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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跨界與回歸
記「多1個，在詩的前後左右」文學推廣活動

我們期望「多1個，在詩的前後左右」就如同女性孕育生命的本能，讓臺灣多一個讀

詩的人，多一個愛詩的人，並且多一個寫詩的人，以詩為臺灣文學前景注入新生的人

文活水。　　　　　　　　　　　　　　　　　　　　　　

──羅思容

國立臺灣文學館齊東詩舍歡慶開幕一週年，特別與金曲獎得主羅思容攜手合作「多

1個，在詩的前後左右」文學推廣系列活動，邀請利玉芳、吳志寧、吳俞萱、吳麗珠、

張芳慈、葉覓覓、劉慧真、蔡宛璇、蔡晴丞、羅思容等10位詩人與藝術創作者參與，8

月1日至29日在齊東詩舍呈獻詩與歌的豐美饗宴，分享詩歌與文學之美。

羅思容，是詩人，是歌者，更是臺灣最重要的音

樂創作者之一，臺文館此次請到羅思容擔任活動規劃總

監，期待讓現代詩突破文字、書本的框架，透過多種媒

介、以更多元的形式貼近民眾。在活動規劃之初，即提

出「詩即生活」、「詩入人群」、「以歌咏詩」、「影

像顯詩」的四大目標，呈顯臺灣豐饒的詩歌版圖，並以

「多一個」為題，希冀愈來愈多人加入詩的行列，拓展

臺灣現代詩的閱聽群眾。

小島上的多1個：影像與詩
系列活動的第一場於8月1日揭開序幕，主持人吳麗珠一開場即熱情地邀請現場聽眾

「加入」，成為講座的主體，分享自己的姓名以及為何會來到齊東詩舍。有些人原本就

是蔡宛璇和葉覓覓的粉絲，有些長期喜愛羅思容的歌聲，有些則是喜歡文學、對「影像

詩」這個主題有興趣的朋友，想藉由這個機會了解詩如何與影像結合。主持人這一招果

然奏效，在消除了觀眾與講者之間的界線後，不僅現場氣氛輕鬆和緩許多，雙方提問、

互動的過程也顯得熱絡。

在與談人開始分享之前，現場聽眾便提了一個疑問作為今日主題的暖身：影像詩的

創作究竟是以文字為主，還是以影像為主？身兼詩人與影像創作者雙重身分的蔡宛璇認

為就形式和表現手法而言，只要文字和影像的比例搭配得宜，不管以何者為主，都是影

像詩。這當中還牽涉到認知的層次，例如藝術電影，如果覺得它美得如同一首詩，那麼

在個人認知上，它就可以是一首詩。如果把這問題推到極致，若一個作品只有影像，完

全沒有文字，也可以稱為影像詩嗎？蔡宛璇以自己的三首作品為例，深入探討「影像與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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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東詩舍慶週年，我們以「詩即生活」、

「詩入人群」、「以歌咏詩」、「影像顯

詩」為目標，呈顯臺灣豐饒的詩歌版圖，

並以「多一個」為題，希冀愈來愈多人加

入詩的行列。

文───黃冠翔　展示教育組　　

攝影──黃冠翔、許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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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首作品《dandelion》創作的初衷是想替一朵蒲

公英「造像」，不斷將一朵蒲公英盛開和枯萎的影

像交疊，同時畫面（整個世界）以這朵花為中心不

停旋轉，影像夠簡單也夠複雜，所以作者決定不加

文字，反而保留了影像詩豐富的解讀性。

緊接著，葉覓覓用她的作品《他們在那裡而我

不在》、《被移動的嗎？》表現強烈的辯證性，尤

其《他們在那裡而我不在》頗耐人尋味，其詩開首

四句：

手錶在那裡時間不在

時間在那裡人不在

人在那裡雞不在

鸚鵡在那裡神明不在

前兩句的「手錶和時間」、「時間和人」之間

似乎有某種關聯性，但後兩句「人和雞」、「鸚鵡

和神明」卻看似無關的並列。直到影像詩的畫面呈

現出來，更讓人感受到哲學思辨的衝擊：「手錶在

那裡時間不在」畫面是手錶的秒針正在跳動，顯然

詩」這個主題。首先播放的《睡》這首作品，文字

與影像幾乎同時進行創作，反而聲音（旁白）是先

存在的，旁白的部分是一場與朋友的文字遊戲，是

當下直覺意識的留存錄音，也因此希望創作一首表

達睡眠或意識與意識之間模糊地帶的影像詩，於是

文字、影像、聲音三者相遇，它們若即若離，看似

緊密卻又無法完全融合。這正是影像詩特殊且有趣

之處，各種元素的搭配／不配，帶給觀者的衝擊與

思考空間，遠大於只有文字，或影像，或聲音的單

獨存在。

蔡宛璇的第二首作品《小島》非常特別，它是

先有詩文本，經過羅思容譜曲變成詩歌後，再回過

頭創作成為影像詩。原本的詩文字是自我的低語，

經過羅思容的詮釋後，彷彿天上的雲俯視著島嶼一

般，意境更加開闊，而這首作品的影像是後來作者

自己觀看島嶼的視角。三個時期的創作與再創作相

遇，成為了今天看到的影像詩，而作品最原初的詩

文字已化為歌聲，所以決定不再呈現文字，卻一點

也不影響作品的意境。《小島》為我們示範了影像

詩脫胎自文字，最後卻脫離文字本身的一種範示。

第一場活動邀請蔡宛璇、葉覓覓、羅思容、吳麗珠（由左至右）暢談影像詩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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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跨界對話

8月15日，系列活動的第二場「詩的跨界對

話：音樂、電影、劇場」，由本館展示教育組研究

助理蔡沛霖擔任主持人，邀請到跨領域藝術創作者

吳俞萱、劇場導演蔡晴丞和音樂創作者吳志寧，聚

首齊東詩舍進行一場詩的跨界對話。

首位登場的吳俞萱以一段話點出此場講座主

題：「詩無關形式，存在於閃現的真實之中。⋯⋯

當我們細讀潛藏在自身的生命之詩，挖掘的時刻我

們便能懂得，每一種藝術的邊界都是詩。當每一種

藝術去到最遠的地方，即與詩接壤，即成為詩。」

她認為文字和影像是以不同的敘事系統來創造詩

意，這樣的觀點表現在其創作實踐，她邀請大家欣

賞法國導演羅伯．布烈松的電影《少女慕雪德》，

以及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執導《霧中風景》的片

段，接著讀其詩作〈祈雨──寫給羅伯．布烈松

《少女慕雪德》〉和〈再見，安哲羅普洛斯〉，充

分展現電影與文字之間的跨界對話。吳俞萱除了寫

詩，同時也做戲劇的編導和實驗電影，她運用敏銳

的觀察力和感性，把電影中的詩意提煉出來，成為

一首詩，在跨界的過程中製造無限可能，電影與詩

既各自獨立，同時又互相對話、相互指涉。

第二位分享者與齊東詩舍有過一段因緣，今年

4月至6月在詩舍演出的「馬華文學劇場」其中一個

劇目《臺北，今夜我跟你睡》，即是劇場導演蔡晴

丞的作品。這部作品改編自馬華詩人木焱〈臺北〉

第二場活動由吳俞萱、蔡晴丞和吳志寧（由左至右）進行一場詩的跨界對話。 

手錶與時間俱在；「時間在那裡人不在」鏡頭拍攝

的是鏡中反射的一位老奶奶，乍看之下明明是「人

在而時間不在」；第三句「人在那裡雞不在」則是

人和雞都在畫面中，然而雞是已經被屠宰煮熟的

雞，牠真的在嗎？第四句「鸚鵡在那裡神明不在」

影像是活潑的鸚鵡對照淡定的神明，鸚鵡確實在，

而神明呢？祂究竟在不在？《他們在那裡而我不

在》為大家提供了詩與影像詩之間差異的極佳範

例，當文字加上影像之後，透過兩者之間的衝突

性，產生強烈的思考空間──在／不在的辯證，其

強度更甚於只有文字本身。

葉覓覓作品提供的思考向度除了表現在形而上

學之外，也在於對社會、政治的反思，《南無撿破

爛菩薩》這首作品由隱匿作詞、羅思容譜曲，藉

詼諧逗趣的閩南語唱詞諷刺種種光怪陸離的社會

現象，挑戰這樣的原作，葉覓覓努力在影像與歌

與詩之間尋覓平衡點，不讓其中一方被削弱，顯

示了影像詩創作的難度，也回應了活動一開始聽

眾的提問。

兩位詩人皆曾以羅思容的歌為發想、創作影

像詩，羅思容也特別在今天的活動安排現場演唱，

親自譜曲並以吉他彈唱包括蔡宛璇和葉覓覓等詩人

的作品，溫暖的歌聲令現場所有人如癡如醉，把詩

與音樂做結合的行動，不僅為這場活動畫下完美句

點，也成為下一場活動主題「詩的跨界對話」的最

佳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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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原詩講述的是大馬華人在臺北生活，卻與這

座城市有強烈的疏離感，臺北是座對異鄉人既包容

又排斥的現代城市。對臺灣土生土長的蔡晴丞而

言，在改編木焱詩作的過程中，除了強調異國文化

的隔閡之外，亦加入本土元素──城鄉差距，把跨

國經驗文本轉化為本地經驗，舞臺劇演員們不斷奔

跑移動、不停放聲吶喊，把詩文字內斂隱晦的情感

透過動作和語言直率表達出來，在此，我們看到文

字跨越成為戲劇的一個例子，肢體和聲音形塑的張

力正是跨界的魅力所在。

接下來的這一位與談人吳志寧，從事音樂創

作，很特別的是，他將父親吳晟的詩作譜曲，製作

成音樂專輯。吳志寧從故鄉彰化出發，不僅現場演

唱〈泥土〉、〈輓歌〉和〈全心全意愛你〉等歌

曲，也跟大家分享他的創作歷程，讓我們了解，使

詩跨界成為歌，並非單純把文字填上音符而已，因

為吳晟的詩原以國語書寫，經過吳志寧改編後，變

成閩南語歌曲，這當中涉及到翻譯的過程，他不斷

邀請父親（原作者）針對字詞的轉換給予意見，力

求在新意中保留詩作的原味。父子兩代共同參與的

跨界過程，不僅詩跨越文字藩籬，同時其中蘊含的

親情與土地之情也跨越疆界，從紙張一躍，躍至眾

人琅琅合唱的歌聲中。

或是凝練，或是擴展，或是翻譯，這場活動

的三位與談人為我們展示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詩

「跨界」的方式，這是未經刻意安排的偶然，也

是驚喜。

客自故鄉來

在經過前兩場的多元媒介與藝術領域跨界之

後，系列活動的最終場決定回歸詩最質樸的原點，

邀請利玉芳、張芳慈、劉慧真和羅思容四位客籍女

詩人進行一場對談，主題名為「客自故鄉來」，希

望回到詩人的原初──故鄉及詩觀──發現個人創

作時最根本的養分與情感。

本場活動的主持人羅思容，開場時表示「客

自故鄉來」這個題目發想自王維〈雜詩〉有名的詩

句：「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

梅著花未？」故鄉，對於客家族群而言是一種遙

遠的召喚。在漢語七大方言的脈絡中，其他方言如

吳、湘、贛、粵、閩和北方話等幾乎都是以自然地

理標誌其屬性與名稱，唯獨客語是在不斷的遷徙、

離散中去形構客家語言和文化的質地，於是，客家

人對於故鄉的呼喚皆有其獨特的想法及意義。今天

的三位與談人加上羅思容藉由她們的詩和歌，分享

她們如何回應心中那個故鄉的召喚。

所謂故鄉，可以指涉地域的、空間的存在，也

可以是內心期盼、嚮往的精神家園。利玉芳來自屏

東內埔，屬於「六堆」客家聚落的「後堆」，自從

嫁到臺南以後，每次回故鄉，母親總會催促她趕快

回夫家，免得在娘家待太久招惹閒話。雖然後來漸

漸少回去了，但故鄉家人單純的本性卻是無法切割

的血脈，不僅從利玉芳的言談間能感受到，那股純

真的童趣更直接反映在她的詩作裡。現場分享的三

首詩〈濛紗煙〉、〈掌紋〉和〈覓蜆〉都來自對故

鄉的感情、對故鄉的回憶。

我覓著  一蕊一蕊蓮蕉花

覓著  一隻一隻揚尾仔

覓著賣豆油 ke 水黽婆

目眨眨 e覓  鏡鮮 ke 童年

覓著渾渾 ke 雲

渾渾 ke 雲肚  覓著故鄉  山 ke 背囊

且看〈覓蜆〉一詩，每一句都是對故鄉美景的召

喚，詩人藉由文字返回那個美好的童年回憶，那是

仙境，也是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的精神原鄉。

張芳慈來自臺中東勢，講的是大埔腔客語，

憶起第一次搭乘公車回臺中和平山上探望父母的途

中，公車上以客語播報各站站名，勾起幼時回憶，

太久沒聽到故鄉的語言、故鄉的舊地名，到達目

的地下車時竟是雙眼含著淚水，等著爸爸出現。她

說，如果靈魂有重量的話，那麼有一半以上都是故

鄉給的。人走得再遠，都離不開故鄉這源頭活水。

她的作品〈滿那都有白鶴花〉、〈想愛有一扇自家

个風景〉和〈可比講你問我心肝肚个該首詩〉等，

都是從故鄉、從回憶出發的創作，詩句深藏濃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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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活動請到客家女詩人利玉芳、張芳慈、劉慧真與羅思容談故鄉與詩。

情意，故鄉的小花、山水都是詩人創作最重要的養

分來源。

劉慧真曾獲得本館主辦2009年臺灣文學獎

的本土母語客語新詩金典獎，得獎作品《歷史講

義》十首詩中，大致濃縮了她的詩觀和生命歷程，

也融合了她的生活與土地意象。透過分享，我們知

道她雖然身為桃園中壢客家人，卻因從小教育環境

影響，離開家鄉念書，被迫學習華語、講國語，導

致母語被剝奪並產生文化疏離感，大學四年念歷史

系，但從沒學過臺灣史，另一方面，家鄉因開發而

失去原本的樣貌，以致早已沒有所謂的原鄉可回。

內心的缺憾使她有意識的希望透過重新學客家話

（雖然已非父祖輩所講的腔調）、用寫詩找回心中

的那個無形的故鄉。

詩是詩人觀看世界萬物的方式，所有的書寫

都將回到自身，照映內心的最深處。三位與談人自

故鄉出發，創作動人的詩篇，不僅觸動聽眾們的心

弦，也感動了歌者，所以羅思容特地為三位詩人

的作品譜曲，用她獨特的嗓音現場演唱，除了詮釋

利玉芳的〈覓蜆〉、張芳慈的〈月華〉和劉慧真的

〈白薯，月光山〉之外，還特別介紹另一位客語女

詩人王春秋的作品〈巫婆塔〉，曲末不停低語詩句

「這係沒月光仔所在」，想起客家女性處境的艱辛

與心酸，唱到感動處不禁落淚，全場聽眾也為之動

容，此次系列活動就在感人的氛圍中落下帷幕。

再多一個

「多1個，在詩的前後左右」系列活動雖圓滿

結束，但臺文館和齊東詩舍推廣文學的腳步卻未曾

停歇。經過每一場活動主持人的調查，有為數不少

的聽眾是第一次造訪齊東詩舍，甚至有專程從高雄

遠道而來的朋友，只為了聆聽詩人精彩的演講。民

眾熱情的共襄盛舉，讓我們知道仍有許多人喜愛著

文學、默默支持著文學活動，盼望「多一個」永遠

是現在進行式，讓多一個，再多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