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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絲一縷跨越四十年〉──「2024 陳千武文學獎」得獎感言  謝建平（夜碩） 

 

    1980年夏末初秋，十六歲的我在台南熾熱的陽光下，初識「風燈詩社」吳

承明老師，開始了現代詩的創作。跟大多數的文藝青年一樣，剛開始都緊緊的

擁抱夢裡中國，只識長江黃河，不知台灣一草一木。一直到 1985年來到車馬奔

騰喧囂的首都，接觸到林雙不、向陽、苦苓、劉克襄、阿盛等寫實作品。中國

虛幻夢醒、台灣鄉土扎根，從此堅信寫實是文學創作的唯一道路，超現實等等

頂多是閃躲極權政府迫害的避風港。 

    那個時代詩壇各種主張、學說、立場各自繽紛，「笠詩社」是其中最具台

灣識別標章的。其成員特色很多是受日本教育、或是從日文創作辛苦轉換到中

文的一代。簡言之，宛若我們這一代習慣華文書寫，卻不得不改以外語創作一

般艱辛。其中當然不乏擱淺者，但是成功轉型再放光芒者也有相當的數量。只

不過在黨國控制下的文壇，各種發表園地與載具幾乎都被壟斷，又要擔心政治

迫害如幽靈埋伏四周，能堅持創作不輟且被尊崇者實在有限。這種源自武器不

平等的現象，經過鄉土文學論戰、寫實主義抬頭、政治解嚴、政黨輪替、台灣

學日益抬頭後，這些前輩優秀的作品才廣泛且公開、公平地被討論，也才得到

應有的對待。 

    陳千武先生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後，變成語音重置、文字打掉重練的華文新

世代。那一輩台灣作家的掙扎與挫折，我深有同感。年輕時曾想嘗試以台文寫

作，但可能囿於漢文基礎不佳、鄉土認識未竟深刻，往往斷句殘篇或有意無

字，於是只好作罷。所以，我能深深體會前輩們試圖蛻變的辛苦。去年底我開

始嘗試用台文創作新詩，希望轉得過、蛻得成，也能另展新局。 

    1983年，我參加在南鯤鯓代天府舉辦的「鹽分地帶文藝營」，陳千武先生

擔任授課老師，介紹同是文字轉換的日治到國治同輩們的艱辛，這是我初識前

輩的因緣。1986年我第二次參加該項文藝活動，有幸獲得新詩獎，得到莫大的

鼓勵，也確信無需玩弄弔詭文字，寫實也能走出台灣文學的道路。 

    《槍下─母親，我準備回家》，這本詩集是我沉迷於政治改革近三十年

後，自覺「退休太早、仕途無望、發達妄想」，於是開始以自身經歷白色恐

怖、身陷外島死牢的經驗，寫自己也寫受難前輩；寫現狀更重現歷史。當然，

其中也收錄一些三、四十年前寫的社會寫實詩和政治詩。筆法自是不同，但脈

絡卻也一致。本來計畫以台灣史重大事件或人物來系統性的書寫，不過光是選

擇題材和蒐集資料，就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所以，除了〈陳甜〉、〈呂赫

若〉、〈金龜樹下〉等幾首外，另外計畫撰寫的詩作，只好留在下一本詩集出

版。 

    少年時代持筆之手，宛若親臨戰場持槍衝鋒搏殺，只知發散熱血，不思危

機四伏，這也是年輕時必要的義無反顧。如今初衷未改，只是時代有變，革命

殺伐的行動無需立即，反而多了更多的積極努力。有幸因自己特殊的生命經

驗，把親歷的白色恐怖轉化成詩作，得到「台灣現代詩人協會」的肯定。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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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且末代的受害者，絕對沒有逃避和放棄的權利。正如陳千武先生那一輩的

台灣創作者們，面對各種環境的束縛與困難，勇敢的突破、掙脫，並走出一番

新的局面，更希望年輕的一輩持續跟上來。 

 

【謝建平簡介】 

    詩人、記者、政治犯。1965年生於台南，世新三專編輯採訪科畢業、中華

科技大學建築所碩士，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1985年起在黨外雜誌以

「謝灣立」撰文。曾獲「世新文學獎」新詩首獎、散文獎、報導文學首獎、鹽

分地帶新詩獎、全國學生新詩獎。88任《民進週刋》主編、編採主任，89出版

第一本獨派新詩集《台灣國》，旋即被以懲治叛亂條例「叛亂罪」移送。翌年

初於馬祖服役時遭設局構陷，依戰時軍律唯一死刑收押禁見，為戒嚴時期最後

一位台獨死刑犯。退伍後任民進黨文宣部執行幹事兼代副主任、立法院主任九

年、高農公司總經理、台灣優蛋 CAS協會創會理事長、建設公司副總經理。現

職：都市更新講師、選戰策略指導、政治評論員。 

 

【附錄】  

    那天剛好鬼門開，縟熱的午後有濕潤的空氣。起心動念想做些什麼，於是

去金紙店買了一大包香柱，騎著老爺打檔車，爬上六張犁破車埔戒嚴時期政治

受難者紀念公園。在第一墓區前輩墳頭的小石碑上逐一點燃，白煙淨香在竹林

間流竄，這荒郊野外的七月，只有近處蟲鳴、遠方烏啼，人和鬼都寥落。 

    坐在官方石勒前，看著莫名無力的碑文，迄今仍是避重就輕、有意開脫。

我知道轉型正義一如蟬蛻變身、痛苦掙扎，這條路還很長。烏雲逐漸掩來，把

遺憾留在現場，下山時，西北雨萬馬奔騰從背後追殺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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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謝建平（夜碩） 

 

前輩，剛坐在你們身旁 

一九五零年代就全部回來了 

  

蔣介石的軍隊還在全台灣清鄉搜捕 

同志們就已經把這片荒山擠得很滿 

暗夜的吉普車押走進步青年和自決菁英 

保安司令部的牢房，比總統府懷抱更多希望 

自從明白走向跑馬町  

是成就理想唯一的道路 

鮮血，就決定要流在新店溪畔 

  

前輩，昂首闊步地面對死亡  

是一種見證英雄的方式 

還是向心愛的國家用自身獻祭 

你們用最堅定的立場，表示沉默 

獨裁者回敬小小一枚石碑  

和四十年的無人聞問與扭曲 

  

地下很冷吧！但你們都熱血沸騰  

時代的巨輪轟隆而過 

你們依然躺在異鄉，凝視天空不語  

無聲的歷史發出最大的控訴 

銅像、神話已然腐朽成爆笑的丑劇 

 

前輩，請你們一定要相信 

明早陽光，會溫暖地照著你們深愛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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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海／雨蛙〉鄭文琦 Tēnn Bûn-kî（日碩文學組） 

若毋是因為闇時無火 

嘛毋免借月娘ê光 

照欲睏ê所在 

閣毋免煩惱 

無依靠ê彼間厝 

惦惦ti聽海湧ê起落 

親像恁聲聲句句 

叫我ài 

轉去鹽水港ê彼時 

敢是遐爾簡單ê代誌 

欲踮海內面醒過來1 

抑是 

會使對外海睏落眠？ 

 

  

                                                 
1 語出阿萌、宛璇，《我想欲踮海內面醒過來╱子與母最初的詩》，小寫創意，201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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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放送徵稿訊息： 

《台文放送》是所上全體成員互相交流、抒發心情的通訊刊物，於

每年 4、5、11、12月下旬出刊，在此向大家竭誠稿。稿件的體例及

內容不拘，舉凡所內活動報導、藝文創作、生活分享、研究感想、

書籍介紹、觀影心得、旅遊札記等等皆可；字數希望在 300至 500

字左右，若能提供相關照片更好（須無版權問題），恕不提供稿酬。 

 
圖片來源：Pex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