有所影響時，此即為作品的效能。
李長青的散文詩筆記作品，給了世界一種新的書寫典範。
　　五　　「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命題，像能擁有一切的王，而個人是渺小的子民。
子民寫給世界的筆記，是以恭謁的態度還是以挑戰的氣勢？
當世界是美好時，詩人要給世界什麼樣的筆記？
當世界是醜陋時，又要給世界什麼樣的筆記？
世界與個人息息相關，詩人對著世界的喟歎與呢喃該如何拿捏？
李長青在這本散文詩集裡將一一的告訴我們。
　　六　　世界在李長青的眼中是什麼形貌？
是扭曲變形的異端嗎？
或者「世界仍是一面生瘡的屁股」、「罪惡來來去去，這世界擅長失去」，很令人痛惜和難受。
詩人告訴我們「這個不完整的世界如何行走我們滄涼的心田」，我們該惦記著這個不完整的世界，還
是把它忘掉？
然而人類可以把世界遺失以後還活著嗎？
詩人自問：「世界的形貌不斷變化，這就是我，終究遺失它的原因嗎？
」我們從詩人的迷惑以及反思中，找到答案：世界，是詩人自身的投影。
詩人自己說，是因為詩人不斷變化著自己的形貌，世界才會變化。
　　七　　《給世界的筆記》整本詩集裡的「世界」如何變化，都可看做是李長青自身的投影。
然而他又不時與世界對立，抗訴這些投影與映照。
李長青的風采，便成了世界的風采，世界的風采卻成了他體悟與反思的對象。
「世界就在層層疊疊不停堆累不停迴旋的山水中，照見自己。
」這樣的世界是詩人自身的投影與映照，「我終於知道：世界不適用於，我的夢境。
」則是詩人對世界的體悟與反思。
　　八　　我們從詩人的體悟與反思的話語裡，讀到一些現象的反差，反差形成詩的張力，把詩意撐
開至兩端，愈開則張力愈大。
「陌生的自己似乎已經閱歷了許多熟識的自己」，陌生的閱歷熟識的，是一種自我辨識的反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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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在水槽跳舞」詩句的意象，不禁想起許達然的散文集《含淚的微笑》，「眼淚在水槽」不就像含著
淚，「跳舞」不就像在微笑，流眼淚算是哭泣吧，跳舞算是歡樂吧，把哭泣和歡樂的現象結合在一起
，就是一種不同情緒的反差。
「午后的車潮，以一種獨特的節奏，兀自孤單著」，車潮不是車子很多嗎，怎會是「兀自孤單著」？
這也是一種反差的現象描述。
　　九　　我們從詩人體悟與反思的話語裡，也讀到距離感，在距離裡有著很濃烈的變化和隔閡的感
覺，斷斷續續邈邈茫茫，或許世界之大，終究成了渺小人類可以拉扯和開展的對象。
「他選擇來到自己三十年後的墓地，盜取自己，成名的詩句。
」「後來才發現，同一天的早與晚，就是一生。
」這是時間的距離；「天涯鑲嵌金黃圓融的暮靄，暮靄飄飄，盈盈裊裊，繚繞老人的房間，讀著或短
或長，天涯的信箋。
」這是空間的距離；「那些徬徨與不安，也可以擦掉嗎？
」、「身體洗乾淨有用嗎？
你的心，已經是不誠實的詩」這是心境上的距離。
距離愈大，人的無力感也愈大。
　　十　　除了距離感，在李長青面對世界的詩裡，最常看到的是一種宿命式的無力和無法的感覺，
如此更證明了人類的渺小及懦弱或是有限。
「儘管手持方向盤，也猶然無法帶領陽光，或者風雨。
」、「原來春天，是無法預料的。
」、「部首規定了我的屬性，是水是火，是土是木，卻無法確立我的脾性。
」、「海笑著海嘯，彷彿，我再也無法以在野的姿態寫詩了；」、「我已經無法分辨，世界的高矮胖
瘦。
」、「我漸漸發現：我，無法溶解。
」、「詩人的瞳孔，越來越無法眨動了。
」這些詩句真是寫盡了人類的無力感，就算手持方向盤，也無法轉動去帶領陽光和風雨，無法預料春
天怎麼，無法確立脾性、無法溶解，甚至瞳孔無法眨動。
李長青把人類寫得這麼悲苦傷痛。
　　十一　　因為人生的無力感，詩人唯一的力量形式就是寫抗議的詩句了。
但李長青是百分之百溫和的，他的詩句絕對是琢磨得圓潤光滑，不會有尖銳的刺。
我們卻在他的詩作裡找到激動的詩句，而這些詩句正是他散文詩的語言特色之一；激動的詩句會令呼
吸急促，喘不過氣來，尤其是不斷的疊類重複而不標點的長句，要有足夠的氣力才能一口氣唸完。
「憂鬱的方桌憂鬱的搖椅憂鬱的地磚憂鬱的壁櫥憂鬱的一○○燭燈泡憂鬱的沙發抱枕憂鬱的水族箱憂
鬱的電視機」、「我在這裡惶惶然我也在這裡特別堅強，褪色的牆垣傾斜的岩層枯竭的浪不固定經緯
的落石」、「我們的車庫快樂的車庫永不拉下鐵門永不熄燈；星星就在上面跳舞月光就在地板磨蹭，
是車庫讓你表演是車庫讓我偽裝是車庫讓我們彼此摯愛不渝」、「傷口失去了心證失去口供失去情節
失去段落失去被害與加害者也失去了目擊證人。
」、「在我逃脫了所有的愛與絕望之後請你千萬保重，你的愛與絕望並非全是我逃脫了的愛與絕望啊
」，這些長句可以推想詩人是在很悲愴之下用力寫出的，字字句句都力道十足。
現實人生已無力，詩人的字句豈能也無力？
　　十二　　李長青不斷的在詩集裡書寫詩人，或許詩人是他最能投射情感及思維的角色，也或許他
藉此惕勵自己如何當一位詩人，如何以詩人的身分去對世界說話。
李長青一首寫詩人節的詩：「傳說詩人的節，都是中空的」看來對詩人不是怎麼好的形容；對於年輕
詩人，嚴厲的說出「年輕詩人擄掠了許多浮濫的獎牌，荒謬的頭銜，怪誕的讀者，不安的聲名。
」對於中生代詩人呢？
李長青是這樣看待：「中生代詩人對台下的耳朵傳道。
信詩者，得永生。
掌聲淹沒了他成名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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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說詩人那麼愛名器。
他義憤填膺的指責不誠實的詩人「身體洗乾淨有用嗎？
你的心，已經是不誠實的詩」看來詩人是如此的骯髒齷齪。
他認為詩人應該是這樣：「詩人以筆為刃，抽刀斷念，也希望斷去多餘的天色。
」、「詩人寫出來的江湖，擁有廣漠的邊幅。
」這是〈江湖〉一詩裡對詩人的期許。
李長青本身就是詩人，故而有如此深刻的體會。
　　十三　　由於李長青本身就是詩人，除了詩的創作外也浸淫於理論的研讀，或許在不意間，詩人
的思維總在專業的文學用詞裡打轉，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帶入詩句裡，成為一種充滿文學意味的詩作。
「雲氣類疊我們，鋪排我們共存的城市」詩句裡的「類疊」和「鋪排」都是修辭學的用語，現在用來
當動詞構成意象；「愛是一種寫作而思念是典故；我們是不斷再版的文本」詩句裡的「寫作」、「典
故」、「再版」、「文本」四個文學上的用詞，竟然當作愛的隱喻；「這裡曾經躺滿各式各樣的，詩
體：標點，斷句，典故，天氣，以及刪刪改改的暴風雨。
」這段詩裡，把「詩體、標點、斷句、典故、刪改」等寫作上的用語和氣候現象並置；還有「重新分
行之後，字句仍繼續流血」、「我記得，它們明明套上了文法的大衣，內裡鋪了棉質的修辭」、「那
一個安靜的房間，沒有主詞，只有受詞」這些詩句裡，充斥著「分行、字句、文法、修辭、主詞、受
詞」等文學用語，頗易令有文學寫作經驗的讀者產生共鳴。
　　十四　　李長青的散文詩常將類似的現象並置比對，替代了事件起承轉合的設局陳述；他不像前
一代的散文詩人愛用戲劇性敘事，或在結尾營造驚心效果。
像〈字典〉這首詩，用並置的兩段話分別說出「字典」與「我」的心聲，話中的語言採相同的句法，
結構相似，結尾兩行亦同。
我想起我曾寫過的一首散文詩〈在字典裡飛行〉，是「我」融入「字典」裡，敘述一個奇異的字典探
險記，起承轉合的設局。
李長青的〈字典〉則字典是字典，我是我，以分開而並置的方式直接相互隱喻，意義性的表達強烈。
李長青的另一首詩〈日曆〉亦作同樣的方式書寫。
而在〈忘卻〉和〈咳嗽〉這兩首詩裡，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語法也是相同，並置比對。
從這些例子，顯示出李長青創作散文詩的一種律則，是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語言都為類比並置，第三段
則是另一種稍作改變，這樣的律則形成了一種歌曲的意味，第一、二段為相同的主旋律，第三段則像
副歌，旋律延展，整首詩的音樂感便豐富起來。
　　十五　　當然，詩人的語言重複習慣便形成他作品的調性，每到各段落的同一個位置就會出現相
同的詞語，像樂曲一樣，是調子的主音，由主音帶頭出現，接下來再加上屬音的陪襯，一路演奏旋律
迴盪的曲子。
這樣子的好處是調性明確，使音樂進行具有強烈的方向感，很容易從主音掌握詩意的線頭，詩意才不
會分崩離析。
李長青的語詞主音習慣放在段落的第一句，例如：〈尺〉，有三段的開頭都是「它繼續為我量出」，
另一首〈搖椅〉有四段，開頭都是「繼續靜靜注視著」，主音是較為完整的語句；但有不少首僅用語
句中的部分幾個字為主音的，例如〈忽略〉一詩，就以「忽略」兩字為主音，散布在每一段的第一句
裡；另外較為特殊的，是在詩中安排雙重的主音，形成雙重奏，例如：〈隧道〉一詩本以「我想穿越
隧道」為開頭主音句子，然而卻有幾段的是以「已經□□下來」分別述說風景、季節和氣流，如此一
首詩的調性便有了兩種變化，可以分別體會，也可以相互融會。
這些可謂是李長青在散文詩的創作上所開創的個人特色。
　　十六　　台灣散文詩的創作隊伍裡每一位詩人，都知道散文詩的創作原則是分段不斷句分行，得
像散文的句子要句句相連，而不像分行詩的以斷句斷詞來分行。
但靈活的散文詩作者多少會稍稍打破常規，把散文詩的分段形式給予較多樣的變化。
李長青的散文詩分段不拘泥於段就只有段，而是在段中給予分行句子，許多是以兩行句子為一段，例
如： 　　星光還有一點亮，在尚未破曉之前，我們走著。
　　只是，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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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仍有一點亮。
　　這是同一段的兩個句子，本可連著寫為一行，但李長青卻將它分為兩行，沒有將它斷句斷詞，仍
是完整的兩個句子。
這樣的寫法似有意向分行詩的形式靠攏，讓散文詩的詩意不受句子的緊密相連所綑綁，而能像分行詩
也有一些換行的呼吸空間。
像〈字典〉、〈夢境〉、〈現實〉、〈日曆〉、〈尺〉、〈午后〉、〈開罐器〉、〈塞車〉、〈淚腺
〉、〈少年〉、〈文明〉、〈咳嗽〉、〈建築〉、〈風沙〉等十多首詩作都有這樣「分行合段」的散
文詩段落，在台灣散文詩的創作隊伍裡，除了李長青外，沒有人擁有這個獨特的形式特色。
　　十七　　李長青和王宗仁、然靈都是同一世代的詩人，在散文詩的創作上，王宗仁被稱作「繼承
台灣散文詩正統脈絡的第三代主要接班人之一」，因為他的散文詩創作量豐富、技巧成熟，個人特色
鮮明；然靈除了是「台灣第一位出版散文詩集的女性詩人」外，她的作品語言陌生而意象新穎，被詩
壇視為潛力無窮的才女；那麼也投下許多心力完成這本散文詩集的李長青，該如何看待呢？
我想，詩人的任何稱許都需由作品見證，李長青在散文詩創作上比王宗仁及然靈早，也早已走出自己
的一條路，這條路特別重視詩的語言錘鍊，以排比類疊為階梯，以映襯反差為斜坡，以重複並置為叉
路，以長短句為顛簸，以轉化替代為轉彎，以分行合段為休息站，以隱喻象徵為風景⋯⋯，就這麼在
散文詩的版圖上開闢了李長青個人的一條路，而且可能愈開闢愈遠，所到達的版圖愈廣，所以我預測
，李長青只要繼續在散文詩上創作不斷，他將會是「台灣散文詩隊伍裡走得最遠最廣的一員猛將」，
正如他的詩作〈江湖〉裡的期許：「詩行裡的招式，合掌後，靜成深深的段落，在心上開展，整座武
林。
」整座武林，那是多麼令人嚮往的版圖！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给世界的笔记>>

内容概要

　　從一九九七年起始，詩人李長青便持續發表散文詩，至今已可窺見十餘年來他對散文詩的思維脈
絡。
　　散文詩形式上可以工整，內容可以浪漫唯美。
《給世界的筆記》，作者以「散文詩」來寫筆記，不僅開創筆記文學新形式，也發揮了散文詩前所未
有的效能。
　　「世界」是一個巨大題目，就如擁有一切的王，而個人有如草芥似的子民。
子民寫給世界的筆記，是以恭謁態度抑或挑戰氣勢？
當世界呈顯美好或醜陋之時，詩人該各寫給世界甚麼樣的筆記？
在此散文詩集裡將逐一闡明陳述。
　　世界，是詩人自身的投影，是因為詩人不斷變化著自己形貌，世界才會變化。
　　本書特色　　《給世界的筆記》無論在形式、技巧以及散文詩創作內容的豐富性上，都深具個人
特色；也是一本精緻而值得細細品讀的散文集。
國內寫散文詩的人極少，李長青是其中之一。
　　散文詩集《給世界的筆記》的「詩」，不是「詩意」或「詩化」的印象式語言的概括；散文詩就
是「詩」，與散文不同之處，是散文詩採取運用散文的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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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長青　　高雄出生，現居台中。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出版社、雜誌社編輯，台灣現代詩人協會理事，台中女中欖仁詩社指導老師。
現為《台文戰線》同仁，台灣文學藝術獨立聯盟成員，《笠》詩刊編輯委員，草湖國小教師，靜宜大
學台灣文學系兼任講師。
　　詩作被翻譯成英、日、韓等多國文字，並選入《中外華文散文詩作家大辭典》（香港）、台灣年
度詩選、年度文學選、台灣文學選、台灣現代詩選、東亞詩書展作品集、**編譯館「青少年台灣文庫
」、新世代詩人大展、《台語詩一世紀》、台語文學選、台語年度詩選、《現代百家詩選》、「台風
登陸：台灣中生代及新世代詩人」專輯（廈門，《陸》詩歌）、「台灣新一代詩輯」（香港，《詩網
絡》）、「台灣青年詩人新作選」（北京，《詩刊》）、《詩歌與人》（北京）、美國加州大學聖塔
巴巴拉分校《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等。
　　詩作曾獲第32屆吳濁流文學獎（2001），文建會台灣文學獎（2004），第27、28屆聯合報文學獎
（2005、2006），第5屆自由時報文學獎（2009），教育部台灣閩客語文學獎（2009），教育部文藝創
作獎（2006、2010），第2屆鄭福田生態文學獎（2010）等。
　　著有詩集《落葉集》（爾雅，2005），《陪你回高雄》（晨星，2008），《江湖》（聯合文學
，2008），《人生是電動玩具》（玉山社，2010），《給世界的筆記》（九歌，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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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薦序詩人年輕，世界靜好　陳巍仁　013化身或轉世─讀李長青的散文詩集《給世界的筆記》 莫渝
　023令人嚮往的散文詩版圖─《給世界的筆記》的作品風貌 蘇紹連　029水龍頭　045盒子　046憂鬱
之傷　047青春　048椅子　049字典　050一日三省　051夢境　052夢境（二）　054夢境（三）　055現
實　057稀釋　058屋頂　059日曆　060詩人節　061盜墓者　062走索者　063犬吠　064忘卻　065漂流
　066意義　067意義（二）─向林亨泰致意 069車庫　071民主　073不誠實的詩人　074中生代詩人
　075尺　076仁愛路　077午后　078房間　079外籍新娘的房間　080老人的房間　081開罐器　082邂逅
　083塞車　084填充題　085選擇題　086坐視　087意外　088傷口　089出口　090淚腺　091捉摸　092
我其實居無定所　093變題　094變化　095板擦　096曬衣夾　097 遠方　098游泳池　099三昧　100三態
　101失戀　103給世界的筆記　104 給世界　105複習　106幸福　107象國　108少年　109少年（二）
　111五月花　113文明　114嘆息　115社會習作　116數學習作　117國語習作　118忽略　119咳嗽
　120目的　121夜間公車　122耳朵　123友情　124看不見的城市　125夜很濃很濃　126身世　127隧道
　128考愛　130森林　131建築　132歌聲　134風的最深處─有贈　135地圖　137江湖　139鷹架─政治
篇　140風沙　141遺失　143行雲　144搖椅　145鄉愁　147後記　149閱讀之前，寫給詩人的筆記　張
經宏　155本書作品發表索引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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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長青在詩壇耕耘的功夫之深，以《給世界的筆記》為例來看新生代詩人對典律的回應與突破
當很具代表性。
 」　　－－陳巍仁　　「長青的散文詩，嚴格講，有點像fragments，片簡，片段、斷片、精緻的掌中
小語。
集合八十九篇加上標題的斷想與片段式的書寫，形成《給世界的筆記》的告白。
」　　－－莫渝　　「私以為長青有潛力成為頗具質感的「神棍」，感應、貫通，驅遣動人形式向世
人宣告真真假假的遊戲，這些功夫與把戲他都有，甚麼原因讓他與詩結上深深的契戀，我就不知道了
。
」　　－－張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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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給世界的筆記》無論在形式、技巧以及散文詩創作內容的豐富性上，都深具個人特色；也是一
本精緻而值得細細品讀的散文集。
國內寫散文詩的人極少，李長青是其中之一。
　　散文詩集《給世界的筆記》的「詩」，不是「詩意」或「詩化」的印象式語言的概括；散文詩就
是「詩」，與散文不同之處，是散文詩採取運用散文的形貌。
　　作者簡介　　李長青　　高雄出生，現居台中。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出版社、雜誌社編輯，台灣現代詩人協會理事，台中女中欖仁詩社指導老師。
現為《台文戰線》同仁，台灣文學藝術獨立聯盟成員，《笠》詩刊編輯委員，草湖國小教師，靜宜大
學台灣文學系兼任講師。
 　　詩作被翻譯成英、日、韓等多國文字，並選入《中外華文散文詩作家大辭典》（香港）、台灣年
度詩選、年度文學選、台灣文學選、台灣現代詩選、東亞詩書展作品集、國立編譯館「青少年台灣文
庫」、新世代詩人大展、《台語詩一世紀》、台語文學選、台語年度詩選、《現代百家詩選》、「台
風登陸：台灣中生代及新世代詩人」專輯（廈門，《陸》詩歌）、「台灣新一代詩輯」（香港，《詩
網絡》）、「台灣青年詩人新作選」（北京，《詩刊》）、《詩歌與人》（北京）、美國加州大學聖
塔巴巴拉分校《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等。
　　詩作曾獲第32屆吳濁流文學獎（2001），文建會台灣文學獎（2004），第27、28屆聯合報文學獎
（2005、2006），第5屆自由時報文學獎（2009），教育部台灣閩客語文學獎（2009），教育部文藝創
作獎（2006、2010），第2屆鄭福田生態文學獎（2010）等。
　　著有詩集《落葉集》（爾雅，2005），《陪你回高雄》（晨星，2008），《江湖》（聯合文學
，2008），《人生是電動玩具》（玉山社，2010），《給世界的筆記》（九歌，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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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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