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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究柢 本地詩學論述以西方為主體 反而將漢字創作視為 他者 的狀況 本來就是全球化架構下極

易生成的文化現象 奚密 1998 就指出

採取類似觀點者如廖咸浩 1996 444 也指出 在台灣後現代詩書寫中 諸如電腦詩 科幻詩等類型作

品都屬國際化傾向較濃者 此一國際取向表面上有迎向西方思維的表現 實際上也自本土  鄉土聚焦或 畛域

化 territorialization 取向逃逸的意味 足證在後現代詩與數位詩的架構下 創作者其實面對的是一個多重

視野的環境

如果依照簡政珍 2004 148-151 歸納整理西方主要後現代詩學理論後 所得結論 後現代詩理論具有

雙重性或是雙重視野 意指所有的符徵以及文字事件不是純然的偶發的事件 或是沒有輕重的遊戲 評論者必

須體會 後現代詩同時進行批判兼而自我反思 同時論述政治也進行個人自省辯證 同時從事模仿又揶揄 既

強調未定性但又不等同於虛無主義 因此 評論者必須精於如何在文字裡的空隙與斷層裡看到播散的自我 在

嬉戲中感受到嚴肅 在表現的無意義中體現意義 因而 簡政珍建構出一套具有 雙重視野 的評論體系

評論者從 雙重視野 的理論入手 重新解讀詩作 固然可以更有效地從結構 意象與嬉戲中 考察空隙

中的美學 流動的意義與嬉戲中的深意 但在數位詩創作的領域內 雙重視野 的評論體系尚不足以說明下

列兩個層次的問題 其一 在形式上 數位詩創作具有尋求 跨媒體互文 的前衛性格 其二 創作者與傳統

互文過程中 涵化於抒情傳統的語言 結構 抒情言志與追求和諧的創作理念

如果進一步觀察孕育在九○年代後現代美學中的數位詩 對於後現代式的 挪用 拼貼 嬉戲

均不陌生 特別是運用新技法 新軟體 新媒材等表現方式上 用西方的術語 強調解構策略 政治 POP 和

藝術遊戲 也更為呈現個性化 邊緣化的風格 誠如王岳川 2001 298 指出 當代中國藝術中出現了後現

代 耗盡 式的虛無感 一種玩世不恭中的深切的憤世嫉俗 一種標新 西方 立異 東方 中的 後殖民

式 的無可奈何 如是的觀察似乎完全抹殺了後現代的積極面 後現代不是單純的好玩或謾罵 同時背負著

龐大的使命感 只是不再以沉重的形式展現其政治企圖心與顛覆力 而作者關注的政治是宏觀層面 macro-

level 的政治 廖咸浩 1996 無論是無可奈何或是政治言說 上述的文學批評形式 缺漏了一個重要的面

向 就是透過尋找前衛藝術 後現代詩以及數位詩中的抒情聲音 以下本文試著從以當代數位詩中明顯具有

與古典文學 圖像互文 的作品為例 藉由 抒情式評論 分析數位詩作者意圖展現語言與結構中隱藏的

抒情聲音 抒情言志的關懷 以及追求和諧與形上境界的努力

數位詩語言與結構中隱藏的抒情聲音

數位詩作品在語言與結構上 由於整合了多媒體 因此更能透過數位質感的語言 追求簡潔 意在言外的

形象或聲音 表達出抒情的聲音 由於在跨媒體互文以及後現代美學的影響 許多數位詩揉合了新科技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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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以唐詩為底稿的 八陣圖 蘇紹連以 詩擺陣勢時設下圈套 找誰的名詩來破解 為創作理念 要

讀者在杜甫的名詩 八陣圖 上點選與戲耍 拼湊出另一首題 遺恨 的詩 全文如下

整個遊戲的過程 杜甫的詩句旋轉錯置宛如一個迷障 而內在的抒情聲音 在解開 圈套 時 同時出現

遺恨 這首 以詩論詩 的作品 蘇紹連在詩中 不僅激烈地將自身器官幻化為 意欲排設在

歷史 虛構的小說 現場 同時質問杜甫 遺恨失吞吳 所下的斷言過快 也讓後人對於孔明的價值判斷取

決於戰爭的勝負而已 蘇紹連顯然不願意以 成敗論英雄 不輕易將 詩止血包紮 的想法 一方面 留下

更多意在言外的歷史評價 二方面 更貼合大眾對於孔明的讚嘆與情感

數位詩追求和諧與形上境界的努力

如果套用張淑香的說法 蘭亭集序 敷演出貫穿時空的共存意識 那麼數位詩中 也有掌握了跨媒體互

文特性 期望能探究心與物和諧的作品

黃心健應當是目前最能掌握數位媒體多樣性的作者 他所設計與創作的 心之鯉 電腦構圖而成的文字

詩句鯉魚 藉由投影飼養於展示場地的牆上 緩緩遊動 觀賞者可用影子遮斷鯉魚的游動路徑 鯉魚會自動地

轉向 閱讀的過程必須以身體配合動畫動作 方能感受到 心之鯉 的游動

在形式結構上 整個作品完全由 心 構成 黃心健表現出文字符號矛盾的面向 一方面 人必須透過語

言文字與符號相互溝通 而符號文字使人類得以互相瞭解與合作 另一方面 外在的世界 雖說由語言與符號

所建構與改變 但相對於內心世界的隱晦與神秘的 文字卻往往無從充分展現出真實的意涵 在沒有其他更為

可靠與有效探求真意的媒介出現之前 文字畢竟是唯一可以探索內心世界的工具 作者表示

黃心健顯然想透過身體 文字與心的觸碰 舞動與翻轉的複雜關係 彰顯出如何從內心將自身想法引導出

來的 道 如是的詩作 自有安頓群體或個人心靈的積極作用

另一組值得討論的作品 則為姚大鈞的 華藏香水海 京都龍安寺枯山水對坐  贈恆實法師

虛井 以及 蓮悟 蓮霧 蓮舞 蓮悟 等系列佛教數位詩 無論是 京都龍安寺枯山水對坐  贈恆實法

師 沒有動用任何文字 僅以變幻的色塊 澄淨地闡釋靜坐冥想間的思維變幻當下 用以比興的心 物關

係 生動地不落言詮 把禪宗 不立文字 3 的觀念落實 或是 蓮悟 蓮霧 蓮舞 蓮悟 中 動用多媒體

的動畫與音樂 把密教曼荼羅的手印轉化為動畫 並配上東方冥想音樂 希望透過蓮花般的手印變換 考驗讀

者是否藉由閱聽悟道 作者把數位詩的境界 通往形上世界的和諧觀念中 可謂另類的共感與抒情聲音



數位範例四 心之鯉數位範例三 八陣圖

結論

本土文化資訊漸趨弱勢 在美國 日本等國挾其經濟優勢 鼓吹國際化 現代化與自由化的風潮下 業已

引起反動的檢討 不過 維繫文學主體性的論述與作法 未必要以與科技對立 獨尊本土性或是崇尚傳統文化

等單面向的方式達成

本文以互文性與抒情傳統理論解讀華語數位詩 分析在數位漢字創作中美學觀點衝突與調和之道 可以發

現 數位詩創作雖然從 跨媒體互文 的方式 開創出新的文學體類 但並非一種漠視或貶抑漢字美學的 文

學革命 在後現代語境中 雖然數位詩創作者已經無從回歸古典文學的語境 但也不至於只是西方帝國主義

文化的被動接受者 詩人在數位的拼貼 諧擬 解構與嬉戲當中 透過抒情傳統的涵養 成功地自我轉化成為

能動者 從事集體性的身分反抗

期待藉由 抒情式評論 分析數位詩 既然已經充分顯現出 數位詩作者意圖展現語言與結構中隱藏的抒

情聲音 抒情言志的關懷以及追求和諧與形上境界的努力 那麼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的文學風景 應當有更為

深刻與多樣的內涵

■　注釋

簡政珍羅列出 從羅青 的 七○年代新詩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 以及 總序 後現代狀況出現了 開始 經由張漢良於 年在爾雅出版 七十

六年詩選 的提倡 廖咸浩在 年及 年分別發表的 離散與聚集之間 八○年代後現代詩與本土詩 與 悲喜末若世紀末 九○年代的台灣後現代詩

的論述 以及蔡源煌和鍾明德的論說 再到孟樊一連串有關後現代的著述 大致所呈顯的是單方面的平面觀察 此一分析揭顯了台灣後現代詩學的實際風貌 殊值

參考

李益 唐代詩人 字君虞 隴西姑臧 今甘肅武威 人 大曆四年 登進士第 建中四年 登書判拔萃科 因仕途失意 客游燕趙 貞元十

三年 任幽州節度使劉濟從事 獻詩有 感恩知有地 不上望京樓 獻劉濟 之句 貞元十六年南遊揚州等地 寫了一些描繪江南風光的優美詩篇 元和

後入朝 歷任秘書少監 集賢學士 右散騎常侍 太子賓客 左散騎常侍 大和元年 以禮部尚書致仕 李益是中唐邊塞詩的代表詩人 他擅長絕句 尤工七

絕 今存 李益集 卷 輯入朱警 唐百家詩 和黃貫曾 唐二十六家詩 李君虞詩集 卷 輯入 唐詩百名家全集 二酉堂叢書 本 李尚書詩

集 卷 事蹟見 新唐書 本傳 唐才子傳 卞孝萱撰 李益年譜稿 載 中華文史論叢 年第 輯 譚優學撰 李益行年考 見 唐詩人行年考

禪宗典籍中有關破名相 破執著 涅槃妙心 實相無相 微妙法門 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 等觀點可參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