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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人口先生出生於雲林縣口湖鄉，後因行商及興趣，遍遊國內外，曾久居豐原、屏

東、高雄等城市，晚近定居屏東東港。曾人口愛好詩作及書法，工作之餘積極參與藝文

盛事，對於台灣古典詩的創作與發揚著力很多。他活到老學到老，在 69 歲高齡取得中

文碩士學位。曾人口的文采清麗及書法造詣深厚，曾經得過教育部、高雄市文學創作獎、

南瀛蘭陽文學詩歌類的首獎，至今仍創作不輟。近年受邀為雲林縣口湖鄉編纂鄉志，為

地方文史努力的企圖心令人感佩。 

    旅遊是曾人口的愛好，詩作亦以風景紀遊詩居多。本論文以曾人口于民國九十三年

參加宜蘭首辦〈蘭陽文學獎〉，榮獲傳統詩第一名之〈蘭陽紀遊詩草〉的其中作品為作品賞

析，因其內容與風格深具詩人質樸清雅的特色。曾人口從五 O 年代起便活躍於傳統詩社，

本文藉由其傳統詩的賞析，發現當代詩人猶能對於創作古典詩的努力與積極，正值得我

輩效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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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曾人口生平概述 

 

曾人口字啟修，筆名金湖漁父。民國 26 年出生於雲林縣口湖鄉，與「汪洋‧中的

一條船」作者鄭豐喜先生1同為鄉親與摯友。祖籍福建，祖先於滿清康熙年間渡臺，祖

父曾追，譜名雲追，外號金釵2，父曾耳，譜名瑞耳3，母陳于，有兄二人，有姐六人，

妹一人，家以務農為業。 

曾人口出生於中日戰爭啟釁那年，正受日本統治的台灣人民，生活常是苦不堪言。

父親曾耳為了養大成群的兒女，背負生活重擔，直至曾人口稍為懂事後，才開始教他千

金譜、三字經等，也奠定了曾人口的漢學根基。民國三十二年秋天，曾人口進入金湖國

民公學校，求學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防空壕渡過，所以他所受的日本教育甚為有限，倒是

在防空壕裡研讀漢文的時間甚多。民國三十四年台灣戰後不久，父親及大哥相繼離開人

間，曾人口為幫助家計，上午到國校唸書，下午當牧童，晚上在鄉勵吟社的創辦人曾仁

杰4開設的私塾讀漢文，一直到國民學校畢業。民國三十九年，曾人口是口湖鄉報考北港

初農唯一的錄取者，可惜因家貧，才升上二年級便繳不起學費，校長以他成績優異向鄉

公所申請貧民證明書，讓他讀到畢業。在北農三年裡，寄住過三處親戚家，曾一天步行

來回達十一公里，食衣住行之拮据困頓不能和其他同學相提並論，學業成績雖然在前五

名，但卻無法升學。 

北農畢業後，曾人口與一些曾在「求得軒」5讀漢文的朋友成立「興港書齋」6研究

學問，教授村裡的孩子。每年春節則賣春聯，當虱目魚苗的汛期來臨時（每年農曆三月

至八月）則和二哥到外傘頂洲做漁夫。民國四十五年七月進入口湖區漁會服務，四十七

年五月應召入伍服空軍預備士官役，服役時奠定曾人口學問進修上極重要的階段，他曾

加入軍中文藝國文進修班、新聞班、英文補習班進修。 

退伍後曾人口曾與朋友合夥經營飼料行，後轉進製材工廠當扛木頭的工人。民國五

十年底經同學推薦進入木材廠服務，表現良好，不久就主持廠務委（廠長），此時他才

25 歲。隔年經媒妁之言與議員呂春木先生7次女呂阿節小姐結婚。婚後育有二男五女。 

民國六十年華視開播，曾人口再次進修，畢業於屏東高中附設空中補校，六十三年

考取高雄國際商專夜間部銀行保險科。除了微積分一類的數學科目以外，曾人口成績皆

在中等以上，順利畢業。民國六十五年起，曾人口完成家鄉的方志「金湖春秋」8，並

                                                 
1
 鄭豐喜(1944~1975)，口湖鄉後厝村人，天生兩腳彎曲殘障，著有《汪洋中的一條船》自傳式小說。 

2
 曾追，曾人口之祖父，耕農及兼營船頭行，德望為地方所重，傳聞有金釵園，但在何處已難考。 

3
 曾耳，曾人口之父，受私塾教育，擅書法，務農，並從事郵政及漁貨運銷買賣，曾蠶任職口湖庄長時， 

曾為其處理文書。 
4
 曾人杰，或署名仁杰，戶籍名金庇，鄉民稱之「金池」，外號「金湖逸民」，曾任國小教師，鄉公所幹事，

並設帳私塾教授漢學，與胞弟曾人岸、友人邱水謨等七人創立鄉勵吟社。 
5
 「求得軒」，口湖鄉湖口村的私塾，為李西端、李萬居所創立，首由前清秀才董拱座館，後來由李西端 

繼承，西端歿後由李欽煥，約在民國六十年左右收館。 
6
 據曾人口口述得知「興港書齋」是曾仁杰的古厝，民國 39 年，曾人口與小時候玩伴紀添丁等的在一起 

讀書睡覺的地方。大約民國 44 或 45 年收館。 
7
 呂春木，口湖鄉口湖村人，為第一、二屆民選鄉長，後轉任口湖鄉農會總幹事及雲林縣議員。 

8
 《金湖春秋》為曾人口所著，民國六十七年由彰化中國詩友月刊社所出版。主要為口湖鄉金湖地區之方 

志著作，為文史界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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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的興趣從事記者工作。業餘則以詩、詞、書法自娛，除擔任雲林縣詩人聯吟會9理

事外，行旅各地時均加入該地詩社為會員。計參加之詩社有：蘆墩詩社10、富春吟社11、

台中縣詩學研究會12、中州詩社13、東墩吟社14、春人詩社15、屏東縣詩人聯誼會16、壽

峰詩社17、中國詩經研究會18、中國傳統詩學會19。並曾被聘為中部四縣市詩人聯吟大會
20、全國詩人聯吟大會21副會長、顧問等。副會長、顧問等，對於台灣古典詩的創作與

發揚著力很多。他在參加書法及詩會時曾獲得的榮譽紀錄為：第二、四屆全國青年書法

展覽入選，第十、十一、十二回中日親善書法展覽入選，五十九年全國詩會第一名。 

 

 

貳、 曾人口漢詩《蘭陽紀遊詩草》探析 

 

曾人口深受社會寫實詩人白居易的影響，詩作以平易近人為尚，平日喜歡旅遊，以

紀遊紀事為主的旅遊詩頗多，筆者以其曾獲蘭陽文學獎《蘭陽紀遊詩草》的作品為探析

對象，因為有完整的主題且最具有代表性。筆者就曾人口《蘭陽紀遊詩草》其內容風格

分為兩大類，今擇其中五、七言絕句、律詩為賞析標的，試分析如下： 

 

(一)、懷古抒情意雋永  

《北關砲臺》五絕  92 年 10月 5 日 

戰爭留古蹟，今訪北關來。 

面對滔滔浪，傷心問砲臺。 

 

根據記載北關是清朝嘉慶年間宜蘭通判高大鏞所闢建的，當時城垛、坎馬道、石級、

營房俱備，日治時期則因道路開闢而被拆除，據此詩描述可知此地現只留有古砲臺遺

跡。北關附近地形以豆腐岩和單面山著名，控扼險峻地勢之鑰，站在觀海亭上可遠眺龜

山島，近觀則是巨浪拍岸，驚心動魄。砲台乃為防守或為戰爭而建，根據歷史，北關的

砲台因地形故應為防守而建，歷史痕跡斑駁，砲台已殘破不堪，充滿歲月的滄桑感。「北

                                                 
9
 雲林縣詩人聯吟會，創立於民國五十七年，陳輝玉當首屆理事長，成員為鄉勵吟社之社員占很大的比例。 

10
 蘆墩詩社，在台中縣豐原，首屆社長為邱坤土（敦甫）。 

11
 富春吟社，在台中縣豐原，豐原曾名富春，社長廖柏峯。 

12
 台中縣詩學研究會，在豐原，第一屆理事長羅天富。 

13
 中州吟社，在台中市，社長陳慶輝。 

14
 東墩吟社，在台中市近郊冬瓜山，為清秀才吳子瑜所創，後由其女兒吳燕生繼承。 

15
 春人詩社，在台北，由民國三十八年大陸遷台人所創，社長為何武公。 

16
 屏東縣詩人聯吟會，在屏東市，首屆理事長薛玉田，洪春立繼之。 

17
 壽峰詩社在高雄市，社長為王天賞。 

18
 中國詩經研究會，在台北市，首屆理事長為何南史。 

19
 中國傳統詩學會，在台北市，為聯合全省各地詩社之組織，由曾任高雄縣長之陳皆興當選首屆理事長。 

20
 台灣詩會之舉辦分成地區輪流舉辦，有東北六縣市包括台北縣市，宜蘭、花蓮、台東、基隆市。桃竹 

苗三縣市包括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中部四縣市包括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嘉南地區。高 

屏地區、含鯤南七縣市改稱鯤南地區。 

21 全國詩人聯吟大會，非常設機構，是輪辦單位，邀請全國的詩人參加就稱為全國詩人聯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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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海潮」一直是蘭陽八景之一，詩人面對驚濤拍岸浪花依舊由景生情，不由得將砲台人

格化，以「傷心問砲臺」的問句，加強整句詩的張力，緬懷當年的人如今魂兮何在身何

在，引人無限傷感。此詩實則寫景，但作者因景緣情的感染力，讓讀者對物換星移的無

奈頗能感同身受。 

     

《宜蘭碧霞宮》五律   93 年 8月 1 日 

武穆宜蘭祀，士芳功不泯。 

忠心扶宋主，遺範式臺民。 

學子精神仰，詞家翰墨珍。 

信徒儒道合，行善恤寒貧。 

 

「宜蘭碧霞宮」又稱為岳武穆王廟，是台灣少數祭祀岳飛的廟宇之一。當年清廷割

台給日本後宜蘭地方人士不願接受日本統治，考慮返回大陸原鄉之際，由扶鸞得到「宣

揚忠孝不必回鄉」的神諭。在進士楊士芳的發起下，設鸞堂奉祀岳飛，有以抒發「還我

河山」之志，故詩人有「士芳功不泯」的讚歎。當初以「碧血丹心望曉霞之意」，定名

為「碧霞宮」，以掩日人耳目。全詩第三、四句「忠心」、「扶宋主」、「遺範」、「示臺民」

對偶端正，將岳飛忠心為國的精神標舉出來足供臺民模範，第五、六句「學子」、「精神

仰」、「詞家」、「翰墨珍」對仗工整，肯定碧霞宮發揮教育學子、教化社會的功能，碧霞

宮創立以來設立有「勸善局」宣講善書，教化社會，還設有「樂施社」從事施藥、施棺、

助學、濟急，等社會福利之事業，將岳飛精神一以貫之，「宜蘭碧霞宮」淋漓盡致將武

穆王教忠教孝精神發揚光大了。 

 

《草嶺古道》七律    92 年 10月 4 日 

翻山越嶺苦先民。石磴如梯步履辛。 

野舞芒花秋色老，址遺客棧蘚痕新。 

砂岩鋪道風千壑，椽筆題碑力萬鈞。 

土地公婆峰頂坐，靜觀來往古今人。 

 

草嶺古道是先民開闢淡水廳到噶瑪蘭廳之間淡蘭古道中的其中一段，全長 8.5

公里，約在清乾隆末期所開闢，途經新北市及宜蘭縣兩縣分界山的「草嶺」，

古稱「草嶺古道」。面對「野舞芒花秋色老」景色令人心曠神怡，因景生情，詩

人懷想起當初先人蓽路藍縷的艱辛，「秋色老」對「蘚痕新」新老相對點出時

光對照的力量，讓人感受出時間巨輪行也匆匆的震撼。「砂岩鋪道風千壑，椽筆

題碑力萬鈞。」寫清代總兵劉明燈在此被暴風所阻，刻下「雄鎮蠻煙」摩碣以及

「虎字碑」以鎮風暴的傳說，「風千壑」、「力萬鈞」漂亮的對偶，將當年狂沙走

石之下總兵人定勝天的堅忍氣質描摩得入木三分。淡蘭通道成為暢通東西之間

的重要孔道後，行旅興盛達百年之久。撫今追昔，現只留有土地公婆的神像，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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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迎著來往不同的行旅腳步，不免生有「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22的感慨。 

 

《宜蘭孔子廟》五絕   93 年 8月 1 日 

宜蘭孔子廟，一脈衍斯文。 

鄒魯遺徽在，古音猶可聞。     

 

宜蘭孔子廟位於宜蘭市新興路，整體建築仿照台南孔廟的形式，高聳壯麗，創建於

1868 年。當年蘭陽進士楊士芳
23新科及第，載譽歸鄉，為獎掖後進，倡導文風，特別號

召鄉紳富翁共同興建，耗費 10 年完成。此廟的成立對於地方文化風格的凝聚，頗有地

標意義，是為作者所謂的「一脈衍斯文」。宜蘭孔子廟歇山重檐式的檐線弧度十分優美，

被學者譽為「全臺最美的大成殿」，可惜於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治台時期)，因戰火摧損而

拆毀，原址在今宜蘭市新民路中央市場，僅餘康樂街的一堵矮牆而已。臺灣光復後，把

北門外按原有的大成殿規模予以重建，廟內仍有泮池、東西廡等建設，而楹柱、門樓皆

未刻寫文字，代表著孔子偉大的思想後人不敢賣弄也。立於光緒 7 年的「臥碑」，乃是

清廷禮部刊佈，用來曉諭生員：「讀書在於明禮，福國先於利民」的仕人思想規條。詩

人所見應該就是重建後的孔子廟，雖然只是遺跡重建，但從「鄒魯遺徽在，古音猶可聞。」

句，迎風處發思古之幽情，作者肯定孔廟對於地方教化，及文化傳承的功能。 

 

《大里天公廟》七律   92 年 10月 5 日 

觀潮問俗覓新知。大里香參玉帝時。 

海陸連天雲爛縵，觚稜映日彩紛披。 

道通草嶺碑尋虎，廟對汪洋嶼伏龜。 

民敬神明留勝蹟，奉行眾善古風遺。 

 

大里天公廟（又稱慶雲宮）有蘭陽第一勝之美名，廟宇建築宏偉，氣勢磅

礡。廟中主祀由福州供奉來台的玉皇大帝，它位於宜蘭縣濱海公路旁，背倚草

嶺山，可遠眺載浮海面的龜山島，面向太平洋可觀近處的驚濤拍岸，地理環境

幽美、景色殊麗。本詩第三、四句對仗工整「海陸連天雲爛縵，觚稜映日彩紛披。」

詞采華麗頗異于詩人一向素樸的遣詞用句，但唯有如此才能描繪此區氣象萬千

的壯麗風光。第五、六句「道通草嶺碑尋虎24，廟對汪洋嶼伏龜。」說明廟宇背山

面海的地理位置與優越景觀，「碑尋虎」是「尋虎碑」的倒裝，「嶼伏龜」是「伏

龜嶼」的倒裝，為的是對仗工整的效果。大里天公廟歷經多次整修，廟外樓閣雲起，

                                                 
22

 孟浩然：《全唐詩‧與諸子登峴首》，台北，盤庚出版社，1979 年，頁 1644。 
23楊士芳(1826~1903)，字蘭如，號芸堂，祖籍福建漳州詔安。是宜蘭第一位，也是唯一的進士。一生行誼

值得效法。 
24

 同治年間臺灣總兵劉明燈北巡蘭陽，登草嶺時見煙霧迷漫，乃書題「雄鎮蠻煙」，摩刻於巨石；又遇狂 

風襲人，書「虎」字刻石以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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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內金碧輝煌雕樑畫棟，晨輝與夕照風景美不勝收，又是鄉民的信仰中心，平

時即香火鼎盛，詩末充滿對敬畏神祇那種虔敬淳樸古風的嚮往，讓人回味良久。 

 

《楊進士宅第》七律   93 年 8月 1 日 

學勤憂道不憂貧，榮獲功名沾族親。 

院掌仰山培後秀，廟崇武穆祀忠臣。 

旗杆座在空庭寂，柱礎形遷舊貌泯。 

進士第能重整建，采風訪古擁遊人。 

 

楊進士宅第就是指蘭陽第一進士楊士芳的宅第，他 1826 年出生，1868 年考中進士。

楊進士行事與一般讀書人不同，他並未作官，卻熱心教育獎掖後進，並號召宜蘭鄉紳富

賈出錢出力，歷經 10 年創建宜蘭孔廟。後來還擔任仰山書院25院長一職，詩人實寫楊進

士宅第的近貌是年久失修：「旗杆座在空庭寂，柱礎形遷舊貌泯。」，側寫「培後秀」、「祀

忠臣」字裡行間有推崇進士嘉行懿德之意，雖然進士第搖搖欲墜雜草蔓生已不復當年光

景，但 1995 年楊進士的後代宗族曾發動募捐，重修宅第正廳及左右廂房，2001 年陸續

整修，詩人期許整修後的進士第能夠「采風訪古擁遊人」，讓光風霽月的賢人行止能一

直傳承下去，供人憑弔與紀念。 

 

《梅花湖》七絕之二  92 年 8月 12 日 

湖中小島好尋幽，水上船輕不載愁。 

想像梅花高格調，林逋月下憶同遊。 

 

宜蘭梅花湖為一天然蓄水池，湖面約 20 公頃，三面環山，東岸湖中有一座吊橋，

銜接環湖公路及湖心的浮島，佇立島上可俯瞰整個湖面。已故縣長陳進東曾有一首「鑑

湖覽勝」詩使得梅花湖以鑑湖一名傳頌開來。蘭陽十八勝之一便有「鑑湖秋月」一景，

民國五十三年以其形式梅花而更名為梅花湖26。詩人信步在湖畔，楊柳、杜鵑、蝴蝶、

鷺鷥起舞翩翩，涼風習來煩惱盡消，故有「水上船輕不載愁」的悠閒愜意，與李清照〈武

陵春〉：「只恐雙溪蚱蜢舟，載不動，許多愁。」27的沉重，恰有天壤之別。本文所選的

是同名七絕之第二首，詩人由形似梅花的湖聯想到氣質高雅的梅花，再想到梅妻鶴子的

北宋詩人林和靖先生，將隱士仙風道骨的意象與梅花湖、梅花清白高雅意境相結合，整

首詩讀來意飽味豐，令人低迴不已。 

 

《二結王公廟》七律    93 年 8月 3 日 

千人移廟一條心，誠則神靈自古今。 

                                                 
25

 仰山書院由首任噶瑪蘭廳通判楊廷理於 1812 年所創建。 
26

 民國五十三年由蔣經國先生命名。 
27

 見楊國娟評析：《李清照詞選集》，台北，林白出版社，198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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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殿圓融施巧藝，老榕矯健鬱濃陰。 

源承漳浦王公祀，威震蘭陽萬眾欽。 

國際聞名堪拭目，觀光發展客爭臨。 

 

二結28王公廟位於宜蘭五結鄉主祀古公三王29，為保存王公廟埕、二棵大榕樹、古渡

頭、古道、古圳、古街，當年王公廟計畫「拆舊廟、建新廟」，大二結的人們凝聚了濃

厚的社區意識，發起「保護舊廟」大型社區運動，於民國 86 年年 9 月 28 日集結了眾多

信眾，將舊廟平行移動二百公尺至新址，此千人移廟壯舉曾轟動全台。如今將舊廟設置

為二結庄生活文化館之用，作為社區居民活動與參與的公共空間。二結王公廟在每年十

一月十五日「老三王公」聖誕祝壽的慶典中，總是熱鬧非凡，其中「過火」的民俗活動，

是整個廟會慶典中的精華盛事30。目前所見的王公廟是改建於民國十八年的建築，當時

二結地區因鐵路通車、設置紙廠而產業興盛，地方繁榮，由當時富甲一方的四大善人：

張阿富、簡奇才、簡阿才與楊標聯合捐輸所建。張阿富對建廟之建材尤有見地，特地由

淡水、基隆引入五十支衍樑，並採用了堅韌度可達數百年之久的烏心石木，作為廟體建

築三川、正殿通樑與棟架的用材，這種材質的沿用在漳州傳統廟宇建築風格中別出心

裁。尤其正殿樑脊選用了直徑一米的九芎木，此九芎木乃是清嘉慶十五年台灣知府楊廷

理在宜蘭山區廣植的九芎樹，王公廟採用九芎木製成的中樑脊實富有歷史意義。 改建後

的廟宇建築施工精巧深具藝術美感，周圍的榕樹蓊鬱濃蔭，更顯得廟宇莊嚴，無怪乎威

靈顯赫，香火鼎盛。詩人以「國際聞名堪拭目，觀光發展客爭臨。」作結，充滿對先人

努力與後人發揚光大的讚歎之意。 

 

《三清宮》七絕二首之二   92 年 8月 12日 

詩會當年啟此宮，柬邀猶憶進東翁。 

湖山依舊迎騷客，騷客重來貌不同。 

 

三清宮奉祀的是道教最高神祇-三清道祖，創建於民國五十九年，正位於梅花湖畔，

整體黃瓦紅柱的宮殿式建築巍峨壯麗，依山傍水，與湖光瀲灩的梅花湖相互輝映，視野

相當遼闊，日景綺麗，夜晚則能將大宜蘭夜景盡收眼底，置身其間彷彿走入人間仙境，

                                                 
28

 蘭陽溪以南地區係以漳州人居多，而漳州人都將開發之地冠以「結」字，是墾民最早集中居住的地方， 

有成群結隊之意。 
29

 南宋國力積弱，蒙古人興起，有一義軍撤至漳洲漳浦，隠藏於湖西坑，其中的三位首領義結金蘭，大 

哥柳信、二哥葉誠、三弟英勇，因精通醫藥、堪輿、道術、屢為山民治病、消災解厄、深受居民敬重。 

後來寡不敵眾仍壯烈犠牲，居民感念三人忠義英烈，將他們安葬，並定時焚香祭拜，還恭塑三人神像， 

並於建廟以祀，七百多年來香火鼎盛。乾隆年間，漳浦湖西鄉民廖地渡臺，到古公三王廟祈得三王公本 

尊，捧奉赴臺，以求平安。行抵今日的蘭陽溪南畔，於一顆大榕樹下歇息後，手奉的三王公神像卻靜止 

不動，擲筊請示，才知三王公欲駐駕於此地。在蘭陽開闢之初，蠻煙瘴癘，老三王公憑其神蹟為當地居 

民解除災厄，乃被二結居民奉為守護神。 
30農曆十一月十五日是古公三王中三王公的誕辰，宜蘭二結「王公廟」照例都會舉行盛大的「過火」儀式。

二結「王公廟」過火所用的木炭多達兩萬斤以上，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過火儀式，每年都會吸引許多民眾

前來觀賞，也成為二結地區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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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愛好詩作有良醫良相之稱的陳進東31老縣長應該就此愛上這裡的環境，曾在這裡舉

辦全國詩人大會，廣邀愛好者來此賞風吟月、吟詩作對，詩人曾恭逢其盛。而今詩人來

此，看見青山不老湖山依舊，而當年騷客大都已不復見，撫今追昔，人事更迭而日月如

新，令人有道不盡的感慨。由「柬邀猶憶進東翁」的一個「憶」字開啟了詩人懷古之情，

繼而娓娓道來自己的情感，文字平易淺白但充滿似有若無的無奈惆悵，餘韻無窮。 

 

(二)、寫景敘意滋味長 

《礁溪溫泉》五絕   92 年 8月 8 日 

泉質礁溪美，何曾遜北投。 

浴身兼浴念，無垢亦無憂。 

 

礁溪溫泉位於宜蘭礁溪鄉，三萬年前火山噴發時所流出的岩漿殘留在地底下，造成

附近的地下岩層產生高溫，將流經的泉源成為水質特好的溫泉，而礁溪溫泉區域水質清

澈，屬於碳酸氫納溫泉無色無臭，卻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周邊環境景色幽美，無論賞景

或泡湯都可以與聞名的北投溫泉媲美。俗稱美人湯的礁溪溫泉因為風光旖旎及沐湯的療

效，常常吸引許多人千里迢迢到這裡泡湯，在山氣氤氳雲霧繚繞中，頗有人間仙境的感

覺。詩人覺得泡湯可與滌淨心靈同時進行，淨化俗念讓身心靈都達到清新無垢的境界，

思想無擾無憂心靈自然無所掛礙。詩人以「浴身」、「浴念」、「無垢」、「無憂」類疊修辭

法的運用，讓平鋪的直述詩句有了節奏的層次美，簡單的華麗使得整首詩多了些變化。 

 

《宜蘭台灣戲劇館》五絕   93 年 8月 1 日 

台灣歌仔戲，源發自宜蘭。 

館裡精華萃，傳承不避艱。 

 

台灣戲劇館位於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內，館內以收藏歌仔戲相關事務為主，傀儡戲為

輔的「台灣戲劇中心」，收藏非常豐富。台灣歌仔戲發源於宜蘭32，在農業社會時期大眾

娛樂很少，民風純樸重視信仰，歌仔戲演戲酬神的功能頗受大眾喜愛，五六 0 年代，厝

邊親戚晚餐後搬著板凳佔位子，簇擁著看戲的熱鬧，是許多人最美好的記憶。現今社會

轉型進入工業社會，電影、電視節目取代傳統戲曲，歌仔戲已有被淘汰的危機，尤其約

在民國六十二年左右，政府推行國語運動，歌仔戲更曾經消失過一段時間，如今新生代

對傳統戲劇不但陌生，更遑論喜愛而珍惜。地方政府、有心人士深感藝術絕學流逝之速，

越來越重視保存傳統台灣藝術的重要。詩人到宜蘭台灣戲劇館一遊，肯定其收藏、保存

在地文化藝術的用心及功能。 

    

                                                 
31

 本姓江名通(1907~1988)，三歲時送給陳振光為子嗣，改姓陳名東進，字南湖，從長崎醫科大學畢業 28

歲起，便開始行醫助人，一生行醫超過 50 年，擔任過宜蘭第 5、6 屆的縣長，作品集結成《南湖吟草》。 
32 歌仔戲最早期並不稱為歌仔戲，叫做「本地歌仔」。台灣許多戲劇都是大陸傳過來的，如南管、北管、

魁儡戲、布袋戲、車鼓等。宜蘭是漳州人的大本營，發源歌仔戲，是台灣唯一土生土長的戲劇，最能代

表台灣的民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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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旗瀑布》七絕   93 年 7月 27 日 

飛空玉碎與珠聯，分掛三層瀉自天。 

卻怪媧皇餘有石，供人作枕五峰前。 

 

五峰旗瀑布33位於礁溪鄉五峰旗風景區內，是蘭陽八景之一，區內有五座尖峰排列，

酷似五面三角旗豎於此，故得名為『五峰旗』，因為斷層影響，構成地形落差的先天條

件，加上礁溪多雨的氣候條件，水流相當的充沛，經過不斷的沖刷下露出了堅硬的四稜

砂岩，河流再流過這個由四稜砂岩所構成的斷壁懸崖，產生了五峰旗的一連串瀑布。瀑

布共分三層全長約有 100 公尺，詩人用修辭譬喻法將瀑布的流瀉用玉碎與珠聯的具體形

象來形容，再以女媧補石中的石頭來形容區域內的奇石峻岩，讓人充滿了趣味的想像。

涓細平穩的瀑布像串連的白色珍珠，水勢盛大湍急的流洩又似飛散的珠玉；女媧石似乎

已蒼茫久遠，而五峰旗之石供人作枕的現實卻又如此深刻，前者讓全詩的律動有了強弱

動靜的節奏感，女媧的久遠與現在的時間對談，讓時光的推移充滿了既懸疑又真實存在

的律動感。詩人精妙的譬喻及體會讓瀑布水花的白淨、在陽光中跳耀的閃亮，還有奇石

的險峻都能具體的呈現在讀者眼前，引人入勝。 

    

《頭城牽罟》竹枝詞34   93 年 7月 25 日 

扯繩牽罟學漁家，步伐遲遲眾力加。 

客到頭城思古早，捕魚同唱浪淘沙。 

   

大約從蘇澳、五結、壯圍到頭城之間，宜蘭海岸線綿長約 101 公里，每逢魚汛季節

來臨35，傳統漁村便會有著牽罟的活動。所謂牽罟，是早期不仰賴大型機械動力漁船的

原始補魚方式。沿海居民分派人手，全天候守在海邊，發現魚群出現時，便以竹筏或舢

舨火速出海，撒網包抄魚群，留在岸上的人便腰纏短繩，等舢舨驅趕到魚群入網後，再

齊聲吆喝拉索，同心協力以拔河的方式，使勁將罟網拉上沙灘。凡出力者，便可排隊分

一份漁穫，俗稱「倚繩仔分錢」。舊時守望相助，傾力合作的精神，與移墾團體奮力與

自然搏鬥的情形，如出一轍。牽罟漁民在團結合作下鼎力相助，之後又將漁獲量分攤，

甚具團結力量大及人情味濃厚的哲理。現在雖已進入動力補魚的時代，頭城鎮公所每年

夏季舉辦的「頭城鮮節」活動中，仍保留了「牽罟」這具有合作與分享傳統補魚的方式，

讓民眾體驗，但趣味及教育性已取代了早期活動的實用性。詩人來到頭城睹物思古，想

                                                 
33

 據說五峰旗瀑布區內富含陰離子數約有 2 萬之比率，來此賞景散步調劑身心，有增進健康的效益。 
34台灣的竹枝詞是一種七言體的韻文，淵源於中國唐代劉禹錫、白居易的文人竹枝詞，元末楊維楨開西湖

竹枝詞之唱和，一時之間相從者不下百家，竹枝詞遂逐漸形成歌詠地方風光、習俗的文類。清代結合時

代文化特色，出現大型的連章竹枝詞、大量的詩加自註，創作客觀的筆調，使得竹枝詞原本詼諧趣味的

特殊風貌，更與地方風土詩的采風觀念及方誌編纂的風氣，結下了不解之緣。台灣竹枝詞承此遺緒，在

竹枝詞的發展上另外開拓了一片新的天地。 
35

 魚汛季節大約是每年農曆的 3~8 月。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03655.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B9%E6%9E%9D%E8%AF%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5%B1%85%E6%98%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8A%E7%B6%AD%E6%A5%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9%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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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當年漁家扯繩牽罟，步伐穩健而緩慢，眾人一起齊心齊力凝聚力量，漁民那種與天競

爭、跟大自然搏鬥、汗水中有歡樂的形貌彷彿就躍然紙上。 

 

《宜蘭東門觀光夜市36
》竹枝詞   93 年 7 月 31 日 

衣食人生不可無。東門夜市客爭趨。 

民風我愛蘭城古，物價低廉不亂呼。 

 

宜蘭是遠離都市塵囂的台北後花園。近年更因為北宜公路的開通，一片好山好水遂

成為都市人追求自然風光的假日天堂。遊客來到宜蘭，白天遊覽著名景點外，晚上最喜

歡逛宜蘭火車站附近的東門觀光夜市，其位於宜蘭市東港陸橋下方，比起宜蘭另一個有

名的羅東夜市，東門夜市歷史已超過 40 年以上，地形呈 L 型是屬於傳統型的夜市。其

中的各式小吃、魚丸米粉、甜湯、一串心、清燙魷魚、蔥油餅…等，風味好價錢又公道，

很令大家趨之若騖。詩人長年以行商姿態來往於人情世故之中，故對於宜蘭這種古樸的

民風特別感受深刻情有獨鍾，故有「民風我愛蘭城古」句。筆者於日前聽聞新聞報導台

北夜市遇大陸遊客便哄抬物價，三袋水果要價九百元而令大陸客驚詫於台北的物價竟如

此之高，故對於詩人嚮往及肯定宜蘭夜市童叟無欺的古樸民風，頗能心神領會。 

 

《宜蘭搶孤
37
》竹枝詞   93 年 7月 31 日 

十三孤棧插旗竿，孤柱皆油攀上難。 

七月孤魂參盛宴，搶孤奪食壯奇觀。 

 

「宜蘭搶孤」和蘭陽平原的開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早期漢人離鄉背井渡海來台

開墾蘭陽，在開拓過程中歷經天災、疾病及戰爭而往生者魂無所歸，為了祈求普渡孤魂、

消災解厄，於是在每年俗稱「鬼月」的農曆七月，由附近八大庄的居民，集資舉辦普渡

法會來超渡孤魂，並在農曆七月的最後一天，也就是「關鬼門」之夜，舉行盛大的搶孤

儀式，以表示對先民的追念及普渡之意。搶孤所以成為很受矚目的原因在於兩大特性，

其一是兼具布施陽間人眾的博愛襟懷，祭拜鬼魂的祭品最後由貧苦的人來分食以濟饑

困；其二是為搶孤極具激烈的桃戰性及危險性，活動過程驚心動魄，為世界少見的宗教

民俗之最，其中看見先民的勇敢和血汗，更有人、鬼、神相互敬畏的意涵，更在搶孤活

動的環節上，淋漓盡致呈現出團結互助、爭先和分享的移民性格。詩中四句皆有「孤」

字，不斷強化搶孤活動的緊湊感，所以不覺得贅複。「插旗竿」、「攀上難」、「參盛

宴」、「奪食」等連續動作描寫搶孤活動的激烈，更是充滿了層次，寫景的功力頗能呈

現出搶孤活動懸疑刺激的感覺。 

       

                                                 
36 東門觀光夜市位於宜蘭市東港陸橋下(宜蘭火車站附近)，已經有超過 40 年的歷史了，在地人都稱它為 

「三角公園夜市」，除非下雨否則全年無休。 
37相傳有 200 年歷史的中元祭「搶孤」習俗並非宜蘭所專有，但因「宜蘭搶孤」方式最為驚險奇特且涵意 

深遠，兼具宗教民俗、體能競賽的崇敬、詭異與激烈，故以「宜蘭搶孤」最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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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38》五律   93 年 7月 30 日 

黌舍佛光署，淡江成比鄰。 

有恆宏誓願，淨念去浮塵。 

靈秀山林浥，因緣起滅頻。 

生心無所住，了悟幻中身。 

 

佛光大學自 1993 年奉准開始籌設，披荊斬棘七年之後才在 2000 年以「佛光人文

社會學院」創校招生，先有研究所，大學部自 2002 年才正式招收學生，採小班制教學，

每系只招收三十、四十位學生。在 2006 年 8 月改名為「佛光大學」。〈佛光大學〉詩

開宗明義便描述佛光大學地理位置鄰近淡江大學宜蘭分校，並闡述其延續中國教育的精

神，在現代大學的架構上，體現宋明書院師承傳統的恢宏誓願。期望在此就讀的學子能

除去浮塵雜念，專心研究學問道德，最終能感懷慈悲，將所學貢獻社會國家。五六七八

句應是詩人感受了學校環境鍾靈毓秀的氣氛，興起了緣起緣滅應無常，成敗寵辱終成空

的了悟，設想若能心無所住一切隨緣，就可安然自在。詩人由景抒義如行雲流水，佛法

的真諦與人生的價值，就在寥寥數語中說盡。 

     

《蘇澳冷泉》七絕二首  92 年 8月 9 日 

蘇澳冷泉天下奇，彈珠汽水譽當時。 

七星山下儲甘露，特質何殊太液池。 

 

透明泱瀼復涓涓。陸羽如知茶可煎。 

飲浴皆宜人益壽，客臨蘇澳為斯泉。 

 

蘇澳冷泉為東南亞獨一無二的低溫碳酸礦泉，水質清澈，泉內含有豐富的二氧化

碳，泉溫經年保持約攝氏 22 度，聽說無論浸泡或生飲對身體內外都具有相當的養生療

效，日本人曾在冷泉區內的七星山下，開設台灣第一家彈珠汽水工廠，名聞遐邇。作者

讚歎蘇澳冷泉為稀世之寶，將它與中國古代皇宮中的園林湖泊相提並論，珍貴與價值性

不言可喻，皇宮中的太液池專屬於皇帝貴妃所享，蘇澳冷泉卻是親近可人，毋須萬貫家

財貴冑世家，鄉野小民也得以盡情享受，無疑地，來此享受的人一定都充滿了幸福感。

第二首寫蘇澳冷泉水色清冽飲浴皆宜之實，詩中翩然一筆提及茶仙陸羽煎茶的故事，寫

實中穿插典故的趣味性，增添古意盎然的況味。 

      

《吳沙39故居40
》七律   93 年 7月 30 日 

進入頭圍率眾人，蘭陽開闢歷艱辛。 

                                                 
38 佛光大學是由佛光山星雲大師于 2000 年所創辦的大學，也是蘭陽地區的第一所大學，校址位於宜蘭 

縣礁溪鄉林美村山上，海拔約四百三十公尺，由此可鳥瞰廣闊的蘭陽平原及孤懸外海的龜山島。 
39

 吳沙(1731~1798)，福建漳浦人，清乾隆年間至貢寮經商，對宜蘭開發貢獻卓著。 
40

 吳沙故居距礁溪火車站東南方約 6 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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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孫此日能思孝，老大41當年不顧身。 

既斬荊榛成沃野，猶存墳墓鎮滄津。 

族群融洽邦家幸，故宅欣看貌再新。 

 

當年宜蘭蠻荒未闢，吳沙率領漳、泉、粵三籍漢人開墾蘭陽，築土城頭圍(今頭城)

作為移墾根據地，剛開始與噶瑪蘭人常起爭端，次年天花為患時，吳沙施予漢方之藥救

助，感動噶瑪蘭人，蘭陽的開墾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因為吳沙的帶領，蘭陽地區才逐漸

繁榮，吳沙因此被奉為開蘭第一人。當年吳沙在四圍
42興建的三合院古厝就成為其後世

子孫定居的祖厝，距今已有百年歷史的吳沙故居供奉著吳沙的遺像及許多頌讚的牌匾，

大廳正前方有著「真誠拓土無雙士，正是開蘭第一人」的對聯，說明著吳沙當年披荊斬

棘奮不顧身的艱辛與難得，為族群的融合留下典範。詩人在全詩的五、六句以漂亮的對

偶，讓今昔時光的對比顯得很強烈，人事的滄桑，當年的勇跡現也只剩下面對太平洋之

墳塋，終使後人追思，詩意頗富教化作用，餘韻無窮。 

 

《礁溪玉石村訪林萬榮43先生》七律   93 年 8月 5 日 

文獻當年曾建功，于今人在燭風中。 

金樽酒滿懷敦甫44，玉尺才量45代進東46。 

身不轉翻高枕臥，眼難青白一心空。 

鐵濤47字與荊園48畫，久視模糊忘孰工。  

 

詩人有關蘭陽地區的旅遊詩中，大都是賞景攬勝之作，較特別的是這首訪友詩。詩

中敘述拜訪同樣是詩人，曾在文獻會服務的林萬榮，他住在玉石村，曾擔任玉石村新興

館戲館的團長，對於地方上的戲曲等傳統藝術文化事業頗為盡心盡力。詩人感嘆老友曾

經在文化事業上有所貢獻，晚年卻因中風臥病在床如風中殘燭。當年蘆墩吟社社長舉辦

中部四縣市詩會時，林萬榮曾代陳進東擔任詞宗選詩。詩中三、四句對偶「金樽酒滿」、

「玉尺才量」都是讚嘆友人詩文的才氣甚高，「敦甫」指的是蘆墩吟社社長陳坤土，「進

東」指的是詩人縣長陳東進，此處借代修辭的運用讓林萬榮的詩文才華生動的躍然紙

上。五、六句詩風跌宕落下，而今「病體高臥」及「眼難青白」對照之前林萬榮的文采

煥發及意興遄飛，令人不勝噓唏。最終詩人以觀林宅牆上書畫，而「久視模糊」暗示自

己眼眶含淚，意緒消沉，全詩充滿對朋友的不捨與傷感，情真意切，一句一歎，令讀者

也為之動容。 

                                                 
41

 吳沙曾被人稱為吳老大，參見宜蘭文獻雜誌 31 期，頁 131。 
42

 今四城。 
43

 林萬榮曾服務於文獻會，也是詩人。本詩作者拜訪時，已有九一高齡。 
44

 應是指蘆墩吟社的首任社長陳坤土(敦甫)，參見《曾人口詩草》，頁 180。 
45

 語出於李白：〈上清寶鼎詩〉：「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廢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 

才無時休。」 
46

 是指曾擔任宜蘭第五、六屆縣長的陳進東。 
47

 指洪鐵濤，台南書法家，亦是詩人。 
48

 陳子波，字荊園，工畫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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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蘭陽紀遊詩草〉的這些詩，雖名為紀遊詩，但字裡行間充滿著台灣詩人對先民開拓

這片土地的感恩，觀其詩就能感受詩人溫柔和煦的人格特性，詩中已將詩人情感的豐富

顯露無遺。綜觀曾人口的蘭陽旅遊詩其內容風格特色有三，(一)充滿悲天憫人的情懷。(二)

以忠孝節義為創作指標。(三)富含樂觀積極的意涵。曾人口深受儒家的理性，佛教的慈

悲，道家清靜無為等哲學思想的影響，作品中常流露著三道合一的載道思想。他的詩風

清新明白易懂，有白居易關懷社會詩風的遺緒，且常能融情於景，富弦外之音，也因為

詩人陽光般的感染力，除了讓讀者輕易的感受詩中的真切情感外，細讀之後還能勾勒出

台灣先民無畏荼苦，艱辛開闢蘭陽平原的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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