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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的哲人

淺析林亨泰的詩歌藝術
用詩藝開拓美的人之十七

林明理 ◎ 詩人 / 曾任大學講師              

  傳略

林亨泰（1924-），彰化縣北斗鎮人，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退休教師。日

據時代就開始創作，戰後用中文寫詩；崇尚

言簡而意賅，詩風有音樂性、繪畫和思想

性，以及政治批判等性質。此外，他的詩

論，中鋒重筆，獨具見解。著有詩集《靈魂

の産聲》（日文詩集，中文《靈魂的啼聲》）、

《長的咽喉》、《林亨泰詩集》、《爪痕集》、《跨

不過的歷史》；詩論集《現代詩的基本精神：

論真摯性》，教育論著《JS 布魯那的教育理

論》，譯有法國馬洛所著的《保羅•梵樂希

的方法序說》等多種。詩作及評論對臺灣現

代詩史影響深遠，從中反映出文學探索前進

的鮮明足迹，也是記錄其思想感情的真實寫

照。曾獲得「國家文藝獎」等殊榮。

在臺灣詩壇上，林亨泰是位有風骨又特

兀的重要詩人，詩齡已超過 60 年。早年白

色恐怖時期，有過熱血青年的執著追求與悲

哀；後來在民主意識普遍抬頭的推動下，他

昂然奮起，善用巧思和擬人法來暗諷時政。

於 1948 年加入「銀鈴會」、1955 年加入臺灣

詩壇「現代派」成員，1964 年為笠詩社發起

人之一，也是《笠》詩社首任主編。晚年，

年逾八旬中風後，記憶開始退化，但仍熱切

地夢想把臺灣的奮鬥史透過自傳式文體記錄

成書。這是林亨泰對臺灣文學發展的終極關

懷，相應地增加了作品的社會意義；如彈響

心靈的琴師，發揮著最高的效能和生命，因

而贏得了許多讀者的掌聲。

  詩選賞析

林亨泰性穎神澈，見識卓越；詩歌音調

和諧，語言冷靜。其詩歌藝術的思想內容，

大致有三方面：

其一，是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的歷史

關頭，他以詩的號角，挺身入世，向人民發

出呼喚，寫下一段又一段跨時代的故事，如

〈群衆〉（注 1）中的句子，正是時代的強音：

青苔　看透一切地

坐在石頭上　久矣

從雨滴

吸吮營養之後　久矣

在陽光不到的陰影裡

綠色的圖案從暗秘的生活中　偷偷製造著

成千上萬無窮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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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護城河著色

把城門包圍把牆壁攀登

把兵營甍瓦覆沒

青苔　終於燃燒了起來

228 事件，曾伏下了社會與國家對立的

狀態；詩人處在危急關頭，切身的感受到，

詩的神聖職責即是為真理正義而吶喊。於是

在悲憤下，描摹出官兵以强壓對抗民變，終

導致臺灣人民心中燃起反抗的怒火。林亨泰

的詩，之所以能跨越時空的界限，晚年仍有

堅強的意志力；其原因就在於他是詩人真情

實感的迸發，對人民的苦難感同身受，這樣

的現實書寫，自然能喚起讀者情感上的强烈

共鳴。而過去苦澀的回憶，終能迎接光明的

未來。再如〈一黨制〉中寫道：「桌子上／玩

具鋼琴／／白鍵／黑鍵／／只有／一音」。內

裡以調侃的語氣，卻蘊藏著勇於批判國民黨

的一黨專政。林亨泰的潛意識裡有著改造社

會的熱情和知識份子的良知。他反對强權，

冀望把自由、民主的理念傳遞給社會；他散

播詩的種子，期待公義得以發揚。詩人對白

色恐怖時期的青年學生的思想生活是比較瞭

解的，因而，他的一些詩作是針對突發性的

社會事件而激發。如〈賴皮狗〉，是以現實主

義的筆觸，暗諷當時某些中央民意代表老而

不退的行徑。這首詩一出現，震動了整個詩

壇，由於詩人是和廣大人民共同著呼吸，因

而引起了迴響，具深刻的現實意義：

樓梯的邏輯

只有

要上，就上去

要下，就下來

邏輯的樓梯

只能

不上，就該下

不下，就該上

可是這隻獸

只想一直在那裏

不上，也不下

林亨泰歷經 1948 年臺師大四六事件後

（注 2），他的詩作彷彿經過雷電轟出而更堅

韌；詩作也隱藏著抗議之聲，更流露出一種

逐漸成熟的睿哲。詩，是藝術。他曾說：「不

論什麼時代，走過怎樣的歷史，『現實』並不

是在無意義的時間中，漫無目標地飛蕩，任

自漂流。『現實』是那內化成為自己的呼吸、

感覺以及認識的總和。而詩，是透過這些現

實的諸多事件，融會於自己的身體感官，而

逐漸化形、成長。」（注 3）由此而知，林亨

泰早期的詩藝概括出了臺灣人民充滿流汗的

辛勤與韌性、或痛苦的蛻變，能展現出對社

會現實的沉重憂患。

其二，以現代派思想為主流的林亨泰，

善用西方美學的審美觀和用詩的語言突出表

達現代性。詩中常夾帶著對人與土地的鄉土

情懷，崇尚從細微中著墨，從自然界引發出

對人生或社會的感悟。如 35 歲寫下這首有價

值的小詩〈風景之二〉，理意暢流，所寓情趣

甚多，自有一家的韵味：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外邊　還有

防風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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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邊　還有

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

然而海　以及波的羅列

詩的創作背景是詩人在溪湖到二林的途

中坐在巴士上完成的。這裡，林亨泰運用了

强烈的現代意識以及現代主義的一些藝術手

法相結合，爲隱喻、通感和幻覺。而驚奇、

意外也是詩的動力之一；不但體現了一種空

靈的寂靜，隱約可聞車窗外的陣陣風聲。韵

節也給人一種音樂美，呈現出中西文化合璧

的風貌。其中，詩人以一種超現實的藝術觸

覺使防風林的物象得以變形而有層叠復沓的

林相景致；而後兩行海浪的空間疊景既真切

又有層次感。此詩從防風林引起一系列心靈

的變異感覺，旨在揭示戒嚴年代臺灣人民渴

求突破心靈禁錮和詩人內心深處那種對廣闊

的馳騁天地的一種隱祕的願望。另一首〈進

香團〉，恰恰表現了林亨泰的創作觀裡具符號

詩、圖象詩等多姿的風格美的一個側面，詩

情澎湃，且形象性强，給人一種清新悅目的

審美感受：

旗―

▼  黃

▼  紅

▼  青

善男 1　拿著三角形

善男 2　拿著四角形

香束

燭臺

~~~~ ▆

~~~~ ▆

信女 1　 拿著三角形

信女 2　 拿著四角形

在臺灣諸多的民間信仰中，最主要的是

媽祖文化，尤以大甲媽祖節慶文化對臺海兩

岸居民生活、文化與精神層面上的影響相當

的根深蒂固。從詩的全意看，詩人把對於信

仰活動和祭儀的形象組成了雄渾的詩音，使

人從視覺上的感受轉化爲聽覺的意象。彷彿

看到了繞境進香的一支支令旗的黃色方形旗

幟，還有各種旗幟於長長的隊伍中，街道兩

旁夾雜的當地民衆也擺設香案，恭迎神明的

熱鬧。那鑼鼓陣的壯容，充沛淋漓地再現了

宗教信仰的威力，然而這威力或是詩人對於

兩岸政治對峙、文化交流熱絡的反思；不僅

象徵意味濃厚，畫面的藝術魅力，使景象的

流動也叫人感動。

其三，林亨泰於笠詩社擔任首任主編

之際，已走過現代派影響，並大量發表中文

詩。由於詩人在中學以前完全接受日本教

育，於臺灣師範學院教育系（今校名改稱臺

師大）就讀時才開始接觸國語；故而，早期

的詩都是以日文書寫。在銀鈴會《潮流》復

刊後，他開始嘗試以中文寫詩。此階段詩人

保持著心態的青春，更重視心靈的感受和意

象的創造。他開始走向社會寫實、關懷本土

路線，成為跨越語言的一代中，一個推展臺

灣詩學的鐵軍。如〈日入而息〉，就洋溢著詩

人以悲憫的眼光觀察當時的社會現實；它標

誌著詩人鄉土意識的新發展：

與工作等長的

太陽的時間

收拾在牛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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杓柄與杓柄

在水肥桶裡

交叉著手

咯登　嘩啦嘩啦

嘩啦　咯登咯登

穿過　黃昏

回來

了

將早期的農業社會耕農辛勤的背影與

忙於擔著水肥桶的村農單純簡樸的生活形

象，成功地表現出本土化的詩歌特色。林亨

泰對鄉土詩的藝術主張是在土地的依托與哺

育下，而對農民的質樸善良有了較深切的情

感。他一方面肯定了鄉土精神的閃光面，唱

出了一曲曲對土地的戀歌；一方面他的鄉土

詩見證著早期臺灣農村生活多保留樸真、寂

靜的歌頌。其對人生的感悟，也在抒情與叙

事的結合上力求融合爲一的境界。藝術上由

寫實到寫意的轉變，也即是說，詩人從現實

性描寫轉向一種永恒性追求。如〈小溪〉，寫

得那樣深邃又空濛，深具哲思： 

寂靜的日子

水清澄

河底砂上

水靜止

魚

和

魚

寂靜的日子

風透明

河畔堤上

風凝固

草

和

草

詩人以脚代筆向小溪步行而去……若

雲水飄逸，尋求心靈的靜音。詩中第二、四

段，在韻律上音樂感是很強的；不僅是意象

的跳躍，證明詩人思路和視野的開闊，而且

是感覺挪移的好例證，它把詩人在自然的靜

穆中，對時事的慨嘆等心理活動串在一起，

造成一種神秘的美感。正如希臘詩人挨利蒂

斯（Odysseas Elytis，1911-1996）曾說：「我

們所指的美，甚至在光明大放中也能只保

持其神秘，只有它有這種惑人的光彩。」（注

4）回顧林亨泰詩創作的歷程，他從大學時

代便與詩結下了不解之緣；教書後，讀詩寫

詩、寫詩論或譯作，都升騰出一種火一般的

熱情，也閃爍著藝術個性的光彩。做為一個

時空間的哲人與以現實主義思想為中心的林

亨泰，晚年病中的他，仍為喜愛他的詩的許

多讀者提供了可貴的啓示。

  小結：林亨泰詩藝的美學價值

林亨泰才氣豪邁，詩尤敏捷，落筆立

就，堪稱為才子。50 年代是林亨泰創作的

成名期，他的詩具有豐富的歷史內涵，其早

期之作中著重於現實批判是其詩歌的重要指

向；然而，由於加入現代詩社後，時空的差

異，使他對人民思想及文化有了更透徹的瞭

解，以語言的機智和巧妙組合，造成獨特的

藝術效果。後來又加入《笠》詩人的階段，

決定以對本土文化的認同，寫出時代的滄桑

變化。詩人的生命律動，是對土地與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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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絕大部分也反映了他個人生活美學的哲

思，這是對其人品詩品比較客觀的評價。筆

者以為，林亨泰詩藝風格美的成因有二：

（一） 審美價值。詩歌意象是詩人主觀情志的

具象載體，一首好的現實主義詩歌能通

過意象引讀者進入詩所描寫的客觀環境

中，讓人感受到當時的情況。林亨泰的

諸多佳作，恰恰具備了語言美、音樂

美、建築美及符號美的審美內涵；也正

因有這些元素的有機組合才能打動讀者

的心弦。

（二） 歷史價值。林亨泰的部分詩作既是詩也

是歷史的縮影或對社會現實的真實寫

照。但他詩中的意象具有創新性，不用

陳言，能把感覺化成鮮活的具象。不僅

以詩言志抒懷，還善以暗諷手法記錄下

事件的真相，無形中也提供了研究史學

者有力的依據，詩行間隱含著對臺灣人

民悲憫的感慨。

如上所述，從美學的角度加以分析，林

亨泰的詩，有些是縱手而成的即興詩，有些

是觸物興懷的「苦吟」，有些是對現實社會

的控訴……公平地說，其詩絕大部分是精闢

而獨到的，才能卓然自成一家，有極高的參

考價值。詩人的本性把詩藝的一切魅力和對

臺灣人民的政治智慧及尊嚴結合起來，既能

發人深思，又深具力量。細嚼其詩，同樣也

是一種美的吹拂；其詩作受到文壇的高度肯

定，這是毋庸置疑的。

注　釋

1.  〈群眾〉是寫於 1947 年 228 事件發生後不久的日

文詩，當時並沒有立即發表，是連同其他三首

同期所寫成的詩作〈黎明〉、〈想法〉、〈溶化的風

景〉，一起刊登在 1979 年由日本北原政吉所編的

《台灣現代詩集》當中，後來由呂興昌教授以中

文與臺語進行翻譯。（林斤力，福爾摩沙詩哲林

亨泰（臺北市：印刻，2007），頁 78。）

2.  四六事件起於以師大爲主體，串聯臺大所發起要

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爲主題的學生

運動，校園戒嚴也正式啟動。1995 年，臺大與

師大的八個改革派社團共同發起四六事件平反運

動。直到 2000 年 12 月 25 日，《戒嚴時期不當叛

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進行修正，將四六

事件受難者列入適用此條例的對象，並由教育部

向受難者家屬道歉。

3.  林巾力，福爾摩沙詩哲林亨泰（臺北市：印刻，

2007），頁 123。

4.  楊匡漢、劉福春編，西方現代詩論，（廣州市：

花城出版社，1988 年），頁 650 頁。

  林亨泰著作書目

1.  生命之詩：林亨泰中日文詩集　林亨泰著；林

巾力譯　臺中市　晨星　2009 年 6 月　初版　

ISBN 9789861772929

2.  林亨泰集　林亨泰作；陳昌明編　臺南市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年 12 月　初版　ISBN 

9789860160833

3.  林亨泰詩集　高雄市　春暉　2007 年 9 月　初

版　ISBN 9789866950117

4.  越えられない歷史：林亨泰詩集　林亨泰著；

三木直大編譯　東京都　思潮社　2006 年 12 月  

ISBN 4783728690

5.  林亨泰全集（10 冊）　林亨泰原著；呂興昌

編訂　彰化市　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1998 年　

ISBN 9570225459

6.  臺灣詩史「銀鈴會」論文集　林亨泰主編　彰

化市　臺灣磺溪文化學會　1995 年

7.  新生代臺灣文學研究的面向論文集　林亨泰主

編　彰化市　臺灣磺溪文化學會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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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找尋現代詩的原點　彰化市　彰化縣立文化中

心　1994 年　ISBN 9570041153

9.  見者之言　彰化市　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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