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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芳

……尼采意義上的力量（force）或權力……尼采意義上的力量（force）或權力

（power）均來自外部，由此折疊了存有，（power）均來自外部，由此折疊了存有，

就形成為權力存有。權力—存有引進不同就形成為權力存有。權力—存有引進不同

的要素，一個不能形式化或為形式化的外部的要素，一個不能形式化或為形式化的外部

力量出現，和改變了結合。……如果權力—力量出現，和改變了結合。……如果權力—

存有是第二形象，那麼第一形象是知識—存存有是第二形象，那麼第一形象是知識—存

有，權力—存有是知識—存有的外部，不能有，權力—存有是知識—存有的外部，不能

形式化或為形式化的外部，使知識—存有的形式化或為形式化的外部，使知識—存有的

力量出現，……權力—存有是外部沒有輪廓力量出現，……權力—存有是外部沒有輪廓

的流動線，正因為權力—存有對立於知識—的流動線，正因為權力—存有對立於知識—

存有……轉化任何存有論的雙重和雙重化的存有……轉化任何存有論的雙重和雙重化的

幻覺主題……這是權力策略領域對立於知識幻覺主題……這是權力策略領域對立於知識

的層起領域。的層起領域。

—趙衛民，《德勒茲的生命哲學》趙衛民，《德勒茲的生命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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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觀點，觀點很重要，不要神話，不

要違背事實。

我非常反對不從知識層面切入，而從神話

去傳遞不是真實的濁水溪知識的說法。

趕快坐下，牠們就知道妳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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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我是在溪州從小到大住了一輩子

的 !

相見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妳知道日月潭的水哪裡來嗎？

日月潭的水來自濁水溪，很多民間傳說都

神話了濁水溪，所以觀點，觀點，觀點很重要，

不要神話，不要違背事實，我們要講知識。

文學，應以知

識為基礎發揮。

渾沌初開之時，濁水溪的源頭在合歡山主

峰與東峰之間的佐久間鞍部形成，湧現第一波的

浪濤，剎那間風起雲湧，山河震撼，浩浩蕩蕩的

長河就此奔騰而下。

濁水溪水一直到出海口，都是滾滾濁水。下

游一帶的居民流傳著兩則濁水傳說，一說是源頭

各有一隻金泥鰍與金鴨，金鴨為了捕捉金泥鰍，

而金泥鰍為了躲避金鴨，便往水裡的泥沙深處猛

鑽，就這樣把溪水弄濁了。另一說是有一尾巨大

的鱸鰻，時常在源頭翻滾打轉，溪水因而混濁不

堪。老一輩的人也傳說，濁水溪的溪水若變清，

即表示要改朝換代了。

事實就是，濁水溪因夾帶含有機質的泥

砂，灌溉出全臺灣最肥沃的彰雲平原，黑色奇萊

山系的石墨片岩幾經狂暴的溪水湍急沖刷，形成

氾濫淤積的黑泥濁水。而溪水會變清，則是因為

久旱少雨，溪水缺乏擾動，水量小、含砂量低，

水質才會變得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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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聽見萬棵大樹的千年魂魄

在山林間無依飄盪

因無處著力

抓不住土石的奔流而哀哭

這是今日砍樹、他日子孫遭殃的伐木大

亨。

〈土地從來不屬於〉

土地，從來不屬於

你，不屬於我，不屬於

任何人，只是暫時借用

供養生命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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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片土地的子民

也都只是暫住

………

土地，孕育豐饒多變的

生命，綿延不息

………

今日活著的我們

明日即將離去

何忍放任永無饜足的貪念

吞噬有限的山林溪流綠地

成為不肖的祖先

如何向子孫交代

………

我的愛戀有多深，我的憂傷就有多沉痛。

……

而我的足跡、我的身影和汗水

牢牢連結廣大溪埔地

無論擴張又擴張的經濟風潮

如何刺痛我信靠大地的愛戀

我仍願緊密守護每一寸黑色土壤

經常有人向我宣揚寬恕

透過文字、講述或電子媒體

甚至建造一座一座紀念碑

肅穆地誦讀祈禱文、演唱紀念曲

這是何等崇高的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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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該沒有任何質疑

……

那不斷編導人世災難的強權

也有權利宣揚寬恕嗎

那從不挺身對抗不義……

也有權利宣揚寬恕嗎

……

然而每一道歷史挫傷

都結成永不消退的的傷疤

……

……

就像阿公和阿媽

為阿爸織就了一生

綿長而細密的呵護

孩子呀 !阿爸也沒有任何怨言

只因這是生命中

最沉重

也是最甜蜜的負荷

這首被選入國立編譯館國中課本第二冊，

將近 20 年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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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農婦》中的〈不驚田水冷霜

霜〉也被收錄在國中課本裡……

「我記得……康

軒版或南一版的五專國文教科書……好像在這

裡……

找到了，

這本 !

這裡面有整理出一個表格，有關我的不同

作品收進教科書的時間表，寫得很詳細。

負荷，永遠是甜蜜的

正如

泥土永遠是芬芳的

寫詩，正如農人的勤勤懇懇　點滴辛勞

卻從不迷戀玄奧哲理與浮泛空想

或許也藉此控訴

人世間許許多多文過飾非的不公不義

但本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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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只是一種樸實　一種誠懇

和一副詩人與生俱來不輕易妥協的傲骨

謹獻與吳晟先生

漫長的此階太長、太寂寥

請陪我，也讓我陪你

仔仔細細的踱到盡端

……

讓我在你臉上、在你眼中

踏青

……

可能，我將無甚功名

引不來掌聲榮耀你

請相信，我的柔情

必定一直牽引你、守護你

……

此階將更長，但不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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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鷗之與波濤

我們認識了；

海鷗飛去，波濤滾滾流開，

我們也分別了。

你說，你即將遠行，即將去遙遠而陌生的異

國，尋求你的夢想。你說，得之我幸，不

得我命，如此而已。你的聲音淡如掠過樹梢

的微風，冷如北國的雪片，彷如是在敘述一

則和你我完全無關的傳說。…但我知道，我

的內心洶湧著怎樣激動的風暴。……送你遠

行，以我的沉默；猶之你以沉默向我告別，

沉默之外如有言語，且收藏起來吧 !……

……你錯了，所謂夢想等等，並非定要飄

揚出海才能證明，我的夢想，就在我們生於

斯、長於斯的故鄉。

我們全心全意愛你

有如愛自己的母親

並非你的土地特別芬芳

只因你的懷抱這樣溫暖

並非你的物產特別豐饒

只因你用艱苦的乳汁

養育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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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唏噓安慰不了你的憂愁

皺眉挽救不了你的苦痛

若是你的骨骼、你的血脈、你的肌膚

一再遭受破壞

你還能稱為美麗之島嗎

制止他們啊、制止他們

用我們嚴肅的聲音

用我們不容曲解、不容敷衍的聲音

制止他們再傷害你、再糟蹋你

這首詩發表於 1981 年，當時我已經察覺

到政府美其名為發展經濟，實則在漫無節制地破

壞臺灣山林，汙染環境，教後代子孫如何在臺灣

安身立命，為此，我時常感到憂煩。

我回想我小時候，我發現自己一直是個體

制內改革者。

與樹約定

趕上早春時節，

相約一起來種樹，

我們會細心看顧，

親密陪伴，

傳給一代又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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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這種體制內改革性格，其來有

自。

後來我發現，在體制內尋求建言，是可以

被接受的溝通方式。而抗爭，是最後不得已的手

段，通常是溝通不了了；因此我從年少就養成這

種體制內改革的習慣。

這是體制內改革的成功。

……母親又再感嘆：米飯越來越不香了 !

聞不到以前香噴噴的味道。

……農藥啊，大家拼命地噴農藥，一期噴

好幾次，怎麼可能有香味？

母親的聲音從剛才的低嘆，轉而高亢起

來：賺錢也要憑良心啊，明明知道有毒還要摻進

去，太不顧道德了，人命難道比賺錢還不重要

嗎？他們的子孫不住這裡嗎？

……難道眼看他們打得流血流滴也不管

嗎？我老人家他們多少要聽幾分……他們只是欠

教育容易衝動而已，不是甚麼壞心肝的人……

……

日日，從日出到日落

不知道疲倦的母親，這樣講—

清涼的風，是最好的電扇

稻田，是最好看的風景

水聲和鳥聲，是最好聽的歌

母親常說，土地最根本、

最可靠，人總要依靠土地才能生活。

會熱吧？

我們這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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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株青青的樹，如何

而枝而葉而不怎麼芬芳的花

以多少淒清的夜晚熬著屈辱

如何，在一本小詩刊上

有人讀到我小小的才華

那只是一件非常偶然的

小小、小小的意外

嘩嘩繁華過後

總有春的碎屑，灑滿我四周

而我是一株冷冷的絕緣體

不趨向那引力

亦成蔭。以新葉

滴下清涼

亦成柱。以愉悅的蓊葱

擎起一片綠天

啊，我那時就開始寫樹了 !

我寫的詩，莫不是根植於踏實的

生活土壤中，而經長時間的體會醞釀，才緩慢發

芽、成形，而以鮮活熱烈的血液記錄下來。

寫

詩的目的是甚麼？

文學創作的天地固然寬廣，但如

果想說的話不敢說，一味地掩藏畏縮，空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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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那還有甚麼資格奢談其他？我寫詩，就是要

捍衛公平正義。

千萬張口，疊成一張口

—一張木訥的口

自始至終，反反覆覆地唱著

唱著那一支宿命的歌

唱著千萬年來陰慘的輝煌

……

那麼，寫詩的最大悲哀

也許是除了寫詩

不知道還能有甚麼方式

可以對抗生命的龐大悲哀

而我仍繼續寫詩

或許是大地的愴傷、人世的劫難

一再絞痛我的肺腑

………

只有求取詩句的安慰

一個人如不能追隨同伴的腳步，或許是因

為他聽到不同的鼓聲，就讓他跟隨自己所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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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繼續前進吧，不管有多遠。

你問我平靜近乎安逸的

晚年，還有甚麼牽掛

為何滿臉滄桑

每一道皺紋，掩藏不住憂傷

……

我確實經常滿懷憂傷

憂傷抵擋不住

夾開發為名的洪流，繼續氾濫

掠奪了山林、掠奪河川

……哪裡還有安身立命之處

關注公眾事務是天性，我有時忍

不住叨念她幾句，是不要她也承受我曾受過的

苦。

寫作本書，無意妄想什麼『平反』，

只是期盼還原事實，探索如何『起風』、風勢如

何吹襲，揭開暗藏的『玄機』，留下紀錄，作歷

史見證，提供整個社會共同省思。

……發發牢騷罵罵人吧

盤算盤算工錢與物價吧

伊娘—這款人生

該來不來，不該來

偏偏下個沒完的雨

要怎樣嘩啦就怎樣嘩啦吧

伊娘—總是要活下去 



148

……他正年輕

雖然一再承受激烈的震盪

烈火焚燒、還有斧頭利鋸烙下的傷痕

和共同走過艱苦的臺灣一樣，深刻的痛

讓他成長、再成長

擔任資政，有沒有甚麼壓力？

我對社會有許多懷抱，資政這個職位，讓

我擁有建言權，有機會可以將民眾的想法、意見

上達天聽。

吳晟老師與蔡英文總統合照（吳晟老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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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越大，責任

就越大

但是，對於這個職位，我並不戀棧，我恆

常認為，詩人，才是真正的我。

以後我的墓碑一定得刻上：詩人吳晟。

逐年老去的的歲月中

逐年放捨人世的眷戀

該退席的時候

就坦然離去

……

如果還有甚麼堅持

我只確知

我雖已老，世界還年輕

枯藤老樹昏

鴉 大漠孤煙直，長河落日圓

……鄉愁，你依然是小小島嶼上

最暢銷風行的詩情嗎？

鄉愁，你是甚麼模樣

是心靈深處的寂寞

還是拒絕島嶼認同的藉口……

當生命陷落時，詩，是我唯一的

救贖；寫詩，像在談戀愛，可遇而不可求；而散

文，像是交朋友，有理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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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呢，咱佇遮相會

真有緣，雖然無偌久

互相招呼，互相祝福

以前留落來的人情味，真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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