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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二：刊物和它們的歷史

台
灣
新
詩
的
發
展
可
簡
單
歸
納
為

現
實
主
義
與
超
現
實
主
義
兩
條
主
線
，

詩
風
思
潮
的
遷
易
，

在
不
同
的
世
代
、
詩
刊
中
，

形
塑
各
自
的
美
學
，

為
承
襲
多
元
文
化
的
台
灣
保
留
多
元
發
展
的
可
能
。

一
、
前
言

二
十
世
紀
的
時
空
背
景
下
，
如
果
要
見
證
台
灣
新
詩
的
成
長
過
程
，
或

許
可
以
說
：
那
就
是
﹁
詩
社
的
興
亡
史
，
詩
刊
的
出
沒
記
﹂。
七
○
年
代
，

長
老
詩
刊
︽
現
代
詩
︾、
︽
藍
星
︾、
︽
創
世
紀
︾、
︽
笠
︾
餘
威
猶
在
，
戰

後
出
生
的
一
代
所
組
成
的
詩
社
︽
龍
族
︾、
︽
大
地
︾、
︽
主
流
︾、
︽
草

根
︾、
︽
陽
光
小
集
︾，
有
如
猛
虎
出
兕
，
打
出
新
江
山
；
八
○
年
代
，
新

銳
的
一
代
如
︽
四
度
空
間
︾、
︽
曼
陀
羅
︾、
︽
風
雲
際
會
︾
正
在
蓄
勢
待

發
，
一
片
榮
景
在
望
。
可
惜
，
二
十
世
紀
的
最
後
二
十
年
，
﹁
電
腦
詩
﹂

出
現
，
書
寫
習
慣
改
變
；
﹁
電
子
佈
告
欄
系
統
﹂︵E

lectro
n
ic

b
u
lletin

b
o
ard

s

，
簡
稱
Ｂ
Ｂ
Ｓ
︶
流
行
，
傳
播
習
慣
改
變
；
﹁
數
位
詩
﹂
風
靡
，

思
考
模
式
、
創
作
技
巧
改
變
；
因
此
，
二
十
世
紀
末
期
，
詩
社
詩
刊
已
經

不
是
詩
學
風
潮
的
推
湧
者
。
八
○
年
代
我
曾
說
：
﹁
台
灣
現
代
詩
的
成
長

過
程
，
實
際
上
可
以
說
是
詩
社
的
興
亡
史
，
詩
刊
的
出
沒
記
。
詩
社
與
詩

刊
的
興
起
與
沒
落
，
點
點
滴
滴
累
積
為
台
灣
現
代
詩
發
展
史
。
﹂︵
註
①
︶

那
時
已
經
點
出
﹁
詩
刊
﹂﹁
沒
落
﹂
的
可
能
警
訊
，
只
是
身
在
歷
史
的
流
變

中
，
我
們
或
許
還
有
期
待
新
星
的
美
夢
，
還
在
盼
望
詩
刊
可
能
扭
轉
新
詩

的
命
運
。

所
以
，
今
天
我
們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之
初
，
回
顧
二
十
世
紀
台
灣
詩
刊
的

起
落
，
回
顧
詩
社
詩
刊
存
在
的
意
義
，
甚
至
於
因
而
帶
出
現
代
詩
發
展
的

可
能
軌
跡
，
也
就
不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事
。

甚
至
於
藉
此
思
考
：
詩
社
詩
刊
在
二
十
世
紀
完
成
﹁
匯
聚
詩
人
熱
情
、

散
發
詩
人
熱
情
﹂
的
時
代
使
命
之
後
，
二
十
一
世
紀
新
的
階
段
性
使
命
會

是
什
麼
？

二
、
民
族
意
識
的
覺
醒
：
日
據
下
詩
刊
觀
察

台
灣
傳
統
詩
社
成
立
，
最
早
是
明
朝
遺
老
沈
光
文
與
諸
羅
縣
令
季
麒
光

等
十
四
人
在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
西
元
一
六
八
五
年
︶
所
創
立
的
﹁
東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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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不
過
，
其
後
一
百
四
十
年
間
沒
有
其
他
詩
社
成
立
，
道
光
、
同
治
之

後
才
陸
續
又
有
新
成
立
的
詩
社
，
從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
西
元
一
六
八
五
年
︶

到
光
緒
二
十
一
年
︵
西
元
一
九
八
五
年
︶
台
灣
割
讓
日
本
，
兩
百
一
十
年

之
間
，
有
文
獻
可
考
者
共
有
十
二
社
。
但
日
人
據
台
五
十
年
，
台
灣
詩
社

卻
有
兩
百
六
十
一
社
。
根
據
廖
雪
蘭
︵
一
瑾
︶
的
分
析
，
台
灣
詩
社
因
時

代
背
景
之
相
異
、
參
加
成
員
之
不
同
，
其
性
質
可
分
為
以
下
數
端
：
一
、

士
大
夫
之
雅
集
，
二
、
林
園
巨
室
之
雅
集
，
三
、
塾
師
與
弟
子
之
雅
集
，

四
、
鄉
紳
與
地
方
人
士
之
雅
集
，
五
、
兩
地
以
上
人
士
之
聯
吟
，
六
、
滄

桑
之
變
家
國
之
痛
之
反
響
，
七
、
不
齒
小
人
得
志
轉
而
遊
戲
筆
墨
者
，

八
、
以
切
磋
詩
藝
為
宗
，
九
、
為
提
倡
漢
文
、
保
存
民
族
正
義
而
結
社
。

︵
註
②
︶
可
知
日
據
下
台
灣
詩
社
之
所
以
大
量
成
長
，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在

﹁
滄
桑
之
變
、
家
國
之
痛
之
反
響
﹂、
﹁
為
提
倡
漢
文
、
保
存
民
族
正
義
而

結
社
﹂。

這
種
時
代
巨
變
下
的
文
學
反
應
，
證
之
於
新
詩
的
發
展
亦
然
，
不
同
的

是
，
日
據
下
新
詩
以
滄
桑
之
變
、
家
國
之
痛
、
民
族
之
義
的
寫
實
主
義
為

其
主
流
，
但
卻
不
以
結
社
為
手
段
。
因
此
，
羊
子
喬
、
陳
千
武
所
主
編
的

︽
光
復
前
台
灣
文
學
全
集
︾
詩
部
分
，
列
舉
編
選
所
運
用
的
主
要
資
料
，
包

括
︽
台
灣
青
年
︾、
︽
台
灣
︾、
︽
台
灣
民
報
︾、
︽
台
灣
新
民
報
︾、
︽
南

音
︾、
︽
先
發
部
隊
︾、
︽
第
一
線
︾、
︽
福
爾
摩
沙
︾、
︽
台
灣
文
藝
︾、

︽
台
灣
新
文
學
︾、
︽
台
灣
文
學
︾
等
，
以
日
據
時
期
台
灣
人
所
創
辦
的
文

學
期
刊
為
主
流
，
而
以
其
他
期
刊
雜
誌
︵
如
︽
台
灣
新
聞
︾、
︽
台
灣
日
日

新
報
︾、
︽
台
南
新
報
︾、
︽
南
溟
藝
園
︾、
︽
人
人
︾、
︽
華
麗
島
︾、
︽
台

灣
藝
術
︾、
︽
文
藝
台
灣
︾、
︽
緣
草
︾、
大
阪
的
︽
每
日
新
聞
︾︶
為
輔
助

資
料
，
但
未
曾
列
舉
任
何
一
本
詩
刊
。
︵
註
③
︶
一
九
七
九
年
李
南
衡
主

編
的
︽
日
據
下
台
灣
新
文
學
‧
詩
選
集
︾︵
註
④
︶
雖
未
在
書
前
臚
列
資
料

來
源
，
但
在
各
詩
篇
之
後
仍
附
註
出
處
，
其
主
要
來
源
不
外
乎
以
上
所
列

報
刊
雜
誌
，
而
以
︽
台
灣
民
報
︾、
︽
台
灣
新
民
報
︾、
︽
台
灣
文
藝
︾、

︽
台
灣
新
文
學
︾
為
大
宗
，
羊
子
喬
所
未
列
入
者
，
僅
︽
風
月
報
︾、
︽
南

國
文
藝
︾
兩
種
而
已
，
相
同
的
是
所
列
出
處
未
有
出
自
詩
刊
者
。

日
據
下
新
詩
選
集
以
這
兩
部
最
具
權
威
性
，
都
未
提
及
新
詩
人
結
社
、

新
詩
刊
發
行
的
特
殊
現
象
，
可
見
當
時
詩
社
、
詩
刊
的
推
進
缺
乏
動
力
，

其
原
因
有
四
：
其
一
，
台
灣
新
詩
自
一
九
二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追
風

︵
謝
春
木
︶
撰
寫
︿
詩
的
模
仿
﹀︵
日
文
︶
四
首
，
發
表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四

月
十
日
出
版
的
︽
台
灣
︾
雜
誌
第
五
年
第
一
號
為
濫
觴
，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台
灣
脫
離
日
本
統
治
為
止
，
新
詩
寫
作
尚
未
昌
明
倡
導
，
蔚
為
風
氣
。
其

二
，
新
詩
寫
作
者
同
時
是
其
他
文
類
的
創
作
者
，
不
以
新
詩
為
其
專
業
寫

作
對
象
，
同
時
他
們
都
是
﹁
東
京
台
灣
青
年
會
﹂、
﹁
台
灣
文
化
協
會
﹂、

﹁
台
灣
文
藝
聯
盟
﹂、
﹁
台
灣
文
藝
協
會
﹂
之
中
的
會
員
，
各
有
其
機
關
刊

物
，
不
必
重
覆
以
新
詩
號
召
為
小
團
體
。
其
三
，
新
詩
寫
作
者
同
時
又
是

傳
統
詩
的
堅
持
者
︵
如
賴
和
︶，
他
們
已
有
傳
統
詩
社
作
為
相
濡
以
沫
的
同

儕
團
體
，
不
會
再
興
起
組
新
詩
社
的
念
頭
。
其
四
，
新
詩
寫
作
者
是
傳
統

詩
的
反
對
者
︵
如
張
我
軍
︶，
極
力
主
張
拆
下
敗
草
叢
中
的
破
舊
殿
堂
，
不

屑
擊
缽
歌
吟
，
自
不
會
再
蹈
襲
傳
統
詩
社
的
舊
格
局
，
另
組
新
詩
團
體
。

所
以
，
以
寫
實
主
義
為
主
流
的
日
據
下
新
詩
人
，
不
靠
詩
社
、
詩
刊
作

為
喉
舌
，
他
們
憑
恃
的
是
普
羅
大
眾
都
可
以
接
觸
到
的
新
聞
報
紙
、
一
般

文
藝
刊
物
，
這
樣
的
力
量
直
接
而
快
速
。
但
在
這
種
撲
天
蓋
地
的
寫
實
風

氣
下
，
微
弱
的
超
現
實
主
義
信
徒
卻
必
須
集
結
在
一
起
，
發
行
詩
誌
，
才

能
具
體
發
聲
。
一
九
三
五
年
楊
熾
昌
結
合
林
永
修
、
李
張
瑞
、
張
良
典
，

日
本
人
戶
田
房
子
、
岸
麗
子
、
島
元
鐵
平
等
人
，
倡
導
以esp

rit
n
o
u
v
eau

︵
新
精
神
︶
寫
詩
，
組
成
﹁
風
車
詩
社
﹂︵L

e
M
o
u
lin

︶，
出
版
︽
風
車
詩

誌
︾，
發
表
前
衛
詩
論
，
推
動
超
現
實
主
義
詩
風
，
正
是
台
灣
新
詩
刊
物
能

以
美
學
為
其
組
社
宗
旨
的
最
早
典
範
。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後
的
新
詩
社
團
，

在
反
共
文
學
的
巨
浪
狂
濤
中
，
不
能
不
組
社
，
不
能
不
出
刊
，
而
其
詩
刊

的
存
在
久
暫
，
恆
以
此
一
詩
刊
是
否
有
其
美
學
的
堅
持
為
其
衡
鑑
標
準
，

其
實
都
可
從
︽
風
車
詩
誌
︾
的
發
行
見
出
端
倪
。

維
繫
一
九
四
五
年
前
後
不
同
政
權
統
治
下
的
台
灣
詩
壇
，
危
危
顫
顫
一

線
生
機
，
靠
的
是
一
九
四
二
年
組
成
的
﹁
銀
鈴
會
﹂
及
其
出
版
的
油
印
刊

物
︽
緣
草
︾、
︽
潮
流
︾，
他
們
堅
持
到
一
九
四
七
年
的
﹁
六
四
事
件
﹂
才

終
止
發
行
，
其
成
員
包
括
張
彥
勳
、
詹
冰
、
林
亨
泰
、
蕭
金
堆
、
錦
連
等

人
，
後
來
都
成
為
一
九
六
四
年
創
辦
的
︽
笠
︾
詩
刊
成
員
。
日
據
時
期
台

灣
詩
人
以
抗
議
為
主
風
格
，
以
寫
實
為
基
調
，
詹
冰
、
林
亨
泰
、
錦
連
等

人
卻
以
日
文
實
驗
新
技
巧
；
二
十
世
紀
五
○
、
六
○
年
代
，
台
灣
詩
壇
瀰



漫
超
現
實
主
義
風
潮
之
時
，
林
亨
泰
等
人
所
參
與
的
︽
笠
︾
詩
刊
，
則
以

關
懷
台
灣
現
實
為
寫
作
路
線
，
集
結
弱
勢
聲
音
，
以
小
搏
大
的
台
灣
﹁
詩

刊
﹂
精
神
，
從
︽
風
車
詩
誌
︾、
︽
潮
流
︾、
︽
笠
︾
詩
刊
，
似
乎
可
以
看

到
一
脈
相
傳
的
經
絡
肌
理
。

三
、
以
小
搏
大
：
台
灣
﹁
詩
刊
﹂
堅
持
的
精
神

台
灣
﹁
詩
刊
﹂
以
小
搏
大
的
精
神
，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之
後
，
是
從
借
用

報
紙
一
角
開
始
的
。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一
月
，
鍾
鼎
文
、
紀
弦
、
覃
子
豪

︵
後
來
被
稱
為
詩
壇
三
老
︶
等
人
假
︽
自
立
晚
報
︾
創
刊
︽
新
詩
周
刊
︾，

其
後
，
覃
子
豪
又
借
︽
公
論
報
︾
推
出
︽
藍
星
周
刊
︾，
雖
然
為
時
不
長
，

但
這
種
商
借
報
紙
副
刊
遂
行
﹁
詩
刊
﹂
之
實
的
作
法
，
卻
沿
襲
下
來
，
成

為
特
殊
的
一
種
詩
刊
傳
統
。
如
六
○
年
代
羊
令
野
主
持
的
︽
青
年
戰
士

報
‧
詩
隊
伍
︾，
陳
千
武
主
持
的
︽
民
聲
日
報
‧
詩
展
望
︾，
八
○
年
代
李

瑞
騰
主
編
的
︽
商
工
日
報
春
秋
副
刊
‧
新
詩3

6
5

︾
及
︽
春
秋
小
集
︾︵
自

一
九
八
三
年
七
月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停
刊
，
每
月
第
三
週
週
日
刊
出
︶，
周
浩

正
主
編
、
蕭
蕭
策
畫
的
︽
台
灣
時
報
‧
時
報
詩
學
月
誌
︾，
以
迄
於
九
○
年

代
路
寒
袖
主
編
的
︽
台
灣
日
報
‧
台
灣
日
日
詩
︾，
不
僅
每
日
推
出
新
詩
一

首
，
還
製
作
每
月
詩
評
，
影
響
層
面
廣
大
。

五
○
年
代
台
灣
文
壇
在
政
府
的
積
極
輔
導
政
策
下
，
以
﹁
反
共
產
﹂
此

一
思
想
為
唯
一
指
標
，
是
戰
鬥
文
學
掛
帥
的
時
代
。
紀
弦
率
先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八
月
獨
資
創
辦
︽
詩
誌
︾，
一
九
五
三
年
二
月
易
幟
為
︽
現
代
詩
︾，

重
新
出
發
，
從
此
產
生
翻
天
覆
地
的
新
詩
革
命
。
次
年
三
月
︽
藍
星
︾
升

起
，
十
月
︽
創
世
紀
︾
興
辦
，
三
家
詩
刊
的
良
性
競
爭
、
觀
念
激
盪
，
再

度
激
起
詩
壇
的
反
思
。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
以
紀
弦
為
首
的
一
○
二
位
詩

人
，
衝
破
禁
忌
，
膽
敢
肯
認
﹁
新
詩
乃
是
橫
的
移
植
，
而
非
縱
的
繼
承
﹂，

努
力
於
﹁
詩
的
大
陸
之
探
險
，
詩
的
處
女
地
之
開
拓
﹂，
堅
持
詩
的
﹁
知
性

之
強
調
﹂
，
追
求
詩
的
﹁
純
粹
性
﹂
。
就
面
對
反
共
文
學
的
巨
大
浪
潮
而

言
，
一
○
二
位
詩
人
的
加
盟
，
﹁
現
代
派
﹂
的
宣
言
，
誠
然
是
﹁
以
小
搏

大
﹂
、
﹁
螳
螂
當
車
﹂
的
壯
舉
，
就
如
紀
弦
︿
狼
之
獨
步
﹀
︵
註
⑤
︶
所

示
：

我
乃
曠
野
裡
獨
來
獨
往
的
一
匹
狼
。

不
是
先
知
，
沒
有
半
個
字
的
嘆
息
。

而
恆
以
數
聲
淒
厲
已
極
之
長
嗥
；

搖
撼
彼
空
無
一
物
之
天
地
，

使
天
地
戰
慄
如
同
發
了
瘧
疾
；

並
刮
起
涼
風
颯
颯
的
，
颯
颯
颯
颯
的
；

這
就
是
一
種
過
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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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代
詩
︾
、

︽
藍
星
︾
、
︽
創

世
紀
︾
三
家
詩

刊
的
良
性
競

爭
、
觀
念
激

盪
，
激
起
詩
壇

的
反
思
。



紀
弦
把
自
己
喻
為
一
匹
狼
，
獨
來
獨
往
，
這
是
一
種
特
立
獨
行
的
表
徵
，

狼
腿
細
長
，
又
是
紀
弦
身
材
的
實
寫
，
譬
喻
十
分
貼
切
。
淒
厲
的
叫
聲
暗

示
詩
人
不
甘
寂
寞
的
意
向
，
面
對
著
天
地
，
紀
弦
認
為
是
空
無
一
物
，
頗

有
睥
睨
萬
物
之
姿
，
狼
的
長
嗥
搖
撼
空
無
一
物
之
天
地
，
使
天
地
戰
慄
不

已
，
頗
有
一
代
宗
師
開
宗
立
派
的
氣
象
，
豪
邁
無
比
。
這
首
詩
很
能
表
現

作
為
現
代
詩
播
種
者
的
心
境
，
孤
獨
而
行
，
義
無
反
顧
，
不
為
名
利
，
只

求
過
癮
。
同
時
也
預
示
現
代
詩
及
眾
多
詩
刊
的
共
同
命
運
，
踽
踽
涼
涼
，

只
求
過
癮
。

以
狼
之
﹁
小
﹂
嗥
天
地
之
﹁
大
﹂，
︽
現
代
詩
︾
詩
刊
如
是
，
先
後
繼
起

的
︽
藍
星
︾
詩
刊
、
︽
創
世
紀
︾
詩
刊
，
彷
彿
也
籠
罩
在
︿
狼
之
獨
步
﹀

的
孤
獨
身
影
裡
，
但
也
都
不
顧
自
己
身
影
渺
小
，
迎
戰
傳
統
的
束
縛
、
社

會
的
禁
忌
、
政
策
的
箝
制
。

十
年
後
，
這
三
個
小
眾
經
營
的
詩
刊
卻
已
成
為
台
灣
詩
壇
的
重
鎮
，
成

為
台
灣
詩
天
地
之
﹁
大
﹂。
這
三
個
詩
社
的
成
員
，
大
體
上
都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隨
國
民
黨
政
府
來
台
的
人
士
，
苦
悶
的
心
靈
，
壓
抑
的
氣
候
，
形
成
晦

澀
的
詩
風
，
雖
然
在
接
納
西
方
美
學
、
探
索
心
靈
幽
微
處
，
有
著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的
成
績
，
但
是
詩
作
遠
離
台
灣
現
實
也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因
此
，

一
群
日
據
時
代
即
以
日
文
寫
詩
，
勇
敢
而
堅
定
地
跨
越
語
言
的
一
代
，
陳

千
武
、
林
亨
泰
、
詹
冰
、
錦
連
等
人
，
號
召
台
籍
人
士
組
織
﹁
笠
詩
社
﹂，

堅
持
﹁
寧
戴
台
灣
草
笠
，
不
頂
中
國
皇
冠
﹂，
一
九
六
四
年
出
版
︽
笠
詩

刊
︾
，
在
︽
現
代
詩
︾
休
刊
之
後
，
與
︽
藍
星
︾
、
︽
創
世
紀
︾
鼎
立
為

三
，
影
響
台
灣
詩
壇
巨
大
而
深
遠
。
當
時
剛
竄
起
的
詩
人
，
往
往
因
為
美

學
認
知
、
意
識
型
態
或
交
往
際
遇
的
不
同
，
選
擇
三
大
詩
刊
之
一
為
其
歸

屬
。
︽
笠
詩
刊
︾﹁
以
小
搏
大
﹂
的
成
績
，
再
度
證
明
台
灣
詩
刊
所
堅
持
的

精
神
。

二
十
世
紀
七
○
年
代
，
戰
後
出
生
的
嬰
兒
已
經
完
成
大
學
教
育
學
程
，

先
後
進
入
職
場
，
在
文
藝
圈
中
嶄
露
頭
角
，
這
時
，
面
對
前
輩
詩
人
所
掌

控
的
詩
社
，
所
議
決
的
走
向
，
有
的
人
選
擇
尾
隨
在
大
師
之
後
，
有
的
人

決
意
闖
蕩
自
己
的
江
山
，
雞
口
牛
後
，
各
取
所
需
。
屬
於
年
輕
人
的
詩
社

就
在
這
時
崛
起
。
面
對
龐
大
的
前
輩
詩
人
所
締
造
的
詩
成
就
，
︽
現
代

詩
︾、
︽
藍
星
︾、
︽
創
世
紀
︾、
︽
笠
︾
四
大
詩
社
盤
旋
而
起
的
旋
風
，
青

年
詩
刊
仍
然
必
須
堅
定
自
己
的
腳
步
，
企
圖
﹁
以
小
搏
大
﹂，
樹
立
新
招

牌
。七

○
年
代
十
年
間
，
台
灣
詩
壇
如
雨
後
春
筍
冒
出
的
重
要
詩
刊
，
包

括
：
︽
龍
族
︾︵
一
九
七
一
年
三
月
︶、
︽
主
流
︾︵
一
九
七
一
年
六
月
︶、

︽
大
地
︾︵
一
九
七
二
年
九
月
︶、
︽
後
浪
︾︵
一
九
七
二
年
九
月
︶、
︽
秋
水
︾

︵
一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
︽
草
根
︾︵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
︽
大
海
洋
︾︵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月
︶、
︽
詩
脈
︾︵
一
九
七
六
年
七
月
︶、
︽
掌
門
︾︵
一
九
七

八
年
一
月
︶、
︽
陽
光
小
集
︾︵
一
九
七
九
年
三
月
︶。

七
○
年
代
創
辦
的
詩
刊
，
都
還
可
以
維
持
五
年
以
上
的
出
刊
壽
命
。
進

入
八
○
年
代
以
後
的
詩
刊
，
壽
命
縮
短
，
出
刊
期
數
減
少
，
發
行
量
降

低
，
但
挑
戰
權
威
的
奮
戰
力
，
比
起
前
行
代
詩
人
，
則
毫
無
遜
色
，
﹁
以

小
搏
大
﹂
的
創
辦
詩
刊
精
神
，
輝
映
詩
人
與
年
輕
人
的
生
命
活
力
，
仍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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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笠
︾
詩
刊

有
關
懷
台
灣

現
實
、
集
結

弱
勢
聲
音
，

以
小
搏
大
的

台
灣
﹁
詩
刊
﹂

精
神
。
圖
為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創
刊
時
之

紀
念
照
，
右

起
桓
夫
、
詹

冰
，
前
排
錦

連

、

杜

國

清
、
古
貝
，

後
排
左
起
趙

天
儀
、
林
亨

泰

、

張

彥

勳
。
︵
文
訊

雜

誌

資

料

室
︶



顯
露
無
遺
。
這
時
期
面
市
的
詩
刊
，
包
括
：
︽
四
度
空
間
︾
、
︽
地
平

線
︾、
︽
曼
陀
羅
︾、
︽
新
陸
︾、
︽
薪
火
︾、
︽
風
雲
際
會
︾，
以
至
於
其
後

的
︽
植
物
園
︾、
︽
晨
曦
︾，
都
有
著
永
遠
的
﹁
詩
刊
﹂
精
神
，
永
遠
扮
演

著
初
生
之
犢
的
角
色
，
永
遠
為
詩
壇
注
入
生
命
的
活
水
。

四
、
形
塑
美
學
：
台
灣
﹁
詩
刊
﹂
不
老
的
秘
訣

台
灣
詩
刊
以
小
搏
大
，
不
一
定
成
就
大
格
局
，
不
一
定
成
為
大
詩
刊
、

或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社
團
。
但
是
眾
多
小
小
的
詩
社
、
詩
刊
，
卻
可
以
簇
擁

成
詩
的
風
潮
。
一
九
九
○
年
張
默
應
︽
出
版
情
報
︾
的
邀
請
，
撰
述
︿
前

瞻
‧
回
顧
‧
省
思
﹀，
就
曾
指
出
七
○
年
代
鄉
土
意
識
逐
漸
形
成
，
︽
龍
族
︾

詩
刊
等
相
繼
誕
生
，
﹁
他
們
普
遍
強
調
詩
與
現
實
的
結
合
，
推
行
新
詩
的

大
眾
化
，
從
而
促
進
本
土
意
識
的
抬
頭
。
﹂﹁
到
了
八
○
年
代
，
︽
草
根
︾

等
除
了
強
調
繼
續
與
現
實
結
合
外
，
更
把
台
灣
現
代
詩
注
入
多
元
化
的
面

貌
。…

…

︽
四
度
空
間
︾
等
新
生
代
詩
刊
，
由
於
資
訊
一
日
千
里
，
都
市

詩
、
科
幻
詩
應
運
而
生
，
後
現
代
之
風
似
已
成
為
某
些
年
輕
詩
人
的
創
作

主
導
。
﹂︵
註
⑥
︶
如
果
將
張
默
這
篇
報
導
的
結
論
，
加
上
年
代
、
代
表
詩

刊
，
可
以
製
成
眉
目
清
晰
的
台
灣
新
詩
發
展
軌
跡
：

﹁
我
們
敲
我
們
自
己
的
鑼
打
我
們
自
己
的
鼓
舞
我
們
自
己
的
龍
﹂，
這
是

追
尋
自
己
美
學
的
﹁
龍
族
詩
社
﹂，
不
僅
要
抖
落
西
方
思
潮
的
繫
絆
，
更
要

睜
眼
重
視
自
己
眼
前
的
現
實
，
不
看
西
方
艷
麗
的
晚
霞
，
而
是
要
紮
穩
自

己
腳
下
的
土
地
。
﹁
陽
光
小
集
﹂
則
是
以
詩
為
中
心
，
嘗
試
各
種
藝
術
媒

體
與
詩
結
合
的
可
能
，
讓
﹁
詩
﹂
有
聲
音
，
有
力
量
。

一
九
八
五
年
二
月
復
刊
的
︽
草
根
︾，
羅
青
撰
述
的
︿
專
精
與
秩
序—

—

草
根
宣
言
第
二
號
﹀
提
出
﹁
電
腦
的
運
用
日
益
普
遍
，
詩
人
應
該
把
詩
的

思
考
立
體
化
，
例
如
，
嘗
試
以
錄
影
帶
的
方
式
發
表
詩
作
。
﹂
電
腦
詩
學

的
提
倡
，
可
能
影
響
九
○
年
代
網
路
詩
、
數
位
詩
的
成
形
，
將
詩
的
平
面

書
寫
，
推
展
到
光
影
的
控
制
，
圖
像
的
演
示
，
數
位
的
應
用
。
至
於
都
市

詩
、
生
態
詩
、
科
幻
詩
的
書
寫
，
擴
大
詩
人
視
域
，
擴
大
詩
人
關
懷
的
場

域
，
那
更
是
美
學
追
求
的
餘
事
了
。

就
美
學
的
追
求
而
言
，
六
○
年
代
、
七
○
年
代
是
超
現
實
主
義
與
現
實

主
義
的
拉
鋸
，
八
○
年
代
、
九
○
年
代
多
的
是
現
代
主
義
與
後
現
代
主
義

的
拉
扯
。
向
陽
的
︿
七
○
年
代
現
代
詩
風
潮
試
論
﹀︵
註
⑦
︶
指
出
弊
病
所

在
與
風
潮
所
趨
，
列
表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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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三
○
年
代

五
○∼

六
○
年
代

七
○∼

八
○
年
代

前
期

八
○
年
代∼

二
十

世
紀
末

代
表
詩
刊

風
車
詩
誌

現
代
詩
、
藍
星
、
創
世
紀

笠
、
龍
族
、
主
流
、
陽
光

小
集

草
根
、
四
度
空
間
、
曼
陀

羅

發
展
軌
跡

超
現
實
而
後
現
實

西
化
而
後
回
歸

鄉
土
而
後
︵
思
想
︶

內
斂

科
幻
而
後
多
元

七
○
年
代
的
十
年
間
，
台
灣

詩
壇
出
現
許
多
重
要
詩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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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燿
德
仿
此
文
撰
述
︿
不
安
海
域—

—

台
灣
地
區
八
○
年
代
前
葉
現
代

詩
風
潮
試
論
﹀︵
註
⑧
︶，
也
歸
納
為
五
點
：
一
、
在
意
識
型
態
方
面
↓
政

治
取
向
的
勃
興
，
二
、
在
主
題
意
旨
方
面
↓
多
元
思
考
的
實
踐
，
三
、
在

資
訊
管
道
方
面
↓
傳
播
手
法
的
更
張
，
四
、
在
內
涵
本
質
方
面
↓
都
市
精

神
的
覺
醒
，
五
、
在
文
化
生
態
方
面
↓
第
四
世
代
的
崛
起
。
綜
合
這
三
篇

文
章
，
大
抵
可
以
看
出
台
灣
新
詩
八
十
年
︵
一
九
二
四∼

二
○
○
三
︶
詩

風
思
潮
的
遷
易
，
不
同
的
世
代
，
不
同
的
詩
刊
，
各
自
形
塑
不
同
的
美

學
，
各
領
不
同
的
風
騷
。

五
、
結
語

近
百
年
的
台
灣
，
在
政
治
認
同
上
出
現
混
淆
、
錯
亂
，
無
所
依
恃
的
現

象
，
文
化
的
多
元
，
價
值
觀
的
歧
出
，
統
治
階
層
的
翻
覆
，
在
文
學
藝
術

的
創
造
上
，
可
能
消
耗
一
些
精
力
，
但
未
嘗
不
是
一
個
熱
烈
參
與
、
冷
靜

思
索
的
最
佳
時
機
。

冷
靜
思
索
，
台
灣
新
詩
的
發
展
其
實
也
可
以
簡
單
歸
納
為
：
現
實
主
義

與
超
現
實
主
義
兩
條
主
線
︵
為
人
生
而
藝
術
與
為
藝
術
而
藝
術
兩
大
路

向
︶。
日
據
時
代
，
現
實
主
義
為
主
流
，
漫
漶
在
各
種
文
學
刊
物
與
報
紙

上
，
雖
無
具
體
的
機
關
詩
刊
，
卻
是
一
種
無
所
不
在
的
實
質
熱
力
；
但
以

超
現
實
主
義
為
標
榜
的
﹁
風
車
詩
社
﹂、
︽
風
車
詩
誌
︾，
雖
屬
大
時
代
中

的
細
流
、
或
逆
流
，
卻
為
承
襲
多
元
文
化
的
台
灣
保
留
多
元
發
展
的
可

能
。五

○
年
代
、
六
○
年
代
，
眾
流
蒙
昧
之
時
，
﹁
銀
鈴
會
﹂
、
﹁
現
代

派
﹂、
﹁
創
世
紀
﹂
雖
非
一
脈
相
傳
卻
頗
有
淵
源
地
力
主
﹁
為
藝
術
而
藝

術
﹂，
﹁
廣
義
的
﹂
超
現
實
主
義
︵
或
者
說
是
廣
義
的
現
代
主
義
︶
在
當
時

真
有
席
捲
天
下
之
勢
；
不
過
，
﹁
笠
詩
刊
﹂
的
現
實
導
向
，
﹁
葡
萄
園
﹂

的
明
朗
訴
求
，
雖
無
遏
阻
之
力
，
卻
有
牽
制
之
功
。
﹁
創
世
紀
﹂、
﹁
藍
星
﹂

奠
基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
﹁
葡
萄
園
﹂、
﹁
笠
詩
刊
﹂
創
立
於
一
九
六
二
、
一

九
六
四
年
，
時
間
因
素
與
社
會
趨
勢
下
，
超
現
實
主
義
的
風
尚
在
這
二
十

年
間
略
勝
一
籌
。

七
○
年
代
之
後
，
裡
是
寫
實
的
內
容
、
表
是
超
現
實
的
手
法
轉
而
為
後

現
代
技
巧
，
二
者
匯
流
，
成
為
趨
勢
，
重
要
的
詩
人
羅
青
、
蘇
紹
連
、
向

陽
、
渡
也
、
陳
黎
、
白
靈
、
杜
十
三
，
大
抵
符
合
這
樣
的
走
向
，
但
詩
刊

的
屬
性
也
就
不
那
麼
明
顯
了
。
二
大
巨
流
會
合
之
後
，
散
成
眾
多
小
溪
，

處
處
無
英
雄
，
個
個
是
豪
傑
的
﹁
後
現
代
﹂
時
代
來
臨
，
因
此
，
﹁
詩
刊
﹂

的
時
代
或
許
即
將
結
束
，
﹁
詩
學
﹂
的
研
究
工
作
就
要
展
開
。

註
釋
：

①
蕭
蕭
：
︿
創
世
紀
風
雲
﹀，
台
北
：
︽
台
灣
時
報
︾
副
刊
，
一
九
八
一
年
八
月
十

九∼

二
十
一
日
。
後
收
入
蕭
蕭
：
︽
雲
端
之
美
‧
人
間
之
真
︾，
台
北
：
駱
駝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七
，
頁
一
四
三
。

②
廖
雪
蘭
︵
一
瑾
︶
：
︽
台
灣
詩
史
︾，
台
北
：
武
陵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九
，
頁
二

二∼

二
七
。

③
羊
子
喬
、
陳
千
武
主
編
：
︽
光
復
前
台
灣
文
學
全
集
︾
詩
部
分
共
四
冊
，
︽
亂
都

之
戀
︾、
︽
廣
闊
的
海
︾、
︽
森
林
的
彼
方
︾、
︽
忘
鄉
︾，
台
北
：
遠
景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二
。
此
處
所
引
在
︽
亂
都
之
戀
︾
書
前
︿
出
版
宗
旨
及
編
輯
體
例
﹀，
頁

二
。

④
李
南
衡
主
編
：
︽
日
據
下
台
灣
新
文
學
‧
詩
選
集
︾，
台
北
：
明
潭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

⑤
紀
弦
：
︿
狼
之
獨
步
﹀，
︽
紀
弦
詩
拔
萃
︾，
台
北
：
九
歌
出
版
社
，
二
○
○
二
。

⑥
張
默
：
︿
前
瞻
‧
回
顧
‧
省
思
﹀，
原
載
台
北
：
︽
出
版
情
報
︾
第
二
十
五
期
，

一
九
九
○
年
五
月
十
日
。
此
處
轉
引
自
張
默
：
︽
台
灣
現
代
詩
概
觀
︾，
台
北
：

爾
雅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七
，
頁
七
。

⑦
向
陽
：
︿
七
○
年
代
現
代
詩
風
潮
試
論
﹀，
台
北
：
︽
文
訊
︾
月
刊
第
十
二
期
，

一
九
八
四
年
六
月
。
收
入
於
向
陽
：
︽
康
莊
有
待
︾，
台
北
：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

一
九
八
五
。

⑧
林
燿
德
：
︿
不
安
海
域—

—

台
灣
地
區
八
○
年
代
前
葉
現
代
詩
風
潮
試
論
﹀，
台

北
：
︽
文
訊
︾
月
刊
第
二
十
五
期
，
一
九
八
六
年
八
月
。
收
入
於
林
燿
德
：
︽
不

安
海
域
︾，
台
北
：
師
大
書
苑
，
一
九
八
八
。

五
○
、
六

○
年
代
弊

病
所
在

七
○
年
代

風
潮
所
趨

放
逐

擁
抱
大
地

肯
認
本
土

意
識

晦
澀

回
顧
社
會

關
懷
現
實

生
活

自
我

尊
重
世
俗

反
映
大
眾

心
聲

西
化

反
身
傳
統

重
建
民
族

詩
風

單
一

崇
尚
自
由

鼓
勵
多
元

思
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