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同時出版4本書，從童
詩，現代詩，散文到研究論

文，並在臺大舉行創作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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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詩尋覓愛與溫柔──
洪淑苓老師的創作心路

採訪撰文／林秀美

走廊上的小鳥   只會吱吱喳喳

蹦 蹦  跳 跳   從不飛進來

因為他們   嫌老師太吵

說話課   老師講笑話

我們笑彎了腰   吊燈也東晃西搖

後來，有

小小的聲音在響   啾─啾─啾

是小鳥   在吊燈上微笑

隨
著麻雀蹦蹦跳跳，學生時在課堂上放空的畫面也跟著浮現⋯。這是洪

淑苓老師發表的第一首童詩＜教室裡的小鳥＞，初刊在臺大的學生報

紙《大學新聞》。

看安徒生童話長大，想當兒童文學家，只是後來走上學術之路，就專心

在教學和研究，即使如此，淑苓老師並未忘情於創作，忙裡偷閒，寫現代詩

和散文，2016年一口氣出版了4本書，有童詩，現代詩，散文和研究論文。

結合新書發表會，11月18日至12月18日在總圖舉辦的＜以詩尋覓愛與溫柔＞

特展，以手稿、插畫、照片和許願樹交織成動態展示，讓人充分感受到愛的

熱度。另外，11月12日至12月3日，也受邀在臺中市立圖書館梧棲親子館舉

辦展覽，獲得各界好評。這次出版與展覽，再次展現她在創作實踐上的巨大

能量。

童詩《魚缸裡的貓》
在這4本作品集當中，最令人驚豔的首推童詩集，「很多人訝異我會寫

童詩，因為我不是研究兒童文學出身。我是在大學時開始嘗試創作，加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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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讀安徒生童話，很受感動，很想成為跟他一

樣的作家。」1984年以＜起床＞獲得臺大現代詩

首獎後，陸續有稿約，使她對童詩寫作「充滿信

心和能量」，得以經年累月不間斷。由於寫作時

間較長，心境上有轉折，寫的角度也不同，有20

來歲時回頭看自己的童年，純真而充滿想像力；

有30歲以後為人母的參與觀察，陪伴孩子再過一

次童年；還有以旁觀者的角度寫出少年的生活和

心聲，探觸他們的歡樂與哀愁。所以說，這是本

童詩和少年詩的合集更貼切。

很多孩子都曾經上課不專心，淑苓老師經由

＜教室裡的小鳥＞吱吱喳喳想告訴老師該下課

了，而站得直挺挺的＜椰子樹＞則是因為和風講

話被處罰，下課時風和椰子樹一起擦黑板，單

純的友情令人莞爾。這時期的創作字裡行間透

露出豐富的想像力，和對環境敏銳的感知。而

當她跟著子女成長，為孩子講故事之餘，也開

始觀察、揣摩少年人的情感和思想、生活與苦

悶，「這是一個新的嘗試，一般人以為童年就

是很快樂，但其實有很多人的兒童時期並不快

樂，也有煩惱、憂愁和悲傷，加上臺灣的升學

制度一改再改，更加重青少年的負擔，＜自殺

的葉子＞就是用椰子樹葉的自殺來處理這種灰

色議題。」

除了課業壓力，青少年也經常為同儕相處

而感到苦悶。「這首＜魚缸裡的貓＞寫的是花

貓找不到魚，鑽到魚缸裡，牠想我只是輕輕咬你

一口，怎麼你就不見了？表面上是貓咬了魚，

洪淑苓教授新書創作特展開幕，與文訊雜誌社長封德屏、圖書館館

長陳光華教授一同剪綵。

受邀至臺中市圖梧棲親子館辦展覽，洪淑苓教授與散文集攝影者李百

珣女士，李百珣是本校圖書館學系畢業校友。2016年11月12日開幕
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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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逃走了，實際上是在影射人際關係，讓人窒息的

愛，有時候一種無意識的開玩笑或輕拍一下就是致命

一推。」但只要活著就有希望，所以她寫了＜給我一

座山＞。「我曾經跟小學生分享，問他們想要什麼東

西？要用來做什麼？有人說『給我很多錢，我會去救

濟窮人』，有人說『給我一部電腦，我要用它來宣告

世界和平』。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小孩，藏著最初的

天真的夢想」。所以，童詩不是單單給兒童看的，凡

是童心未泯，和關心兒少的，都是讀者。

既是童詩，插畫自然不可少，大朋友徐璐的插

畫，可謂相得益彰。「書名用《魚缸裡的貓》，她畫

了兩幅，封面是貓看著魚缸裡的魚，還有一隻在牠身

上，封底則是結果，貓鑽到魚缸裡去而魚在缸外。她

畫的圖非常傳神又有趣。」由於臺灣的兒童文學大量

採用國外譯本，少有本土創作，這本童詩集的誕生，

令人眼睛為之一亮，文學界朋友們紛紛催促她快寫第

二本。愛詩並愛與詩終生為伍。

＜魚缸裡的貓＞

我家的花貓

在金魚死掉以後

跳進空的魚缸

住了好幾天都不出來

喵嗚喵嗚

牠一定在說

「小金魚，你到哪兒去了

趕快回家來呀

我只是開個玩笑

輕輕咬你一口而已」

《魚缸裡的貓》插畫和詩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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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尋覓，在世界的裂縫》
新詩集是淑苓老師的第二本詩集，距第一本出版已是15年後，也是經過漫長歲月淬鍊而成。這本詩

集有兩大特色，一是親情倫理，一是為女性發聲。書名《尋覓，在世界的裂縫》同名詩是寫給她的父

親，「我的父親在我忙升等教授時走了，那時我心情十分低落，心裡想為什麼不早一點升等！有一次在

列車上看見一名白髮翁的背影，很像父親，一直看著，想著，如果他轉過身來⋯寫完這首詩我瞬間淚

崩。」她說現代詩較少寫親情，因為太平常、也不好寫，但她卻寫了很多首給母親、先生和3個孩子，毫

不保留地流露出身為女兒、妻子和母親滿滿的愛。

從研究民間文學出發，到現代詩性別研究，淑苓老師對傳統女性的處境有著極為深刻的感觸和思索，

所以以詩改寫童話而有＜睡美人的睡前祈禱詞＞、＜小紅帽變奏曲＞，以詩重新解讀時事新聞而有＜女聲

尖叫＞、＜晚間新聞＞。「那幾年連續發生彭婉如、白曉燕、張富貞命案，手段凶殘，震驚社會，而彭婉

如的命案遲遲未破，生活在暴力氛圍下，讓所有女性不論年齡對黑暗都有著莫名的恐懼感。」無論社會如

何進步，女性似乎仍被視為第二性、受到不平等對待。＜晚間新聞＞就是改寫自一則無名婦女自殺事件，

淹沒在一連串政治口水和腥羶新聞之下，數十年如一日為家人無私付出的婦女內心的苦楚，淑苓老師以平

詩作＜風與玫瑰＞，攝影為李百珣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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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文字呈現，令人讀來心有戚戚焉。她說，「可是朋友打趣說『其實也沒那麼悲慘，只是去旅行前要先

預備好食物放在冰箱，免得回來時先生和孩子都餓死』，說完我們兩人哈哈大笑」。

淑苓老師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又能跳脫個人經驗，介入社會議題、特別關懷孩子和婦女。沒有

華麗文字，然而溫柔敦厚、觸動人心，有深刻的思考，一樣達到興觀群怨的作用。

散文《騎在雲的背脊上》
相對於創作詩，她的散文集屬於小品，有趣的經驗分享。自稱「雞婆」個性，是會么喝眾親朋好友

聚會的那一型，「這部散文集可以讓讀者感受到我生活的熱度，我可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我相信熱愛

生命、熱愛生活才有可能成為精采的人。」以＜茶事＞為例，寫的是博士班修羅聯添教授「唐代文學專

題」的趣事。「羅老師說唐代茶道很盛，所以要我們輪流在上課時泡茶，但是我們不會泡茶啊！他說各

隨己意。他有一個茶海，看起來很講究，我們想一定很貴。有次忍不住問他，他大笑說是在聯經外面的

車攤上買的，一個才10塊錢。修行到一個境界，茶葉或茶具好壞不是那麼重要。」生活品質不是取決於

價格，而是由內而外煥發，返璞歸真。

在取詩集的書名時徘徊許久，童詩集還做問卷調查，可是散文集的書名，她毫不猶豫就用了《騎在

雲的背脊上》。因為「搭飛機時看見雲海的千變萬化，很壯觀，像一隊隊馬車奔騰，當下就認為這是我

要的感覺。」

詩論《孤獨與美──臺灣現代詩九家論》
第4本作品《孤獨與美──臺灣現代詩九家論》是她對9位詩人的研究論文集，其中葉維廉、杜國清

都是臺大外文系畢業，是詩人也是學者，淑苓老師說對他們的研究給自己啟發很大，學術與創作是可以

同時兼顧，相輔相成。少女的她以第一志願進入中文系，想當作家，可是聽說中文系並不是訓練作家的

地方，心想反正很會讀書考試，就努力用功，當個認真負責的好學生吧。不過，大學時，她也在課後和

同學擔任「文代會」（文學院學生會）的工作，辦刊物、文學獎和各種活動，最大收穫是結交一群藝文

同好，如蔡珠兒、許佑生、傅承得等，現在都已成大家，各有一片天。「其實很多作家都是出自中文

系，譬如林文月老師、陳幸蕙、簡媜學姊，都是中文系畢業的。中文系也早就開了現代詩、現代文學之

類的課程，很鼓勵學生創作。」她希望有興趣創作的學生或是老師，都要努力實現自己的文學夢。

淑苓老師笑著說，因為用功讀書，所以順利考上中文研究所。但進入研究所後發現學術也未必枯

燥，緣於家庭背景，她對故事研究特別感興趣，而以牛郎織女為論文主題。她說：「我來自大家庭，很

注重傳統禮俗，七夕時家裡就會拜拜。對我來講，研究素材能取材自生活經驗，和自己生命價值觀吻

合，所以學術研究就沒那麼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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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淑苓小檔案

臺大中文所博士，現任中文系教授，曾任臺大藝文中心創制主任、臺大臺文所

所長與合聘教授。專長現代詩和民間文學，在研究、教學與創作上，都和現代

文學息息相關。曾獲臺大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臺北

文學獎、優秀青年詩人獎、詩歌藝術創作獎以及科技部人文專書出版獎助等。

主持臺大藝文中心期間，每年舉辦校慶詩歌音樂會、臺大杜鵑花節詩歌節及臺

大文學獎，並主編臺大藝文年鑑。

2016年同步出版《魚缸裡的貓》、《尋覓，在世界的裂縫》、《騎在雲的背脊上》

及《孤獨與美─臺灣新詩九家論》4 書，並於臺大總圖書館、臺中市圖梧棲親

子館舉辦新書圖文特展，展現其強大的創作力與學術能量。

對於此次同時出版4本書，淑苓老師視之為創作上的自我實現，即使學術和行政會占用很多時間，仍

不忘最初夢想，在創作上努力經營，有為者亦若是。她期待自己的第3本詩集，甚至要挑戰臺語詩，誠如

她自己所說：「一旦愛上詩，便是終身與詩為伍」。

根據童話

我必須睡著

在十六歲那年

被一個紡紗機的紡錘刺昏

但是慈愛的主啊

請原諒那個寫故事的人

他的粗心

使我的生活完全脫離現實

十六歲？睡著？

別開玩笑了

十六歲的我

高中一年級的我

確實被縫衣服的針刺傷

在訓練賢妻良母的家事課上

不過慈愛的主啊

我還是要感謝

感謝我可以因此沉睡一百年

我希望我醒來

一顆膠囊可以抵用三餐

這樣我就不必學會煮菜，

在烏煙瘴氣的廚房

在睜開眼睛的前一秒

我希望吻我的不是英俊的王子

而是燦爛的陽光

因為我等待光明甚於愛情

那時候我會剪掉我的長髮

因為我怕另一個王子會走錯，

走進我的故事裡

我還要換下蓬蓬裙，

我必須快走

就算王子不來追趕我

也還有爸爸、媽媽、

宮女、侍衛

一百年後終於復甦的宮殿

有很多人、很多事在等著我

當華麗的鏡廳奏起悠揚的舞曲

拋下公主的皇冠吧！

戴著輕便的鴨舌帽

像個野孩子吹著口哨

快速的出走

如果我已經沉睡一百年

更沒有理由再沉醉一百年

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要一步一步  親自去查訪

根據我自己的童話

我會乖乖睡著

在十六歲那年

被一個模糊又堅定的意志催眠

——2006.5初稿

＜睡美人的睡前祈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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