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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 90 年代，蒙向明先生贈送《客子

光陰詩卷裏》，我寫了〈寓理論於閒話趣談之

中〉回報。該文收入《世紀詩選．向明卷》

之〈向明詩評索引〉和我的《臺港詩歌評論

集》中。今春，他又賜寄詩話集《無邊光景

在詩中》，欣喜感激之餘，便只好以這篇小文

說些讀後感了。

「詩話」是鑒賞、評論詩人、詩作，談論

詩歌思想內涵、藝術技巧、創作方法，以及

闡釋詩歌流派、風格特點、演變規律、考訂

訛誤的著作，我讀了《無邊光景在詩中》之

後，感覺向明把詩話這類著作應該議論的內

容，方方面面都談到了；所以把他的文題換

了一個字，借做我的文題。當然，我的小文

不可能談論如許廣泛的內容，故僅以下述兩

點權作管窺。

一、博學多聞

《臺灣詩學季刊》是臺灣著名的詩學刊

物。其成員十四人，除唯一老生代的向明以

外，其他十三人均為中生代的實力派，且均

為中文碩博士。向明被他們推舉為社長，這

些人之所以如此器重向明，正是因為他博學

多聞，其學養完全達到了碩博士的水準。

作為詩人和詩評家，他需要掌握詩學的

專業知識包括詩歌的概念體系、理論體系、

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基礎資料、詩學的歷

史演變、研究現狀及發展前景等方面的知

識。我們在向明的書中，可以發現詩評家廣

博到無所不包，而且相當精深。

〈詩的美麗與莊嚴〉一卷集中地表現了

向明詩學的淵博。〈超現實不如超習慣〉闡明

了臺灣詩壇出現的各種新思潮，其目的在求

新求變，更在於求創意，有別於既有的陳腐

面貌。〈龍種自與常人殊〉上下篇討論了臺灣

中生代詩人的成長。除泛論戰後臺灣特殊的

時代背景，克難求生存的艱苦環境、新詩現

代化的爭議對詩發展的警覺與認知、臺灣中

生代詩人現行生態簡介外，還專論了簡政珍

的作品特色。〈臺灣當代詩歌進步與發展〉

討論了詩歌關懷弱勢族群、題材的開發不遺

餘力、詩的形式的突破、詩歌文字的基本體

認等問題，把詩的主旨、題材、形式、語言

都談到了。〈臺灣詩歌的突破與自律〉則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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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了臺灣現代詩早期和近期的發展。讀了這

些論文，我們對臺灣的詩歌創作和發展，可

就瞭若指掌了。就算是臺灣年輕女詩人夏夏

「活版自由詩」的寫詩方法，臺灣年輕詩人

兼劇作家鴻鴻獨自一人所創辦的《衛生紙》

詩刊，我們也知曉了。再讀讀其他文章，我

們又知道美國黑人女詩人依麗沙白•亞歷山

大教授，為美國總統歐巴馬就職所寫的頌詩

〈這一天的讚歌〉遭到冷遇；知道美國總統歐

巴馬寫過詩，曾得到名家的好評；卡特總統

曾出過詩集《永久的思慮》；還知道伊朗大導

演阿巴斯有詩集《隨風而行》和影片「生生

長流」，作品表現了地震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

災難，歌頌了人們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我們

讀了〈詩乃美麗而莊嚴的掙扎〉，更會知道

全世界的詩人，都在強化詩的感性吸力，來

回收已流失的詩的受眾：在北歐，詩人與音

樂人合作，嘗試返回一種純聽覺享受的詩；

在南美，聖保羅的純聽覺詩和多媒體詩已經

成為學院裡的主流；在中國大陸熱鬧地舉辦

著各種聲光電化合成的朗誦會；而美國年輕

詩人則更積極了，他們推行了一種可稱之為

「詩角力」的詩運動。讀完了向明的書，我們

獲得了這麼多的知識，當會相信世界藝術與

文化學院授予向明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正是

實至名歸。

二、鉤深致遠

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是為眼光獨

到。向明的許多文章，就具有這一特色。

我們都知道張愛玲是位小說家和散文

家，在臺灣和大陸都曾熱鬧一時；但她和詩

拉上關係，恐怕大家還一無所知。向明告訴

我們：張愛玲對臺灣詩壇大老紀弦，寫過一

篇印象式的批評，對紀弦詩有褒有貶。文章

題名為〈詩與胡說〉，發表在 1944 年 8 月號

的《雜誌》月刊。他還告訴我們：張愛玲譯

過愛默森五首詩，譯得中規中矩，無可挑

剔，收錄在由林以亮主編的，今日世界社出

版的《美國詩選》中。

在〈藍星輝映南北笛〉一文中，向明告

訴我們；羊令野先生為臺灣詩壇做了一大善

事，那就是把《藍星季刊》第 5 期的積稿，

編入《南北笛》詩季刊創刊號上。向明感嘆

道：「可敬可佩的羊令野先生，他不是藍星詩

社的一員，他只是覃氏同時代的詩友。」、「這

份對故友的付託如此情深意重的予以實現，

恐怕前所未有，亦難再出現於講究現實功利

的今日社會了」。讓我們向羊令野先生行三鞠

躬禮，感謝他對詩壇所做的功德。

「身體寫作」是提倡後現代主義以來，

詩的多元化表現中的一種。在中國內地，我

們都以為「身體詩」是于堅、沈浩波等人在

九十年代提倡的；其實不然。向明在〈從

「身體詩」到沈從文的〈頌〉〉中告訴我們：

他讀到五行短詩〈頌〉大吃一驚，他發現現

在所流行的「身體性」寫作，早在三十年代

的小說家沈從文筆下就出現了；而且詩寫得

含蓄有味，不低俗，更不至於徒有男歡女愛

的快感。由此可見，向明鉤沉的功夫真是到

家了。

我認為向明鉤深致遠的最大成就，是

在詩海裡撈出了朱英誕。在〈重見淹沒的輝

煌〉一文中，他告訴我們：朱英誕這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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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對臺灣詩壇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即使是

大陸，雖然各種鑒賞辭典、詩選、新詩大全

不下二十多種，也從未出現過朱先生的作

品。實際上，朱英誕是三十年代的元老詩

人，而且一生詩作有三千首以上，是中國新

詩史上創紀錄的多產詩人。其詩多寫大自然

鄉野間的各種生態，用語奇特，比喻不凡，

詩思飄忽。因為十多本詩集都是自費出版，

沒法公開發行，公開在報刊發表的詩不足

三十首，這就是朱英誕知名度不高的原因。

讀了這篇文章，我們應該為朱英誕前輩感到

慶幸，同時應該對向明表示感謝。

我敬佩向明為詩傳道的精神，我感謝向

明給我上了一堂詩學輔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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