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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們分別是一名兩歲之後才移居花蓮、和一名對花蓮不熟悉的國中生：我們與這塊土地大約相處

了十年，花蓮幾乎成為我們真正的故鄉。雖然我們在這裡成長、在這裡生活、在這裡求學，彷彿跟著

這片土地一起脈動，一起呼吸，但我們卻不曾對花蓮仔細了解，仔細體會。 

 

一、研究動機 

上了國中之後，常常聽老師們說，花蓮有許多在地文學作家，其中最令老師們津津樂道的一位 

「純花蓮」作家，是曾經在我們花崗國中任教的陳黎先生：他生於花蓮，長於花蓮，工作於花蓮，也

時常寫一些有關花蓮的文章，最令我們驚訝的是—他的文學作品：《聲音鐘》也收錄在我們的國文課

本裡。我們心裡非常好奇這位「純花蓮」作家如何描寫我們每天生活的花蓮。因此我們決定藉由書寫

「小論文」的活動，來探究陳黎的文學作品是如何描寫這片他心中山海交融的故鄉。 

 

二、研究目的 

我們以陳黎的散文與新詩為主軸，將作品內容中有關花蓮的篇章分為三大面向：飲食小吃、市街

巷弄、自然風光來分析，研究陳黎是如何描寫他的故鄉花蓮，最後並探討陳黎這位「純花蓮」作家是

如何運用所學來貼近花蓮，如何帶領自己所眷戀的原生故鄉走向未來。因此本研究目的有二： 
(一)認識陳黎筆下的花蓮。(二)了解陳黎回饋故鄉花蓮的理念。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論文首先透過「文本分析法」來了解陳黎筆下的花蓮，接下來依照研究目的規劃訪談大綱，且

經由「訪談法」，與陳黎近距離的接觸與訪問，以錄音、錄影的方式整理音檔、逐字稿，來歸納他心

中對花蓮的感情與花蓮未來的想法，最後並統整文本資料與文獻，說明陳黎筆下的花蓮呈現甚麼模樣，

以及他將秉持何種理念帶給故鄉花蓮的變化與發展。研究流程如下：

  

貳●正文 

一、關於作家 

                     

不穿拖鞋的時候，我穿涼鞋—穿著涼鞋到學校教書，到官府辦事， 

                    到音樂廳聽音樂，由春到冬，四季如一。 

                    四十年來生活在這濱海的小城，不曾離開過這個島嶼一步。(陳黎，1996) 
—〈極簡音樂〉，《偷窺大師》 

     圖2.取自陳黎文學倉庫 

經由閱讀陳黎的作品，我們可由以上的敘述，將陳黎形塑一個初步的輪廓：「平凡中帶著真性情」。 

以下將簡要介紹陳黎的基本資料及作品： 

引起動機 
閱讀 

相關文本 

決定 

研究主題 

擬定 

研究目的 

編製 

訪談大綱 

訪談 

相關作家 

整理 

逐字文稿 

分析 
與 

結論 

 

圖 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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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陳黎簡介 
陳黎，本名陳膺文，1954 年生，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曾經獲得國家文藝獎，時 

報文學敘事詩首獎，吳三連文藝獎，梁實秋文學翻譯獎，2005 年獲選為台灣當代十大詩人。 

    (陳黎，2016) 
(二)陳黎的作品簡介 

陳黎的作品形式多樣，有詩集、散文集，拉丁美洲詩作翻譯，音樂評介集等(陳黎，2016)。
本研究將針對作品內容直接與他的故鄉—花蓮有關的詩集與散文集，來探討這位「平凡中帶

著真性情」的作家筆下所描寫的花蓮小城。作品資料只列出與花蓮有關的作品，依序如下表： 

表 1.與花蓮相關的陳黎作品及篇名(註 1：篇名若重複出現於散文選、詩選合集，我們只記錄一次。)  

 年代 作品名 形式 內容與花蓮有關的篇名 

1. 1975 《廟前》 詩集 〈海的印象〉 

2. 1980 《動物搖籃曲》 詩集 〈黃昏過蘇花公路送癌症病人回家〉 

〈海岸教室〉 

3. 1989 《人間戀歌》 散文集 〈麻糬〉〈聲音鐘〉 

4. 1990 《小丑畢費的戀歌》 詩集 〈太魯閣.一九八九〉〈蔥〉〈暴雨〉 

5. 1991 《晴天書》 散文集 〈木山鐵店〉〈地震進行曲〉 

〈波特萊爾街〉 

 1993 《家庭之旅》《小宇宙》 詩集 〈海邊濤聲〉、〈第七首〉 

6. 1995 《島嶼邊緣》 散文集 〈花蓮港街.一九三九〉 

7. 1997 《偷窺大師》 散文集 〈張愛玲和我〉 

〈尋找原味的花蓮舞曲〉 

8. 1999 《貓對鏡》 詩集 〈小城〉 

9. 2001 《陳黎詩選：1974-2000》 詩集 〈在一個被連續地震所驚嚇的城市〉

〈洄瀾.1820〉 

10.  《陳黎散文選：1983-2000》 散文集 〈波特萊爾街〉〈地震進行曲〉 

〈想像花蓮〉〈花蓮飲食八景〉 

11. 2005 《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 詩集 〈海岸詠嘆〉〈在白楊瀑布〉 

〈車過木瓜溪〉〈七星潭〉 

12 2006 《小宇宙 II》 詩集 〈第 86 首〉 
13. 2008 《陳黎散文選：1983-2008》 散文集 〈極簡音樂〉 

14. 2011 《我/城》 詩集 〈里奧特愛魯·15xx〉〈洄瀾·1820〉 
〈璞石閣·1953〉〈魯豫小吃·1970〉 

15. 2012 《想像花蓮》 散文集 〈家鄉的命名〉 

16. 2016 《陳黎跨世紀散文選：1974-2015》 散文集 〈童年旅店〉 

〈有綠樹檸檬和時間的風景〉 

17. 2017 《藍色一百擊：陳黎詩選》 詩集 〈花蓮藍〉 

資料來源：根據陳黎文學倉庫網頁自行彙整 ，取自：陳黎文學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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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得知，陳黎描寫有關花蓮的詩集與散文集作品中，提到了許多花蓮的元素：有花蓮的

飲食，花蓮市區的街道與巷弄，以及特有的山海風光。因此，我們根據這些與陳黎故鄉—花蓮相

關的篇章，來探究陳黎是如何描寫這山海間的故鄉。 

 

二、故鄉素寫          
   
                    …不曾到過花蓮便罷，一但來了，你就不會想離開它。(陳黎，1985) 

                                              —〈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 

       圖 3 

     圖 3.(自行拍攝) 

我們閱讀過這些與花蓮有關的文章之後，將其分為三大部分來討論：(一)飲食小吃 (二)市街

巷弄 (三)自然風光。雖然我們平常忙著補習，對花蓮不熟，不過我們認為平時就應該多去認識

自己的故鄉，那要從哪裡開始認識這美麗的花蓮呢？當然是從我們最喜愛的「吃」開始去認識囉！ 

 

(一)飲食小吃 

我拜託她把我當作她的家人，務必要為我把店繼續開下去。 

            ……並且就在路上，邊走邊吃，這才是花蓮主人，而非「台客」風格。(陳黎，2016) 

              —〈花蓮飲食八景〉，《陳黎跨世紀文選》 

              陳黎的文章所提到的花蓮美食如下: 

1.紅豆麻糬：陳黎說他小時候只要聽到歐吉桑的叫賣聲，他必定飛奔而出找他報到。在那個 

      戒嚴年代，國家重要慶典結束的口號剛喊完，大家便一哄而散跑去買麻糬，吃了之後 

      甚至大叫：『麻糬萬歲！』。這些孩子愉悅的呼喊，麻糬入口的甜蜜，在陳黎筆下就這 

      樣躍然紙上，鮮活了起來，且強調『就在路上邊走邊吃，這才是花蓮主人(陳黎，2016)』。

這麻糬是代表陳黎童年的內心滿足與「甜」蜜回憶。 

 
2.蝦仁羹：這是出現在陳黎住家屋後空地的小販，雖然陳黎認為這位賣蝦仁羹歐巴桑的叫賣 

  聲非常不起眼，但是藉由陳黎描寫購買者的行為，『還沒看到她，就拿著大碗小碗衝 

      出來的大人小孩，每天不知凡幾』，『料好，味好，台灣第一(陳黎，2016) 』，我們可 

      以得知這道美食在他心目中能夠記憶深刻的原因。 
        

3.檸檬冰：這是花蓮的夏天，一攤在「青翠」「老」榕樹下，一位「老」者所販賣的檸檬冰。 
      老者的一項販賣器具，『大玻璃桶子』，以及陳黎敘述的檸檬冰製造過程，『徐徐把檸 

      檬汁倒入杯中，加入糖水，加入冰水(陳黎，2016) 』，令我們感到暑意全消，而且他 
      運用榕樹的顏色和和販賣者的年紀，令我們將夏天的顏色，過往的歲月流轉，及清涼 
      的感受在腦海迴盪不已。 
      
4.庭園下午茶：這項美食位於花蓮美侖飯店有著大玻璃窗的二樓中餐廳。根據陳黎的文章敘 
      述，糯米雞、紅豆糕是他的最愛。但是，似乎用心去享受與家人團聚，『窗內圍桌暫 

      繫的倫常』、『倫理之窗』，和看向窗外舒適快意的成分，『窗外那無價無常的天藍雲白 

      山青草綠』，大過於盤中美食(陳黎，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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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茶舖珍珠綠茶：這項美食--珍珠綠茶，為當年在招牌上寫著「花間茶堂」的店鋪所販售。 
      根據文章敘述『茶有味而爽口，杯中粉圓涼，Q 甜而不膩』(陳黎，2016)。但在茶 

      舖享受美食之外，上承店鋪招牌所書寫的大字「『花』間茶堂」，他認為只要在花蓮， 

      你就是『在花間，在人間(陳黎，2016)』，在啜飲綠茶、嚼一口珍珠時，環視這三兩 

朋友齊聚的空間，陳黎心中感受最深的恐怕是那股身處「家」的熟悉幸福感。 

       

表 2. 陳黎在文章中對於花蓮美食 1~5 的描寫，與我們的想法 
美食 1.紅豆麻糬 2.蝦仁羹 3.檸檬冰 4.庭園下午茶 5.珍珠綠茶 

 

相關

示 

意 

圖  
圖 4 

 
圖 5 

 
圖 6 

 
圖 7 

 
圖 8(自行拍攝) 

陳黎 

描寫 

童年的內心滿足與

「甜」蜜回憶。 

料好，味好，台灣

第一。 

夏天顏色、歲月流

轉、清涼感受 

天倫相聚與舒適窗

景。 

身處家中的熟悉幸

福感。 

 

我們 

認為 

麻糬是陳黎兒時回

憶中不可或缺的家

鄉味。 

用「台灣第一」的

字眼，有一種「堅

持食物是故鄉好」

的讚嘆。 

令我們腦海中有許

多夢幻的綠色想

像，甚至有榕樹下

的風。 

不是因為食物，而

是在視野開闊之

餘，珍惜與家人的

相處時光。 

難怪陳黎跟我們約

在王記茶舖訪談，

這裡讓他感到有家

的感受。 

資料來源：根據文章自行彙整。照片來源：小部分由我們拍攝或取自網路(詳見：肆‧引註資料)。 
 
6.沙西米：這是位於太魯閣口附近的「藍藍小吃店」所推出的生魚片，他讚美著生魚片入口 
      的感覺，『冰涼、肥美』，心中『沒齒難忘』。經由陳黎自在幽默的性格，也將成語 

     「咬牙切齒」拆開，來描述如果到達店享受美食的時間太晚、賣光了，令陳黎心中深 

      深扼腕，『徒留馬年生的我的兩排長齒，上下咬切』，陳黎這樣使用文字的技巧，真是 

      讓我們印象深刻(陳黎，2016)。 

 

7.松園飲茶：這裡的「松園」，是指美崙山上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古蹟：「松園別館」。而重 
      點並不是那杯「茶」了，而是與朋友『看海清談，直到黃昏(陳黎，2016)』的身心 

      滿足。也許來到松園別館的意義，是包含了對松園別館歷史背景的迷戀，在這背後也 

      許蘊含了陳黎心中的小小故事與領悟。 

             

8.和南寺素食：這是脫離市區，遠在鹽寮小山上的河南寺所販售的素餐。陳黎描述這素餐為 
      何好吃的原因，是受到好朋友的邀請來享用，而且朋友在席間非常熱情為陳黎『倒茶、 

      夾菜不止』，『超級熱情卻讓人一點都不覺肉麻(陳黎，2016)』，而且加上餐後戶外的 

星星及明亮的藍海在陳黎眼前晃動，這種『秀色人情可餐(陳黎，2016)』與『水色， 

星光(陳黎，2016)』的內心感動，像海浪一般在他內心澎湃不已(陳黎，2016)。 

       

9.豆子舖紫米粥：陳黎在文中說明『我喜歡吃甜點』，這或許是他能夠『踏破涼鞋』找到這 

      家名為「豆子舖」所販售紫米粥的原因。他形容紫米粥『涼甜、大碗又好吃』，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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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詞，我們認為不足以形容這紫米粥的美味，而文章段落尾巴幽默地浮現兩句話：『我 

      拜託她把我當作她的家人，務必要為我把店繼續開下去(陳黎，2016)』，不僅讓人會 

      心一笑，才是讓我們感覺這紫米粥實在好吃的震撼。 

       

10.一口餡餅：這是位於民國路，由一對『勤奮和善的夫妻(陳黎，2016)』販售餡餅的小攤 
子，陳黎沒有用大量文字形容餡餅的滋味，只用四個字表達『肉汁很燙(陳黎，2016)』。 

但他卻用他的心，他的眼去觀察那對夫妻製作餡餅的工作流程，並且發現每天用手指 

在爐上翻轉餡餅多次的老闆，『右手拇指與中指尖會疼痛(陳黎，2016)』。強調自己吃 

著美味的餡餅，卻是一種『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陳黎，2016)』的快感，顯 

示出陳黎書寫花蓮美食的幽默風格。 
 

表 3. 陳黎在文章中對於花蓮美食 6~10 的描寫，與我們的想法 
美食 6.沙西米 7.松園飲茶 8.和南寺素食 9.豆子鋪紫米粥 10.一口餡餅 

 

相關 

示 

意 

圖 

 
 

       圖 9 
 

  圖 10(自行拍攝) 
 

   圖 11 
 

圖 12 
 

圖 13 

陳黎 

描寫 

冰涼肥美。運用成

語:「沒齒難忘」來

形容這難忘滋味。 

看海清談直到黃昏

的身心滿足。 

溫暖人情與海水、

星光的藍色感動。 

幽默的請老闆繼續

把店開下去。 

幽默的形容因老闆

手指受傷而產生吃

餡餅的痛快。 

 

我們 

認為 

到處都可以買到生

魚片。但這是位於

太魯閣口的餐廳，

就有了山與海的故

鄉連結。 

日據時期的建築與

松樹，還有一杯茶

---觸動陳黎的內

心，才會有太平洋

詩歌節的產生。 

不是因食物的美味

來讚美，而是強調

友情，還有夜晚星

空與墨藍海面的感

動。 

甜甜的冰涼，讓我

們也浮現想要去嚐

一嚐這美味的紫米

粥的衝動。 

一口咬下去時，會

有飽滿的湯汁溢出

來，所以擔心被燙

到。 

資料來源：根據文章自行彙整。照片來源：小部分由我們自行拍攝或取自網路(詳見：肆‧引註資料)。 

 

陳黎大約是在三十年前寫這些文章，那他現在對於花蓮的美食有甚麼看法呢?因此我們拜託老師

幫我們請來陳黎老師，藉由作者本人來幫我們釐清文章裡的一些謎團。訪談內容如下： 

訪談問題 陳黎的回答 訪談情景 

1.請問您還有看到小時 

  候賣麻糬的阿伯嗎? 

 

 

2.您會推薦遠道來花蓮 

  的朋友哪一家美食? 

 

 

 在不在不重要了...我們可以透過文字，讓曾經有 

  的東西永遠存在，或讓不同時候的記憶傳述，合 

  在一起。讓周圍的人感受..或重溫某些東西。 

 

 以這個茶鋪(王記茶舖)來講...我不是純然對食 

  物的感覺，就像是一種氛圍。是一種對美的心情、 

  一種自在的心情，還有那個視野，這也是美食的 

  一部分。這裡...英文就是 At home，一句話來講， 

  就是「自在、熟悉...」。 
 

圖 14.訪談(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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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陳黎描寫這些花蓮食物時，並不全然強調它們的滋味與口感，而是帶入了自己的童年記 

     憶，故鄉夏日的顏色，也將與家人快樂相聚的自在氣氛和視野，透過文字拉進這些食物的篇 

     章，展現出內心深處存有的美好感動。陳黎並運用幽默的筆法，表現出對食物的讚嘆。以上 

    這些表現花蓮的描寫，足足顯示出與陳黎「平凡中帶著真性情」的心相同。 

      

(二)市街巷弄 

我的花蓮港街地圖，是繪在記憶與夢的底片上的。 

      我會很快地騎過你的身邊，我會很快地騎過我的成年，騎回我的童年。     

       穿過我童年的是一條大水溝。(陳黎，1990，1997) 
                                            —〈想像花蓮〉，〈波特萊爾街〉，《陳黎跨世紀文選》 

            人們總說花蓮好山好水好熱情，居住起來十分舒適。我們是年齡十三、四歲的國中生， 

        因此對於十年前的花蓮沒甚麼深刻的印象，時至現今，有些街道已然面目全非，不過現在聽 

        老一輩訴說著以往樸實、鄉土的花蓮不禁幻想：「如果我們生活在他們所描述的花蓮，不知 

        會是怎樣的一幅光景？」藉由閱讀陳黎的文章，他所提到的花蓮街道如下： 

 

1.北濱街：這是位於花蓮市靠近海邊的街道，住著一些靠海出生的地方。他早期與父母住在 
        北濱街林務局的日本式宿舍，由於時代的因素，屋前大院子附近住了一些軍人。這些 
        軍人帶給陳黎的童年印象，除了他們送的饅頭和健素糖外，就是其中一名軍人成了陳 
        黎的姑丈「『成為我們家族中第一個外省郎(陳黎，1985)。』 
   

2.上海街：陳黎在兩歲時與父母搬來上海街的住所，是一座日式木造平房。這條街上有喧鬧 

         的媽祖廟、廟前賣蚵仔煎的親切歐巴桑，偶爾會在攤位旁遇見賣豬肉的葉先生，還有 

        附近已不復存在的酒家、戲院和國術館。打字補習班的胖老闆與食堂辛勤工作的一家 

        人成了陳黎體會生命的活教材。這些景象，空間以及聲音的流轉，成了陳黎最熟悉的 

  一條生命街道，伴隨著陳黎長大，陳黎說『我家前面是媽祖廟，後面是城隍廟，那一 

  帶都是我成長的部分』，『它成為童年、少年的我最常讀的一本有聲課本。(陳黎，1985)。』 

  

3.溝仔尾：在現今的中華路、中山路交叉口，以及中正路與和平路交叉口這兩個點圍起來的 

          區塊，統稱溝仔尾社區。這條大水溝以自由街的明義國小為起點，在陳黎童年時期的 

     50 年前，是一條清澈的水溝，當然，蜻蜓、蝴蝶與蝌蚪是童年不可或缺的角色。這 

     條大水溝再往前流，大約在橫向的中正路開始，在溝上蓋了許多具體而微的小店：賣 

          著紅豆糊的小吃店與冰果店販賣的綠豆湯，是陳黎童年與少年時期的美好回憶。各種 

          茶室、酒家和戲院，密密麻麻的在這裡這裡開展、輝煌，上演著花蓮早期平凡人的努 

          力與付出，滄桑與求生。 

 

    4.中華路：這條路商家眾多，但陳黎曾經在文章中提起中華路與仁愛街交叉口上有一家「木 

山鐵店」，(也就是真實位於花蓮的「木三鐵店」)，專門生產農具和刀具。陳黎在童

年時期曾經要求老闆幫他用鐵打一根堅固的陀螺心，他運用虛擬故事的書寫，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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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山鐵店」的老闆已逐漸老去，但現今保存完好的建築，卻留存了屬於自己的寂靜。 

5.南京街：這是與上海街平行的一條街，大水溝也流經這裏。南京街距離明義國小是如此的 

      近，當然了，陳黎許多童年玩伴都住在這裡。陳黎時常伴隨著盲婦人乞討的月琴聲， 

      在現今看來古老的水泥小橋頭(福助橋)迎風而立，與年少的玩伴聊天、納涼，說笑。 

      

表 4. 陳黎在文章中對於花蓮街道的描寫，與我們的想法 

街道 1.北濱街 2.上海街 3.溝仔尾(從前) 4.中華路 5.南京街 

 

相關

示 

意 

圖 

 
 

圖 15 
 

圖 16 
 

  圖 17 
 

圖 18 
 

圖 19 
 

陳黎 

描寫 

出生的街。 

軍人，饅頭與健素

糖，是充滿童年回

憶的街道。 

這條窄窄的上海

街，是成長時期最

常讀的「有聲書」。 

從溝仔尾的繁華

中，看見平凡百姓

的生命與努力。 

這條路上最特殊的

店鋪，它承載著童

年記憶與對人的疼

惜。 

站在這橋頭上吹涼

風，與年少的朋友

聊天，充滿歡笑的

足跡。 

 

我們 

認為 

現在的北濱街依稀

有日式木屋存留，

但現在民宿林立。 

陳黎在這條街上，

想必看到、聽到和

學到許多人與人的

相處方法。 

在雜亂的環境中，

若思想正確，反而

可從凌亂中悟出做

人做事的道理。 

看到這店舖，彷彿

時光停留在陳黎的

小時候。房子散發

出古老的歷史感。 

現在年輕人應該不

會站在這裡聊天，

如果場景依舊，一

定都在玩手機。 

資料來源：根據文章自行彙整。照片來源：取自網路(詳見：肆‧引註資料)。 

 
我們發現目前花蓮最熱鬧的街道，已經不再位於陳黎所描寫的「溝仔尾」那一帶，因此我們問了

作者陳黎關於花蓮街道的問題。 

訪談問題 陳黎的回答 訪談情景 

1.您會對消失的「溝仔 

  尾」，感到不勝唏噓嗎? 

   

2.在您記憶中的街道，印 

  象深刻的店舖是哪一 

  家呢? 

   

 

 有跟沒有，瞬間的差別是蠻大的，不如意的事... 

  十有八九，要把它選擇性轉化，有哪個東西是不 

  倒的呢? 

 城隍廟附近有個紅茶店，他還賣花生湯等等，他 

  有賣烤吐司...在當年呢，你要吃到兩片烤吐司 

  ，是很奢侈的，你相信嗎?那個吐司塗奶油... 

  欸，不得了...那家店現在還在，叫廟口紅茶。 

  當年吃那個...是一種渴望。 
 

圖 20.訪談(自行拍攝) 

小結：    陳黎用追憶童年與年少時光的手法，啟動我們的思緒帶我們回到他成長的街道。他將 
      花蓮街道呈現出一種溫暖、繁華又有人情味的所在。花蓮的街道，不再只是讓人車經過的 
      地方，而是一個可以使人更成熟，心思更細膩的情感交換場所。 
       
 (三)自然風光 

    當你實際走近奇巖絕壁、鬼斧神工的太魯閣峽谷，  

            震懾於那無可名狀的異麗雄偉； 你就會為這塊土地感到驕傲! (陳黎，1985) 
                                         —〈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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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海：他將海描寫成許多角色—誘惑者：『偷偷引誘上課中的我的學生』，蕩婦：『整日與 

     她的浪人」在水藍被子中『擠來擠去』，母親：『我聽見大海哭她迷失的嬰孩』，勇者： 

      『撕開那岸！撕開那岸！』，身體『你衣服裡波光萬頃的海』，蛋糕『那藍色的海鐵定 

  是一塊藍色蛋糕』，以及現實生活：『波浪間搖晃的是世界的垃圾…是人民的話語』。 陳 

  黎生長在這個花蓮小城，海，成了一輩子不可或缺的元素。(陳黎，1975，1980，1990， 
  1993，2005) 

2.太魯閣：他將太魯閣描寫成一位包容歷史的長壽老者，看盡千百年的生死：『在你的面仆 

倒一如千百年來那些在你懷裡跌倒的，流血的，死去的(陳黎，1990)』，也像一位睿 

智的父親引導著孩子向上：『你讓他們攀倚著鐘聲進入黃昏在暴雨中成長(陳黎，1990) 
』，並且把歷史的層次鋪排其中，提起來過花蓮的『西班牙人..荷蘭人..中國人.. 日本 

人(陳黎，1990)』，讓我們讀了詩之後彷彿越過歷史階梯，也看見了自己的祖先輩身 

歷其中。 

3.白楊瀑布：白楊瀑布從太魯閣山脈流瀉而出，如一道令人炫目的神聖光芒，陳黎將白楊瀑 

      布形容成大家都想靠近的喜悅之地，大家都想搖身一變，成為水中的族類：『使我們 

      甘心成為溯溪回家的水族(陳黎，2005)』，而連同人類也因著這銀色光芒遠道而來，『他 

      們全在那裡，在一間透明的陳列館︰在盛開的水樹下沒有人是異鄉客(陳黎，2005)』， 

      並且顯示出白楊瀑布是如此的包容。 
 
4.七星潭：七星潭是一個凹進的海灣，海岸線綿長，也是陳黎成長的記憶所在。陳黎將七星 

      潭故事化---擬寫了一個七位神仙的小故事，『七個厭倦了天上生活的神祇，瞞著他們 

      不食人間煙火的同僚，偷偷跑到這島嶼邊緣的海濱散步，聊天，看海 (陳黎，2005)』， 

讓我們對七星潭除了鵝卵石與海浪之外，又賦予了一種童話的美好與想像。 

 

  表 5. 陳黎在文章中對於花蓮大自然的描寫，與我們的想法 

自然 1.大海  2.太魯閣 3.白楊瀑布 4.七星潭 

 

相關 

示 

意 

圖 

 
 

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4 
 

陳黎 

描寫 

將大海擬成各種有生

命及無生命的角色，以

及抽象的現實生活。 

把 太 魯 閣 矗立 的巍

峨、巨大，形容成老

者、父親，並且將歷史

的影像堆疊其中。 

大家都喜愛的瀑布，生

物們都想盡辦法幻化

成水中生物來找她，而

且包容著所有生命。 

陳黎將七星潭穿上了

童話的外衣，用七個神

仙的故事來讓大家有

個魔幻的想像。 

 

我們 

認為 

我們覺得花蓮的大海

很藍，有一種讓人想大

口呼吸的快感。 

一個大自然鬼斧神工

的作品，就像站在那邊

一動也不動的攝影機。 

如同身邊人緣很好的

長輩，大家都喜歡靠

近，然後也很愛大家。 

可以叫大家幫七星潭

編各種「七星潭由來」

的童話，出版一本書。 

 資料來源：根據文章自行彙整。照片來源：取自網路(詳見：肆‧引註資料)。 

 
因為陳黎描寫花蓮自然風光的作品，大部分是新詩，而新詩雖然字數較少，但對我們來說是比較 

難懂的。很難從字義表面發現陳黎對花蓮景觀的真正想法，因此我們決定請教陳黎。以下為訪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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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 陳黎的回答 

1.您可以推薦一個花蓮 

  的景點嗎? 

2.您喜歡哪一條溪流? 

 

 我覺得...我是沒體力了，但是我覺得太魯閣還不錯。你們看這些景色， 

  就要是黑白的，因為你們要看到歷史的縱深一樣...這個深度。 

 立霧溪也不錯，也許這個「立霧」兩個字太強烈了，每次站在那個地方， 

  看那個水流出去，流到太平洋...好像有霧霧的感覺呵呵呵....(笑)  

 小結:    陳黎用各種角色來表現藍色的大海，將歷史的影像堆疊在太魯閣雄偉的峽谷中，就如同 

  他看立霧溪一般，並且將白楊瀑布與七星潭用魔幻的氣氛來表現，他對花蓮的自然風光充滿了 

  許多奇幻的想像。 

      

三、眷戀與回饋 
                     三十年來，這塊家園開放地接納外來的一切。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自由地、努 

                     力地在他們新的家園裏生殖、繁衍、教育他們的後代(陳黎，1985)。 

                                              —〈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 

 

      圖 23.訪談(自行拍攝)     陳黎從 2006 年開始，在家鄉花蓮位於美崙的松園別館，舉行「太平洋詩 

    歌節的活動讓大家來讀詩、吟詩和寫詩。這正好呼應了他在當年於〈花蓮飲食八景〉中所提到的， 

    希望能在這雅致的日式建築與松林間，『開辦一個年年舉行，有蟬聲蛙鳴海風星光的太平洋詩 

    歌節(陳黎，2016) 』。如今陳黎的願望實現了，這個活動直到現在，仍年年舉行。 

我們問陳黎，「您帶領這個活動，是否在幫助自己的故鄉花蓮提升文化氣息？」 

    他謙虛的說：「周圍的人跟家鄉，很多東西是他們貢獻給我的...就像大家平常都互相在貢獻..... 

    我只是把這些文字上的樂趣，透過這些活動在生活上做一個文字練習。我是一個很雞婆的人啦.... 

如果花蓮沒有這些活動，也就沒有我...這個..都是有一些互動的關係啦，互相的互聯、互動， 

互相的提攜。」 

    陳黎童年的記憶，總是與身邊最熟悉的事物產生連結：食物、人情的互動與帶有鹽味的藍色 

天空。他心中對於故鄉的愛，不是來自觀光繁華的驕傲，而是對平凡生活，環境日常與巍峨高 

山、湛藍大海的滿足---這便是陳黎對故鄉一輩子存在的眷戀。 

 

叁●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由本次研究，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一) 陳黎筆下的花蓮呈現出「自在、溫暖與歷史」的感動。 

    1.在「飲食小吃」單元的描寫中，花蓮呈現出一種小市民的自在滿足。 

    2.在「市街巷弄」單元的描寫中，花蓮成為一種溫暖細膩的情感交換場所。 
    3.在「自然風光」單元的描寫中，花蓮表現出歷史的雄偉與奇幻的想像。 

  因此陳黎筆下的花蓮散發出一種「自在、溫暖與歷史」的感動。 

(二) 陳黎回饋故鄉的理念為「互動、互聯，飲水思源」。 

     由於陳黎對故鄉的愛與眷戀，秉持著飲水思源的心，讓他在故鄉織起一張綿密的文學之 

   網。但他認為不全是他的功勞，全故鄉的人都是一體的---大家互相幫助、互相提攜，面對浩 

      瀚的太平洋，可以帶動全花蓮的學子走向充滿文學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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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經由上述結論，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一)未來可增加「陳黎所描寫之生活周遭人物」的主題，對陳黎筆下的花蓮做更深入的探討。 

       我們認為，「人的互動」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應該可以發掘更多屬於「花蓮人」的動人故事。 

(二)未來可針對參與太平洋詩歌節的「當地文人」做深入訪談，以了解在地學者與故鄉間的關係。 

   我們認為不只陳黎，或許還有許多在地的文人正在默默付出，為這山海間的故鄉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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