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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一九七○與八○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特質分析的基礎上，繼續進行九○年代部分之

調查研究。雖然受到網際網路逐漸興起的影響，紙本印刷品自九○年代開始衰退，本文仍從自擬年表

中選擇六家新興詩社／詩刊：「蕃薯」（1991 年創刊）、「臺灣詩學」（1992 年創刊）、「植物園」（1995

年創刊）、「雙子星」（1995 年創刊）、「晨曦」（1996 年創刊）與「藍星詩學」（1998 年創刊）。透過文

獻解讀與分析詮釋，本文嘗試指出九○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具有以下五項特質：一.文學社群在

紙本／網路上之力量消長；二.不靠刊物彰顯詩觀，缺乏特定美學主張；三.成員游離組織渙散，唯學

院化傾向明顯；四.詩寫臺灣在地經驗；五.提倡臺灣本土語言。 

關鍵詞：蕃薯詩刊, 臺灣詩學季刊, 植物園詩學季刊, 雙子星人文詩刊, 晨曦詩刊, 藍星詩學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s emerging poetry societies and poetry journal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is article continues to conduct some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in the 1990s.  Affected by 

the gradual rise of the Internet, printed materials have declined since the 1990s. However, this article selects six 

emerging poetry clubs and poetry journals from the self-made chronolo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Sweet 

Potato" (founded in 1991) , "Taiwan Poetics" (founded in 1992), "Botanical Garden" (founded in 1995), "Twin 

Stars" (founded in 1995), "Dawn" (founded in 1996) and "Blue Star Poetics" (founded in 1998). Through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e following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s emerging poetry societies and poetry journals in the 1990s: 1. The power of the 

literary community on paper / online growth and decline; 2. It does not rely on publications to show poetry. 

Lack of specific aesthetic propositions; 3. The members are loose and organized, but the "Academic Trend" is 

obvious; 4. Poems write about local experience in Taiwan; 5. Advocate Taiwan's native language. 

Keywords: Sweet Potato, Taiwan Poetics, Botanical Garden, Twin Stars, Dawn, Blue Star Poetics 

1． 

與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不同，結社和辦刊，可

謂臺灣新詩創作者常見之文學行為。詩社與詩刊，也因

此一直是臺灣新詩研究上的重要面向。譬如日治時期的

「風車」、一九五○年代的「現代詩」、「藍星」、「創世

紀」與六○年代的「笠」，都堪稱是臺灣新詩史上最為

資深、最具代表性的詩社／詩刊。但七○年代以後創辦

的新興詩社／詩刊，其成員大抵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

後出生的青年詩人（可稱為「戰後世代詩人」），其團體

數量也後來居上，籌組詩社時亦普遍具有鮮明性格及命

名訴求。受限於經費匱乏、社員游離、組織鬆散等因素，

這些新興詩社／詩刊一旦達成階段目標，就大多走向解

體之路，宛如文學史上的流星般倏起倏落。但它們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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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過面貌迥異於昔的新人新作，激發起詩壇內外的改

革意識，大有助於臺灣現代詩逐步蛻變。明乎此，自七

○年代以降誕生的臺灣新興詩社／詩刊縱使發行期數較

少，存續時間偏短，吾人仍應就其特質予以分析歸納。 

筆者曾撰寫〈一九七○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特

質析論〉一文，指出七○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具有

以下五項特質：
1
 

 

一.主動積極向外部連結 

二.鼓動敘事詩和小詩潮 

三.民族傳統及現實意識 

四.詩與各種媒介之結合 

五.編目整理到詩史企圖 

 

又續作〈一九八○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特質析論〉，

說明八○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之五項特質為：
2
 

 

一.路徑殊異卻奇特並存 

二.解嚴前後之編輯策略 

三.名詩會審及詩評詩論 

四.年輕出擊與合縱連橫 

五.從政治詩到後現代詩 

 

會指出這些新興詩社／詩刊之特質，並非出於研究

者的自由心證；而是以各時期具代表性之詩社／詩刊為

對象，進行逐期編目、探勘追索和調查研究。選擇了

「編目」這類素樸的研究路徑，其目的並非自限於「搶

救孤本」或「保存文獻」，而是欲從蒐集與調查過程中，

判斷彼時各家新興詩社／詩刊之相對位置、共通點與特

殊處，替學術界未來之詩歌評論與詩史寫作，提供較為

翔實的參照座標。史料的考訂、辨偽及核實，當有利於

詩社／詩刊編目之「記錄保存」；但吾人更需要進一步

延伸至「論述詮釋」，才能掌握各家之編輯策略、傳播

方式與「守門人」（gatekeeper）特質。 

新詩發展迄今已逾百年，建構臺灣的「詩刊學」，

可謂此其時矣。但除了要讓編目之「記錄保存」延伸至

研究之「論述詮釋」，還需要有可供檢索、瀏覽、下載、

運用的數位資料庫（database），呈現本地歷來各家詩

刊之成果與功過。這樣的資料庫應該包括各詩社／詩刊

的基本資料（如結社時間、創刊及停刊時間、刊期、發

行人、發行處等），每期篇目、封面影像，讓使用者可

以利用數位資訊工具，了解臺灣新詩的階段發展及個別

變遷。資料庫預設之檢索欄位，應包括詩刊名稱、專號

（專輯）名稱、發行人、編輯者、篇名、著者、譯者、

頁碼等，並提供布林邏輯運算，能結合多種欄位同時查

詢，支援從現有結果再搜尋之功能。筆者曾經從事數位

典藏架構之規劃、人文活動辭條之編纂、使用功能及介

面之優化等任務，深知資料庫是今日數位時代窺探與認

識文學發展的重要管道。譬如由台北市文化局所設之

「數位台北文學館」，建置了臺北文學季、臺北文學獎、

臺北詩歌節、漢字文化節之數位資料，加計原有之華文

文學作家資料庫共近 700 名，照片 1300 餘幀，影音資

料 50 餘筆，並自 2014 年 5 月起開放資料查詢及加值利

用。
3
更為重要的是由國立臺灣文學館推動之「臺灣文

學期刊史編纂暨藏品詮釋計畫」，與其建置之「臺灣文

學期刊目錄資料庫」。網站中「資料庫說明」部分寫

道：「自 2009年 5 月起至 2011 年 12 月，完成二階段日

治時期（1910-1945）與戰後初期（1945-1949）共 56

種文學期刊，目前進行編製第三階段五○年代 40 種文

學期刊中。」經查，此資料庫迄今停留在「五○年代期

刊資料已開放、六○年代期刊資料待上傳」。
4
如此重要

的文學期刊編目資料，止步於五○年代上架、六○年代

編成的狀態多年，對關心臺灣文學典藏及期刊史料編目

狀況者，恐怕還是不無遺憾。職是之故，吾人應有必要

在七○、八○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特質分析的基礎

上，繼續進行九○年代部分之調查研究，當有益於未來

臺灣「詩刊學」之建構。 

2． 

若要開展上個世紀九○年代臺灣的新興詩社／詩刊

調查研究，必須先認識到一點：九〇年代的詩社或詩刊

就數量而論，遠少於七○與八○年代——這當然跟網際

網路逐漸興起、紙本印刷品開始衰退的趨勢有關。
5
雖

然如此，還是可以試作一份「一九九○年代臺灣新興詩

社／詩刊年表」，呈現如下： 

 

創立年 月份 新興詩社／詩

刊名稱 

詩社成員或出版

期數等資訊 

一九九

一年 

六月 《詩象》叢刊 由方思、尹玲、

宋 穎 豪 、 陳 寧

貴 、 彭 邦 楨 發

起 ， 共 出 版 五

期。 

一九九

一年 

七月 《后土詩刊》 由陳秋白等人創

辦，半年刊。 

一九九 八月 《海鷗詩刊》 為同名詩刊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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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刊 ， 於 屏 東 出

版，海鷗詩社發

行。 

一九九

一年 

八月 《蕃薯詩刊》 台語詩刊，主編

林宗源，發行人

陳明仁。 

一九九

一年 

十月 《世界詩葉》 
借《世界論壇報‧

新詩天地》版面

設刊，逢雙週出

刊一次，主編劉

菲。 

一九九

二年 

十二

月 

《臺灣詩學季

刊》 

由尹玲、白靈、

向明、李瑞騰、

渡也、游喚、蕭

蕭、蘇紹連八人

共同集資興辦。 

一九九

三年 

一月 《中國詩刊》 創刊於台北，發

行人周伯乃。 

一九九

三年 

一月 《小白屋幼兒

詩苑》 

創立於台南，發

行人薛林。 

一九九

三年 

六月 《谷風》 創 刊 於 北 縣 中

和，發行人李彥

鳳（莫野），主編

關雲。 

一九九

三年 

十二

月 

《晨風四季》 出版試刊號，由

巴陵野、葉向榮

主編。 

一九九

四年 

十二

月 

《四度空間》 復 刊 號 （ 第 八

期）以「惟情是

問」為主題，總

編輯林婷，主編

許大維。 

一九九

五年 

一月 《植物園詩學

季刊》 

創刊於台北，由

40 名校園詩人組

成，為大學跨校

型校園詩刊。先

後由楊宗翰、孫

梓 評 擔 任 發 行

人，創刊號主編

林思涵，第二期

主編林怡翠，第

三、四期主編何

雅雯。 

一九九

五年 

六月 《雙子星人文

詩刊》 

創刊於台北，總

編輯楊平，曾架

設雙子星詩刊網

站討論區。  

一九九

五年 

八月 《詩世界》 創刊於台北，社

長犁青，主編張

默，為「國際華

文詩人筆會」會

刊。 

一九九

六年 

七月 《晨曦詩刊》 創 立 於 澎 湖 馬

公，由高世澤等

人發起，為一份

先於網路（ BBS

電子布告欄）發

表，後選刊於平

面紙本之詩刊。 

一九九

六年 

八月 《詩歌藝術》 創 刊 於 北 縣 中

和。發行人文曉

村，社長王幻，

主 編 麥 穗 ， 為

「中國詩歌藝術

學會」會刊。 

一九九

七年 

一月 《乾坤詩刊》 由乾坤詩刊雜誌

社出版，發行人

藍雲，結合古典

詩 詞 與 現 代 詩

作，將兩者同時

刊出。 

一九九

七年 

六月 《 菅 芒 花 詩

刊》 

由菅芒花台語文

學會發行，共 3

期，至 2000 年 9

月 30 日改為推出

革新號第 1期。 

一九九

九年 

三月 《藍星詩學》 由藍星詩學季刊

社出版，以淡江

中文系為基地，

趙 衛 民 任 總 編

輯。 

一九九

九年 

十一

月 

《銀月詩報》 創刊於台北，為

A4 規格之紙張一

頁 ， 由 銀 色 快

手、若月玲瓏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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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為彼時少數

將網路文學轉化

為紙本形式的刊

物。 

 

若以影響力、突破性、訴求新三點作為判斷標準，以下

六家應為九○年代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新興詩社／詩刊：

「蕃薯」（1991 年創刊）、「臺灣詩學」（1992 年創刊）、

「植物園」（1995 年創刊）、「雙子星」（1995 年創刊）、

「晨曦」（1996 年創刊）與「藍星詩學」（1998 年創刊）。

之前筆者同樣以影響力、突破性、訴求新這三點為標準，

自七○年代選出了「龍族」、「後浪」、「詩人季刊」、「秋

水」、「草根」、「長廊」、「風燈」與「陽光小集」八家，

並自八○年代選出「漢廣」、「春風」、「四度空間」、「地

平線」、「兩岸」、「新陸」、「薪火」、「曼陀羅」八家，逐

一進行詩刊編目與詩社調查，盼能更加準確地掌握各階

段台灣新興詩社／詩刊之特質。而九○年代台灣最具代

表性的這六家新興詩社／詩刊，其發展情況與獨具特色

可描述如下：  

 

2.1 蕃薯： 

1991 年由林宗源、黃勁連、林央敏、李勤岸、陳明

仁等人發起、創立的「蕃薯詩社」，是全臺灣第一個台

語詩社。《蕃薯詩刊》為「蕃薯詩社」的同仁刊物，也

可以說是史上第一本純台語的文學雜誌。1991 年春節

期間，家住台南市西門路的林宗源邀集了朋友至家中聚

會，商議成立一家台語詩社。他們推派林央敏將宗旨化

做條文並做出發起函，廣邀台語文人士參與。1991 年 5

月 25 日「蕃薯詩社」於台南神學院正式成立。8 月 15

日《蕃薯詩刊》第一期出刊，由黃勁連擔任主編，至

1996 年 6 月 10 日第 7 期出刊後停刊。該社主張用臺灣

本土語言創造正統的臺灣文學，鼓吹台語文學、客語文

學及臺灣各先住民母語文學創作。他們希望作品能夠表

現社會人生、反抗惡霸、反映被壓迫者的艱苦及大眾的

生活心聲，並致力於提昇台語文學及歌詩的品質，追求

台語的文字化及文學化。 

 

2.2 臺灣詩學： 

1992 年創立的「台灣詩學」，是本文所選六家中

唯一倖存至今者，也是筆者認為一九九○年代臺灣最重

要的新興詩社／詩刊。「台灣詩學」具有濃厚的學院詩

人（或詩論家）色彩，八位創辦人中僅向明、蘇紹連二

人不算「學院派」，迄今逾 25 年之歷屆社務委員亦皆在

大專院校任教，比七○年代創立之「大地」更像是一家

「文學教授專屬」新興詩社／詩刊。但這不代表他們閉

鎖於學院高牆，自絕於外；從紙本出版到網路論壇，從

詩歌活動到會議研討，從辦獎徵詩到培育後進，該社於

詩事一向走在前列，躬自執行。「臺灣詩學」四分之一

世紀以來的歷程，俱記錄於《與歷史競走——臺灣詩學

季刊社 25 週年資料彙編》。該書包含自創刊迄今 25 年

以來《臺灣詩學季刊》1 到 40 期、《臺灣詩學學刊》1

到 30期、《吹鼓吹詩論壇》1到 30期之詳細編目，並輯

錄了重要文獻與影像紀錄，另編有「臺灣詩學季刊社大

事記（1992-2017）」，與附上一共 100 期之刊物封面全

彩書影。
6
 

 

2.3 植物園： 

跨校際的「植物園現代詩社」結合全台十四所大

專院校，平均年齡十八歲的四十位詩人。該社成立於

1994 年，為當時大專校園最大的跨校性詩社，矢志從

校園出發，培育未來的新詩創作及詩學評論人才。但彼

時新生代作者對「組織」並不迷戀、亦無偏好，這份季

刊最後只出了四期便無疾而終。至 1998 年出版《畢業

紀念冊——植物園六人詩選》一書後，便未以詩社名義

進行公開活動，唯成員仍出版各自作品集或投入詩研究

領域。
7
 

 

2.4 雙子星： 

1995 年創立，成員有楊平、劉釋眠、曾肅良、黃

粱等，出版《雙子星人文詩刊》。該刊辦過「雙子星詩

獎」，設立「雙子星」網站，並曾於雜誌中規劃「新新

詩人專輯」、「大陸晚生代專輯」、「現代禪詩專輯」、「網

路詩專輯」等。詩刊外型採大開本設計，內容則展現出

前衛性與理想性，並有意引介兩岸的青年世代詩人詩作，

皆是這家新興詩社／詩刊的鮮明特色。 

 

2.5 晨曦： 

活躍於「電子布告欄系統」（BBS）裡討論區的文

學社群甚多，1996 年成立的《晨曦詩刊》可說是最具

有指標性的網路詩團體。不像一度聲勢浩大卻在出版市

場上表現不佳的《植物園詩學季刊》，誕生於網路的

《晨曦詩刊》利用「電子布告欄系統」的低成本、易流

通特性，匯聚了眾多詩人參與，並嘗試發掘青年一代作

者所想、所看、所認知的情感主題與思想變遷。該刊以

BBS「詩版」為傳播媒介，提供網友自由發表空間，鼓

勵眾人踴躍張貼最新作品、討論詩學理論、提出詩作評

論。這份處於半封閉狀況下的「電子布告欄系統」刊物，

獲得了彼時網路詩創作者的熱情回應，成立五個月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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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累積了超過一千首詩創作，在版上發表作品的詩人亦

高達五十餘位。
8
《晨曦詩刊》透過「電子布告欄系統」

維繫校園詩人的創作熱情，並一度跨媒介出版、印行了

六期紙本詩刊。其「從電到紙」之逆向發展，堪稱是彼

時一大異數。 

 

2.6 藍星詩學： 

藍星詩社創立於 1954 年，代表詩人有余光中、覃

子豪、鍾鼎文、羅門、蓉子、向明、敻虹等，在臺灣新

詩史上本有其不可搖撼之地位。藍星詩社曾出版《藍星

詩刊》、《藍星詩頁》、《藍星年刊》、《藍星季刊》等不同

形式、開本、頻率的紙本媒體，而該社最後一份紙本刊

物，正是 1999年 3 月 31 日推出之《淡藍為美：藍星詩

學》。一共出版了 24 期的《藍星詩學》，版權頁上雖然

寫著是由「藍星詩學季刊社」出版，其實整個編輯、出

版、發行、管理皆在淡江大學中文系進行，並由該系趙

衛民教授擔任總編輯。這 24 期《藍星詩學》已長出自

己之生命肌理，成員、組織跟風格都有別於昔，實在不

該視為過往《藍星季刊》之延續。與其想方設法欲證明

《藍星詩學》繼承了五○年代老「藍星」之法統，不如

將之當作誕生於九○年代學院內的新興詩社／詩刊。以

該刊主編是張堂錡，執行編輯是唐捐、孫維民，發行處

在淡江中文系，經銷者是臺灣學生書局及書目季刊社，

可以看出《藍星詩學》學院色彩比過往藍星諸刊更為濃

烈——而且以上幾位，從前都不曾是「藍星」詩社成員。 

 

3． 

有了一九九○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年表，加上

對前述六家之詩刊逐期編目與詩社資訊調查，吾人即可

透過文獻解讀與分析詮釋，得出九○年代台灣新興詩社

／詩刊的五項特質： 

 

一.文學社群在紙本／網路上之力量消長 

二.不靠刊物彰顯詩觀，缺乏特定美學主張 

三.成員游離組織渙散，唯學院化傾向明顯 

四.詩寫臺灣在地經驗 

五.提倡臺灣本土語言 

 

分述如下： 

 

3.1「文學社群在紙本／網路上之力量消長」。 

此點可以分別以《植物園詩學季刊》與《晨曦詩

刊》為例，試作說明。1994 年由 18 所大學院校、40 位

校園詩人組成的「植物園詩社」，在發行四期《植物園

詩學季刊》、出版一部詩選《畢業紀念冊》後即告停擺。

該社雖有一定聲勢與青春朝氣，紙本詩刊和詩集卻在出

版市場上表現欠佳。「植物園」走向終止運作，跟刊物

並未有效擴散其影響力不無關係。同樣是由年輕一代詩

人所創辦，1996 年從網路世界出發的《晨曦詩刊》，卻

能藉助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BBS）

此一傳播媒介，爭取愛詩人張貼最新作品、討論新詩理

論、提出詩作評論。相較於過往眾多紙本詩刊，存在於

網路的《晨曦詩刊》沒有發表「頁數」限制，BBS 獨特

之「ID 文化」與「匿名機制」，也讓投稿者享有更寬闊

的「隱身寫作」自由。《晨曦詩刊》以臺灣多所大學

BBS 詩版為傳播管道，創刊五個月內便刊登了五十多位

詩人的一千餘首詩作。它甚至不主張企畫編輯、不開立

邀稿主題、不賦予編選者領導權力，亟欲打造出求平等、

反中心的網路文學烏托邦
9
——迥異於各家紙本詩刊的

激進態度，迅速吸引了更多目光與跟隨者。但在虛擬的

網路世界之外，它也並未完全放棄實體紙本，而是以

「先網路詩版、後紙質詩刊」的編輯策略，還是印行出

版六期紙質化《晨曦詩刊》。該刊擅長在茫茫網海中，

辨識與掌握詩創作者的形貌，如第五期推薦之「主題詩

人」eyetoeye，即為後來從 BBS 躍出、一九七○世代的

重要代表鯨向海（1976-）。
10
 

 

3.2「不靠刊物彰顯詩觀，缺乏特定美學主張」。 

過往台灣戰後世代詩人會勤於結社與出刊，很大

的原因在只有這樣才能「被看見」，以群體之力積極發

聲，爭取不同意見或猶在觀望者認同。所以各家新興詩

刊的「發刊詞」或「編後語」，往往就像一篇帶有強烈

主張的聲明，也藉此標明每個詩社／詩刊的位置及立場。

譬如八○年代有以精緻文化、特殊開本、燙金燙銀來面

對商業市場的《曼陀羅》（1987-1991）；也有大膽探索

過往言論禁區、在戒嚴令末期還每期遭禁的《春風》

（1984-1985）。《曼陀羅》散發中產階級品味，《春風》

心懷社會改革使命，兩份刊物面貌雖然迥異，但他們都

是透過刊物編選行為，來彰顯各自信仰詩觀，以及支持

特定美學主張。相較之下，九○年代臺灣的新興詩社與

詩刊成立時大多沒有特殊立場，或如《植物園詩學季

刊》在創刊詞援引紀弦之「大植物園主義」自詡。類似

這種主張包容、不設前提的海納百川姿態，骨子裡其實

也是一種「沒有主義」之宣告。至於九〇年代環繞

「BBS 詩版」形成的新興文學社群，雖然吸引了比紙本

更多的新詩創作者投稿、參與，但無論是中山大學「山

抹微雲藝文專業站」、海洋大學「田寮別業」或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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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留台生創立的「大紅花的國度」，這些著名 BBS 詩版

上，一樣罕見眾人提倡、催生或形成某種特定美學或詩

觀。 

 

3.3「成員游離組織渙散，唯學院化傾向明顯」。 

與七○、八○年代之新興詩社相較，九〇年代各

家詩社間的藩籬幾乎皆已撤下，「一人多社」也不再是

禁忌。前一項提及之缺乏共同詩觀或美學主張，本來就

很容易讓各詩社間面貌同多於異；再加上受時代越趨偏

向自由氛圍影響，詩社注定只能走向柔性組織，難以要

求成員間的黏稠度，當沒有共同誘因時往往轉瞬崩解。

另一不可忽視現象，是新興詩社參與成員的高度學院化。

這點當然跟九○年代臺灣政府推行的一連串教育改革措

施，以及民間於 1994 年 4 月 10 日發起大遊行活動後，

成立四一○教改聯盟並持續推動「廣設高中大學」等主

張有關。教改某種意義上放寬了過往的大專入學窄門，

大專校院與學生數量也一併攀升。所以九〇年代才會誕

生「臺灣詩學」、「藍星詩學」這類以學者為主導力量的

詩社，或如「植物園」、「晨曦」這般以大學生為主要成

員的跨校性團體。 

 

3.4「詩寫台灣在地經驗」。 

1991 年陳秋白等人創辦《后土詩刊》半年刊時，便

以「土地、人民、人權、尊嚴、自由、精神」這六大宗

旨為創刊理念，並選登黃樹根、林沈默等青年詩人作品。

從《后土詩刊》所列宗旨及所刊作品中，可以窺得解嚴

後詩人的書寫題材大開，在地經驗更是重中之中。《臺

灣詩學季刊》創刊時更直接標舉「挖深織廣，詩寫台灣

經驗；剖情析采，論說現代詩學」，第一期刊載李瑞騰

執筆、署名「本社」的〈發刊辭〉，寫道：「站在九○年

代台灣的土地上，我們無可避免的選擇以台灣為中心來

建構現代詩學。所謂以台灣為中心，首先必須心中有台

灣，我們願以最大的誠信和熱情，從根本上清理台灣的

詩之經驗：我們過去曾經有過什麼？它們是如何形成

的？其變化軌跡如何？現在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面貌？在

特定的歷史和地理條件底下，它和四周到底有過什麼樣

的關係？現今又是如何的相互交流？而當我們以台灣為

中心，究竟能規劃多大半徑的詩之版圖，而又能夠給予

所有權一種合理的解釋？我們將以學術的態度和方法來

面對這一個充滿挑戰的課題。」
11
從「以台灣為中心」、

「詩寫台灣經驗」等語，皆可見《臺灣詩學季刊》欲凸

顯「在地」之用心。 

 

3.5「提倡臺灣本土語言」。 

雖然「台語文學」運動早自一九三〇年代就開始了

（若指「台語文書寫」運動，更可提早到 1885 年《台

灣府城教會報》創刊算起），不過歷經二戰前後不同執

政者對本土語言發展的共同壓制，台語新詩書寫一直要

到九〇年代，才見「蕃薯詩社」及《蕃薯詩刊》以團體

性力量首開其端，「菅芒花台語文學會」與《菅芒花詩

刊》接續於後。這兩家新興詩社／詩刊都有意提倡與實

踐台語文創作，常以批判現實、懷念鄉土、關懷社會及

政治異議為題材，嘗試連結起語言、土地和臺灣意識，

俾利探索與建構臺灣之民族精神。兩份台語文刊物的存

在，更是提醒了創作者、閱讀者跟文化圈，應該尊重台

灣本為多語言環境，台語文詩創作成果恰好反映出臺灣

社會之語言實況。在文學創作上，過往以「方言」來定

位台語文、斥其為非正統，不只忽視了台語文傳統及歷

史，也壓縮了台語文豐富、多樣的語言表達可能性。

《蕃薯詩刊》、《菅芒花詩刊》及於其上出現的台語文詩

人，不應只在戰後的台語文運動史上出現，也該被九〇

年代台灣新詩研究乃至「詩刊學」嚴肅正視。 

4． 

前述對九○年代臺灣新興詩社／詩刊之調查與分

析，不可諱言還是基於具名實體跟紙本印刷之上。然而

自九〇年代中期開始的網路詩（或稱數位詩）風潮，創

作者運用了 BBS、WWW、JAVA 與 FLASH 等，嘗試逃逸紙

本平面印刷限制，或者爭取更多貼文（post）發表之自

主權和匿名性。謹將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三點，說明如

下： 

 

4.1「詩路」的定位：新詩網站，還是全台最大詩刊？ 

第一版誕生於 1996年、至 1997年 6月正式於 WWW

上線的「詩路：臺灣現代詩網路聯盟」，是文建會委託

杜十三、侯吉諒、須文蔚籌畫的詩網站。從早期的詩刊

網路傳播、典藏詩人史料、系統性向全球傳遞臺灣新詩

精華；到後來又開設「塗鴉區」供使用者發表詩作、另

闢「精華區」收錄三千多首篩選過的網路投稿。這個九

〇年代最具規模的現代詩網路平台「詩路」，後期的發

展儼然就是全台最大的現代詩刊。
12
 

 

4.2 出現臺灣新詩史上的全新「詩品種」：多媒體、超

文本、互動體質 

九〇年代數位詩潮中，真正的全新「詩品種」應

為包含「非平面印刷」的超文本（hypertext）詩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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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們 多 具 互 動 （ interactivity ）、 超 連 結

（hyperlink）、動態文字或影像等設計，可以 1997 年

藝術家姚大鈞（筆名響葫蘆）與曹志漣（筆名澀柿子）

於美國加州創設的《妙繆廟》為濫觴。《妙繆廟》網站

上的華文具象詩（concrete poetry）和多媒體創作，

宛如替現代詩加上了網際網路和程式語言的雙翅，遂能

讓詩從「紙本載體」和「純文字」雙重束縛中起飛，創

造新穎無比之閱讀體驗。1998 年起這類「詩品種」登

陸臺灣，開始出現李順興《歧路花園》、蘇紹連（米羅‧

卡索）《FLASH 超文學》、向陽《臺灣網路詩實驗室》、

須文蔚《觸電新詩網》、白靈《象天堂》等網站，更獲

得學界以研究論文加以支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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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結社辦刊，榮景不再：實體詩社與紙本詩刊的需求

危機 

從九〇年代中後期各家 BBS「詩版」串連，「雙子

星」、「詩路」等作品討論區興起，到 2000 年「明日報」

創立並提供「個人新聞台」服務，新詩創作者發現在網

路虛擬世界中，作品發表不再是何等難事，甚至可以不

用經過昔日媒體守門人的篩選檢核。既知如此，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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