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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許達然詩的通感
名家側影之二

林明理 ◎ 詩人／曾任大學講師

  貼進現實的底層關懷

許達然（1940- ），本名許文雄，臺南市

人，是歷史學者、散文家。美國哈佛大學碩

士、芝加哥大學博士、西北大學退休教授。

2005 年冬天，他回到臺灣東海大學擔任講座

教授。從事臺灣史研究，著有學術用書、散

文、詩集等多種。獲青年文藝獎、金筆獎、

府城文學特殊貢獻獎、吳三連文學獎等殊

榮。

為了探索許達然詩的魅力所在，我們不

妨先瞭解其詩的語言具有哪些共同特徵，以

及哪些特有的素質？

一、 豐沛的學養與鄉土文學的特徵：許達然

詩風質樸，語言不深隱曲折、意象繁

複；重在言志，而言志又離不開對現實

的關懷與價值認同的思索上，有詩人自

覺的「入世」態度。他在自序裡說過：

「在我想念的版圖裏，臺灣占據著很大的

面積。」他的詩歌創作，並非直接敘事寫

史，而是用歷史的眼光審視臺灣的風土

文化、庶民生活的變遷或生態環境更迭

的細節，用歷史的責任承載情感；藉以

體現出其深悲或感慨，成為「警醒」的

特殊風格。他在成名作《含淚的微笑》

中已初露端倪。他說：「悲哀的不是痛

苦，而是表達不出痛苦」。如果說，許

達然擅於用現實中一個不起眼的變化來

寫民心、民情，常落筆於貼進現實的底

層關懷，收筆於內在痛苦的回憶，且抒

寫兼具哲理和人道精神；從這個特徵上

來說，他對百姓簡苦生活的敘寫是最具

社會現實性，也最有鄉土意識的歷史意

義。

二、 深受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與獨特的視

域：許達然不主張用作品去再現生活，

而是提倡從人的心理感受出發，表現

「底層文學」的關照。他注重表現人物

的意識活動本身，從作品中力求有所突

破，確是事實。自 1979 年起，他相繼

‧  1983 年夏天在芝加哥，左起 :許達然 ,陳映真 ,杜

國清 ,非馬。（照片提供／林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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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土》、《吐》、《遠方》、《水邊》、

《人行道》、《防風林》、《同情的理解》

等散文集，其新詩〈叠羅漢〉亦獲得吳

濁流文學獎項。詩創作的特點是，強烈

的時代意識與對鄉土變遷中的社會給予

無聲的質疑。以通感、對比、烘托等藝

術手法，在意象的營造中隱現著對底層

社會的深刻描摹，從而形成獨特的鄉土

現代性。主題則注重人生觀察和社會批

評，這種把底層社會寫得真實而樸素，

不是將醜惡本質化，而是介入自己的鄉

土經歷和情感去體察民間，這種介入式

的思索無疑提升了詩歌具理性與感性交

融的品味，使得評論家南方朔以「碎片

書寫」（Writing Fragmentarily）來形容他

的文字具有很大的聯想性和跳躍度。同

時，也顯示了身為一個詩人學者的思想

高度以及「文學是社會事業」的寬廣視

域。

  詩的通感表現

關於通感，德國著名美學家費歇爾曾

說過：「人的各個感官本不是孤立的，它們

是一個感官的分支，多少能夠互相代替，一

個感覺覺響了，另一個感官作為回憶、作為

和聲、作為看見的象徵，也就起了共鳴。」

〈注〉簡言之，通感就是五官感覺的相通，把

不同感官的感覺溝通起來，借聯想引起感覺

轉移的心理現象。

也可以說，是一種物我兩忘的內心體

驗。運用通感，可以使詩的意象更具體，此

外，也可突破人的思維定勢，深化藝術。許

達然常以詩記錄現實人生的種種真貌，情意

貫徹，無需旁敲側擊，頗有哲人的意味。如

1991 年寫下的〈焦灼〉，著眼於通感意象之

表現：

森林劈拍火了就燋熄啁啾

穿戴著火的鹿悚然發現樹

反了，都敢探成灰

撇下逃不走的天

滿臉塗抹著灰的

氣色

這是以聽覺寫視覺，彷彿使我們聽到了

森林劈拍著火時傳來燋熄的啁啾聲。全詩洋

溢著想像的筆調，有邏輯性的關連在心靈上

再生或記憶的心靈影像。詩人以通感、擬人

等手法，描摹出大自然留給我們的寶貴資源

―森林遭殃的情景；而「滿臉塗抹著灰的

氣色」，取譬俱美，也鮮明塑造出十分焦急的

形象來。在義旨探究之間，如何維護生態環

境的社會責任。歸根到底，這才是詩人的深

情想望。

接著，在 1994 年詩人寫下的〈海天〉，

是一個寓意深刻的比喻，感發而然：

天闊得好無聊

凭空潛入海聊天

一翻臉就把湛藍煮沸

爭吵的聲音濺起

花朵蕩漾

泱泱不平的情敘

此詩明顯的以「天闊」氣勢為貫穿，特

別是輔以連海，以證臺灣政黨分立、批鬥，

也寓褒貶於詩語之中。結語作「泱泱不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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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敘」，沉默中寄托詩人的反諷之情；使讀

者不僅了解當前政治的歷史真相，且能具體

感受到詩人對社會歷史氣圍。這是以視覺寫

聽覺，傳神地表現出「爭吵的聲音濺起」，彷

彿是泱泱不平的浪花正蕩漾著；而其創造性

的審美想像，就是通感生成的根本所在。其

實，許達然風格穩重的文藝思維裡，也有些

穿插諧趣性的語言文字，比如在 1995 年寫下

的〈動物園〉，可算中期詩歌創作過程中具有

標誌意義的事件之一：

都是無端無期徒刑的居住

還有不被收養的鼠老是自助來吃

飽著不被收養的蚤活著咬

給應邀來觀賞的揉死

還動的物都拒絕活著相看絕種

此詩靠的是暗示、譬況和象徵。語言冷

雋，形式新穎，也有批判性諧趣。最後一句

「還動的物都拒絕活著相看絕種」這就表現

了在特定情境中，詩人對那些瀕臨絕種的動

物們失去自由或盜獵者把牠們製成標本的惡

行與生存物資也簡陋不堪之痛的體驗。但許

達然對情感的抒發、渲洩以及體驗過程都是

此詩詩性存活的關鍵。許達然詩裡通感哲學

的基礎就是客觀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

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或許，正因

爲詩人認真地想擔負起深入研究臺灣社會人

文的責任，也為詩的審美生成預留了想像空

間。詩生於情，情生於境。可以說，「詩以

緣情」的美學特徵也是許達然詩性的本來面

目。比如他在 2004 年寫下的這首〈失業〉，

是近些年失業者或邊緣人的痛苦寫真：

家是公家高架橋下

路踏著我走

地址是流浪

收集破爛的

饑餓聲音

第一句是視覺意象，大概是表現流浪

者四處為家的窘境。接下去是用視像來表達

聽象，有通感的手法在：「路踏著我走／地

址是流浪」，給人痛感。這裡喻示著：面對

當下全球不景氣的襲擊，許多失業的流浪漢

族群，處於這樣一種無可逆轉的事實下，我

們的社會是否該認真探詢，怎樣開始一種適

合或安頓於他們的生活和生存意識。在某種

精神上，這是詩人最最深沉動人的想法。這

種隱藏於小市民故事，當中的理性思考的力

度，似乎遠比寫出某些城市的萎靡面更為深

刻和沉重。而最後「收集破爛的饑餓聲音」，

表現了許達然潛意識對失業問題嚴重的複雜

心情，一下子把讀者帶到無限美妙的通感世

界。再如 1996 年寫下的〈豐收〉，許達然對

於部落族民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讓

讀者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再破落都要守住閃鑠的碎片

還有菖蒲揮劍也挽不住鄉人

走不掉的菠菜臭了

茭白筍還老實長著斑點

想念牛，草都老了

鼠吃不慣素食紛紛私奔

眾虫矜持繼續咬苦瓜

日頭吞不下，蕃薯葉謝了

金針花在地都等乾了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39民國 1 0 2 年 7 月號第 1 7 5 期

菜頭在地還寧做脯也不爛的

德 國 哲 學 家 黑 格 爾（Hegel﹐1770- 

1831）曾提出，顏色的和諧、聲音的和諧、

形象的和諧具有同等意義。在這裡，許達然

對於理解原住民生活艱苦的現實語境，應該

是有一定意義的。就算菖蒲插於門戶上，夜

夜祈求離鄉打拼的族人平安，也一樣是令人

心酸的畫面。每當一遇天災，災區運不出外

的蔬果，連老天都發愁的情景，與期待豐收

的視覺造成情感上的反差；然而，在此表述

中我們不難看到許達然的人道精神依然強烈

存在。它不僅昭示了渴望改變底層生活的歷

史性要求，也凸顯了這種要求難以實現的焦

慮。接著，在詩人 41 歲時發表的〈黑面媽

祖〉中，一樣是許達然極力為漁民爭取的自

由，依然還是必須從政治的無形束縛中才得

以解脫：

阿公去天后宮燒香保庇阿爸討海，

媽祖靜看海，看不到阿爸回來；

不是魚，木魚硬縮著頭。

阿姊去福安宮拜拜保庇姊夫行船，

媽祖靜聽海，聽不見姊夫叫喊；

不是魚，船躲不開風颱。

阿母去慈生宮跪求保庇我換頭路，

媽祖靜看海，看不到我傷發膿，痛：

我拒絕再抓魚後被抓，

不如無國籍的魚。

這些臺語的語素應是蓄意的創作，他以

詩積極地介入社會政治，以文學確立了自己

的現代性追求，也正是這種追求使得許達然

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歸宿和生存支點。如同他

曾說：「我相信文藝力，所以才也寫作，不然

就專心做學者研究歷史與社會了。文學、歷

史、社會應溶和在一起；文學在歷史與社會

情況下產生，也可影響社會與歷史。」就是這

種憂民的悲憫，使此詩裡的故事與人物共存

於詩人的視覺凝視當中，其價值核心仍然是

許達然詩歌所傳遞的「希望我寫的都與社會

及人民關聯」的理想。在臺灣，黑面媽祖是

百姓所熟悉的神祇形象。詩裡引申的是，討

海人生活的辛酸，且隱含著臺灣因國家定位

尚未被多數國家認同，間接道出了因無國籍

而出海捕魚者，連魚都不如的悲哀。詩的語

調是低沉的，且不斷震蕩擴散。最後，介紹

這首〈新村〉，在敘述效果上，再次確認了許

達然對於「歷史是一種解釋，從這裡看，文

學和歷史便可以連在一起。」這段自白的依附

與追隨：

天。雲廢耕後，日頭蹲下來親視

無田的牛低頭咀嚼自己的影子

疏忽

春天那年携雨來約我外出

我竟不領情躲起來讀柏拉圖

詩人用「日頭蹲下來親視」（視覺）、「無

田的牛低頭咀嚼自己的影子」（觸覺）來描寫

現代化的新村，「春天那年携雨來約我外出」

（聽覺），最後一句，讓讀者的思維隨著種種

感覺的轉換不斷跳躍，跟著進入詩人閱讀的

審美世界。此詩藝術的手段，似乎是許達然

為了表達「反農田廢耕」後各地農事普遍蕭

條的感知；毋寧把關注的重心，轉移到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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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透露出來對農民的憂思情緒。

以上這些詩歌著力於許達然的思想傾

向，詩的結構謹嚴，條理清晰；且透過通感

技巧的運用，藉以突破語言的局限，也豐富

了審美情趣。就選題而言，許達然向來喜歡

有哲學深度的思想家。如能細讀其詩，較之

其它散文作品，視野應更為開闊。他以探尋

臺灣文化史發展的基本走向，尤其是對歷史

的研究時段、主題範圍，是很有學術意義

的。許達然主張，「寫作，不能失去創造力和

格調。」晚年的他，詩風更趨於內斂、反諷或

抒寫寓言風格。他是位熟諳英、法、日語，

曾獲美國傅爾博萊特等研究獎金的學者；在

臺灣社會史這一研究領域上也充分運用其學

術資源，並以詩文予以拓展與深化文學中加

以多重層面實踐應用。

  崇高美的追求與臺灣史研究的學者

許達然寫詩文時，能引出自覺批判的透

射，以及對臺灣社會本身的關注。他曾明確

表示，忍耐孤獨，是必要的修養。以及「到

底我們不是政客，只能用文章關心社會。文

學能影響人的心靈，但要改變社會是不容易

的」。然而，身為一個有覺悟的詩人學者，

他要在文學作品中去追求罕見的崇高美；因

此，在其深刻的思維下，透過樸拙的文字，

在在說明許達然的詩在表現崇高美時正是從

底層文學去表現生命的偉大、心靈的堅強與

崇高的。

比如他寫東門城下的攤販、被綁赴刑

場的猪隻、被强制拆屋的住戶、廢氣污染下

的木麻黃、垃圾堆中的人生故事等等，均能

展現出巧妙而準確的喻象，能把他生命的熱

力與對文學寫作的堅持突顯出來。我認為對

其文學的正確評價應涵括四個層面：第一是

詩歌，第二是歷史，第三是散文，第四是文

化史。這四個層面就像四個同心圓，光明清

瑩；他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其空明的

覺心，映照許達然澹泊的一生，在臺灣史研

究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評家甚至認為，

他的散文含蓄蘊藉，似乎比詩更好。對此，

我認為，許達然出身於臺南一個貧困的家

庭，勤學刻苦以致弱視重聽。他用生命書寫

的詩歌，我們應可以感受得到其語言的情

趣，而能給人以深刻的啓示的。  

注： 轉引自《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商務印

書館，1980 年版，第 2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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