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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澳門青年詩群的崛起

[摘 要] 21世紀的澳門新詩可以說是上世紀新詩的延續，但時代不同、生活不同，表達的文化

主題自然也不一樣。在詩歌表現和探索精神方面，一些詩人在藝術形式上的求異求新，突顯自身

的抒情個性；其次，注重對文化主體意識的強化和開放，有着明顯的時代特徵；再次，詩歌寫作

隊伍壯大，除了部分20世紀80年代的詩人之外，其他為數眾多的新一代詩人在新時代的文化環

境中，對藝術進行追求、探索，成為其寫作的內在旋律。21世紀澳門詩歌創作出現的新審美視

野，首先表現在對其生存體驗的關注，其次是對現實問題的關注。

[關鍵詞 ] 澳門 青年詩人 藝術多樣性

本文主要以2000年以來有結集的青年詩人作為分析對象，希望藉此勾勒21世紀以來澳門新

詩的發展流向。

一、 20 世紀 80 年代澳門詩壇的回顧

自新世紀以來，澳門新詩的創作及理論批評都取得不俗的成績，湧現了許多新人及新作。在

描述新世紀已走過 15年的新詩發展態勢之時，我們可回首一下 20世紀 80、 90年代，從詩中，

我們仍然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那個時代澳門詩人們的心靈衝擊。或許只有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

才能刻骨銘心地感受它的精神啟示、生活意義及生命體驗。如果說新世紀的澳門詩歌是20世紀

80、90年代詩歌精神延伸的話，人們肯定會以足夠的歷史距離感對它進行不同的解讀，並突顯

出其各自不平凡的意義。

不可諱言， 20 世紀 80 、 90 年代的澳門新詩創作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話題，當然也是一種

值得探討的文化現象。該年代澳門詩人群體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有明顯的時代特徵，並與當時

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背景息息相關。可以說，該年代澳門詩歌無疑是最為活躍和最具衝擊力的文學

樣式，在澳門當代詩歌史乃至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義不言而喻。同樣地，倘若說該年代澳門

詩歌值得重新審視、回望和探討，那麼作為當時“在場”的詩人群體的詩歌作品，可被視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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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文化景觀。

20世紀80、90年代是澳門社會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新詩史上的黃金時代。由於這一時期

的經濟發展迅速，澳門從小漁村開始邁向現代化都市，各種不同文化隨着經濟大潮湧入，新詩也

隨着南來北往的詩人之不同的文化選擇而展列奇觀，各自以不同的生活經歷構建着澳門的新詩殿

堂，推動澳門新詩隆隆上升。

回望20世紀80年代初期，澳門詩壇由於國內及東南亞移民詩人的加入，一時間異軍突起。

國內移民詩人如高戈、淘空了、流星子、雲獨鶴、駱南僑等人，他們大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80

年代初受到中國新詩潮的影響，而東南亞移民詩人如陶里、玉文、胡曉風等人，他們生活在南

洋，較早地接觸到西方現代主義，尤其是 20 世紀 60 、 70 年代台灣的現代詩派影響。這些國內

外移民詩人將中國新詩潮的藝術創作手法、西方現代主義和台灣的現代詩的創作手法帶來澳門；

加上本土詩人如韓牧、汪浩瀚、葦鳴、陳達昇、梯亞、江思揚、懿靈、凌楚楓、羅大明、金浪

等，他們都受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新詩潮和西方現代主義的潛移默化，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

澳門新詩的發展。

該年代，澳門詩壇百花齊放，藝術風格各異，各自以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文化感情去進行創

作。誠如李鵬翥為澳門五月詩社出版的《五月詩侶》（十一人合集）的序言中所說：“五月詩社

的各位新老詩人抒寫的內容，追求的藝術風格並不一致，這似乎與歷史原因同一詩風而聚合的詩

社不同。但處於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一個詩社成員的詩風多元化，正是反映複雜社會和思想的好

事情。” 由此可見，該年代澳門詩壇出現了多元化的新格局，橫向和縱向地大力吸取各種現代

藝術形式，以各種不同的創作手法去抒寫情志，凸現了特殊的文化火花，出現了獨具一格的藝術

形態。

雖然，在當時澳門詩壇上並沒有甚麼流派和宣言，但詩人們都自覺地去對詩歌藝術進行實踐

和探索，追求創新、變革，並大力提倡現代主義的創作流向，對澳門詩壇的重鑄和自我改造，以

及自覺深化作出不懈努力。不管是傳統詩和現代詩，該時代的詩歌都表現了當時的生活，顯示出

一種生機勃勃的活力。詩人們熱情、積極弘揚生命的價值和意義，自覺地吸取了現代詩派哲學，

突破了傳統詩歌藝術規範，使新詩創作邁上了新的步伐。總而言之，該年代澳門新詩的發展並非

偶然，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圍和時代的土壤中產生出來的，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二、 21 世紀澳門青年詩人群體

21世紀的澳門新詩可以說是上世紀新詩的延續，但時代不同、生活不同，表達的文化主題

自然也不一樣。當我們重新打量現今的澳門詩壇，雖然存在了環境、時代和社會變革的諸多因

素，但是當今的澳門詩人們仍然守護着這個特殊空間的文化自尊。詩人們體現在詩歌表現和探

索精神方面，有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首先，一些詩人在藝術形式上的求異求新，突顯自

身的抒情個性。其次，注重對文化主體意識的強化和開放，有着明顯的時代特徵。再次，詩歌

《五月詩侶》（十一人合集），澳門︰澳門五月詩社，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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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隊伍壯大，除了部分 20 世紀 80 年代的詩人之外，其他為數眾多的新一代詩人在新時代的

文化環境中，對藝術進行追求、探索，成為其寫作的內在旋律。這些我們都可以從他們的作品

和出版的詩集中看到。

呂志鵬在《回顧2000－2008年澳門詩壇發展及新詩創作特色》中提到近十年來澳門新詩發

展的狀況， 無論是新詩社團、詩人群體、詩集出版和詩歌評論等方面，都取得驕人的成績。例

如，近幾年來澳門新詩社團有暨南大學的風蹤詩社（1998 年成立），主要負責人為許文權和梅

仲明，並出版了《風踪》合集及刊發專輯，成為了本土以外澳門的校園詩棲息地；2002 年由賀

綾聲、邢悅、觀雲、眉間尺和甘草等組織的“別有天詩社”在網路成立，為澳門新詩開創了一片

網路天地；2005 年幾經休整的“如一詩社”正式在澳門註冊等。除了新詩社團湧現之外，新一

輩的創作者有黃文輝、林玉鳳、盧傑樺、寂然、凌谷、毛燕斌、賀綾聲、許文權、陸奧雷、袁紹

珊、太皮、再旭、 S 、自由落體、陳淑華、瑋嵐、劉潔娜、駱嘉怡、翼、譚俊瑩、告白、關曉

泉、吳詩婷、龔玉冰、張嫵、岑淑平、溫俊華、阿歪、沙子、烙痕、鍾桃華、顏泉發、邢悅、紅

雪、趙榮莊、黛西、鄭錦洋、凝、靜曦、小榆、夏原、樂雪、文曾、劉潔娜、黃燕燕、小荷等

等。而澳門新詩在新世代的結集出版亦不少，如 2000年有《危闌高處》；2001年有《誰的語言

打碎桌上的杯子》、《瞬間的旅行》；2002年有《風蹤合集》；2003年有《過澳門歷史檔案館》、

《舒望短詩選》及《高戈短詩選》；2004 年有《彩繪集》；2005 有《時刻如此安靜》、《集體死

亡》及《集體遊戲》；2007 年有《澳門現代詩選》上下冊、《當魚閉上眼睛》、《南灣湖畔的

天使們》、《等火抓到水為止》、《我的愛人》、《詩．想》、《新悅集》；2008 年有《太平

盛世的形上流亡》、《詩人筆記》等。

呂志鵬認為澳門詩壇幾乎已全由新生代組成，從前韓牧那些“（澳門）新詩的支柱，或者說

主要力量，是老年和中年”的擔心已煙消雲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2007年的詩集除了《澳門

現代詩選》上下冊及《當魚閉上眼睛》之外，其餘五冊均由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由此更可見

澳門日報出版社的影響力，至於其他詩集則較為零散，分別由澳門九九學社、澳門基金會、別有

天詩社、銀河出版社等不同機構和學會出版。新時期的新詩活動則有“澳門情懷──仲夏朗誦

夜”、“五詩人互評會”、“詩歌龍門陣”、“第二屆當代詩學論壇暨張默作品研討會”、“詩‧

歌‧集──港澳現代詩多媒體朗讀會”、“利氏學社雅集（中葡澳詩人朗誦會）”、“詩／歌之

間”、“鄭愁予講座──三級跳的鄉愁”等等。

而在新詩評論方面，有李觀鼎 2002 年出版的《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 2005 年黃文輝的

《字裡行間──澳門文學閱讀記》、 2008年饒芃子主編的《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當

中有不少涉及澳門新詩的精闢評論，其他有關新詩的論述還有陳遼的《新詩．現代詩．新現代

詩──論澳門新詩的發展軌跡》；黃曉峰的《澳門與詩歌批評：一篇有關“澳門文學稗史”的隨

筆》（1999 年成稿、 2000 年發表）；梅仲明的《追求存在的終極美麗──黃文輝詩歌美感之我

見》、《詩人以夢發光──賀綾聲詩作和澳門文學半日遊》；區仲桃的《記憶的詩學：論台灣現

代主義詩歌中的“虛構記憶”》、《另一種旅人：試論歸來者的身份》、《不斷移動的場地：解

呂志鵬：《回顧 2000 － 2008年澳門詩壇發展及新詩創作特色》，《中西詩歌》（澳門）200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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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余光中的故鄉》、《“翻譯”現代主義：論鄭愁予、羅門接受現代主義的情況》；鄭寧人的《淺

論澳門八十年代新移民詩人的人文精神》；許文權的《走近商禽詩路的軌跡──關於商禽與其詩

風》、《黃昏裏的唱晴者──淺論澳門詩人淘空了的詩歌語言及風格》；劉居上的《詩為甚麼分

行》；莊文永的《愛的生命體驗──讀黃文輝的詩集〈我的愛人〉》；懿靈的《從大三巴到旅遊

塔真空的都市場景V.S.存在的都市觀照──早期澳門都市詩的初探》；熊輝《知識分子情懷的詩

性言說──澳門詩人姚風作品的特質》；盧傑樺的《論澳門新生代詩人作品》、《普羅米修斯的

死亡遊戲──淺論懿靈的〈集體死亡〉和〈集體遊戲〉中的放逐意識及其他》；呂志鵬的《懿靈

研究──〈集體死亡〉、〈集體遊戲〉看懿靈詩歌創作特色》等等。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澳門詩壇集中了不少的優秀詩人和出版了不少詩集，形成為特

殊的詩歌氣場。詩人們的寫作對澳門當代詩歌進程的影響日益顯露，尤其是年青一輩寫作的日趨

成熟。其中，有的在 20世紀 90年代詩壇可被視為羽毛未豐的“文學雛鷹”，如今他們的騰飛姿

態和大膽探求的精神和藝術表現卻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代表性。近15年來，不少青年詩人不斷出

版詩集。

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澳門詩歌的強勢崛起，尤其是現今新一代青年詩人

的成批湧現，與澳門一些文學引領者的辛勤努力和大力推動分不開。這必須提到已故的

《澳門日報》前社長李成俊先生和李鵬翥先生，他們是澳門文學和詩歌發展的有力的推動者。李

成俊和李鵬翥是澳門文壇的前輩，一直以來都關心和推動澳門文學發展，20世紀80年代初在澳

門日報創辦《鏡海》文學副刊，之後又創辦《澳門筆匯》期刊，為澳門有限的新詩發表園地提供

了一個難得的寫作舞台。他們一直在為澳門文學發展辦實事，努力扶植文學新人，對澳門新詩發

展功不可沒。可以說，澳門詩歌今天的繁榮景象，某種程度上得益於這幾位有思想、有眼光、有

能力的前輩的不懈努力。

三、展示一個嶄新生活景觀的文化場域

也許有人會問，21世紀澳門為甚麼會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詩人和優秀的詩歌作品呢？在筆者

看來，這個繁盛景象並非偶然。澳門自回歸以來，社會穩定、賭權開放、經濟高速發展，促使澳

門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從而形成了一個嶄新的生活景觀和文化場域，當中，也無可避免地出

現一些隱性或顯性的社會問題，從而攪動着詩人們的熱情、理想和不安的靈魂。當他們置身在澳

門這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歷史時期，在面對現實生活的審視和疑問的同時，那些鮮活的意念就會隨

着情緒的波動在心靈深處激蕩迴旋，這些都是詩歌創作的源泉。可以說，21世紀澳門詩歌發展

的巨大收穫，與上述各種因素息息相關。

詩歌是情感的藝術，是對生活的領悟和對生命意義的認識。雖然，這是一個喧囂的時代，物

質生活的潮浪衝擊着我們心靈的寧靜，精神的生存空間毫無疑問的變得異常狹窄，我們的情感和

生命體驗也正在變得日益苦悶。但是，詩人們在面對這個浮躁的時代時，仍然寫出我們心靈中的

真實性情和時代生活感覺。在筆者看來，21世紀澳門詩歌創作出現了新的審美視野。

呂志鵬：《回顧 2000 － 2008年澳門詩壇發展及新詩創作特色》，《中西詩歌》（澳門）200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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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先表現在對生存體驗的關注。澳門近年來的詩歌創作承續了這一創作追求，年輕詩人們

把個體的生命經歷和生存體驗看作是詩歌創作的主要精神來源。作為詩歌創作的價值，不同的只

在於其各有側重的表現角度：有的側重與表現原始的生命欲求；有的側重與表現在日常生活和生

存體驗中感悟的生命和生存意義；也有的側重與表現一種愛的情感體驗，從中去體會愛情神聖與

崇高的境界。其次是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近年來澳門或國內外發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軍事

和一般社會生活事件，如伊拉克戰爭、“非典”疫情，以及一些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和生存問題

等，這些也觸動了詩人的心靈，成為了詩歌創作的題材。

在對生存體驗的關注方面，不少澳門青年詩人做得比較成功。賀綾聲的詩歌流溢着浩蕩的氣

韻和深沉的思考，他常以長句來抒寫情懷，詩中將理想、夢幻和對社會的關注沉靜地寫出，其深

沉、厚重的詩句令人心潮激蕩、感動不已。收錄在《時刻如此安靜》詩集中的《為了告別的聚

會──記某次遊行》充分顯示了賀綾聲情感傳達的功力︰“我們的年代啊／總是有太多的集體聚

會／電視機裏長期充斥着覆雪的新聞／曖昧的美學，在誰／都不注意的時候紛紛圍起來／民主們

哦，一則則的靠近火爐／發表一生中最炫的政見／光，將被解封。” 詩中對本澳現實的關注，

以冷色調抒發，寫出了情感上真實。

除此之外，賀綾聲還擅於將心中的情感藏在詩之外，“冷抒情”在平靜中蘊涵躁動，於沉穩

中讓我們覺得情緒緊張、血壓噴漲，透不過氣來。如《第七首哀歌》：“21 世紀我們便成了一

則湮沒地球很久的神話／飽滿淚的愛溶在水裏永遠地一乾二淨，疲軟的夢和玫瑰／不斷漂流、改

變、寄居彷彿綿密而無味／浩浩蕩蕩，但是dears／濕漉漉腐爛的樹幹再次浮現我們眼前／體內

初生之悅強迫我們呼吸着落地生根的真實／海上七天，我們繞過倒下的石碑，棄置無用的金幣，

離開變種的病疫／通過渺小和孤寂認識死亡。” 我們可以從詩中感受到詩人生命的一次次衝刺

與對內心世界的獨白，在靈魂與現實的搏鬥和角力中，一種焦躁而迫急的生命呼喊與成長渴望的

歌聲更具穿透力。

對於詩歌而言，不同的生命體驗有不同的抒情方式，不同的抒情方式表現着不同的人生期

待，不同人生期待有不同的人生主題，不同的人生主題又會折射出不同的生命意識。顯然，在筆

者看來，凌谷的詩較為輕快抒懷，沒有賀綾聲那樣厚重。從他的《新悅集》中我們可以看到，

凌谷採用浪漫主義直抒胸臆的策略，來表現現實生活和對生命意義的思考，這在《花語》中可

見一斑︰“在感觸淙淙的小溪中／想說句清涼話／你的吻／花蔭輕顫／於是／一縷光／把我還原

成銀河兩岸的／琴聲／不可解的只能成蝶／而花瓣上的露珠／繼續把你搖曳。” 又如《春節隨

想》：“一個紅包／飽滿憐憫／一聲炮竹／若無其事／人生是／燈下經過的影子／當你認清自己

的輪廓／你已在淡化。” 再如《夜靜思》︰“床前已經沒了明月／只有一地的路燈／照亮着思

緒／走向透明／我把它看作／沒有形狀的／天堂／黑暗／是溫柔的／祝福。” 凌谷用輕快文字

來體悟人生，平實的詩句呈現出哲學般的思考，令人久久回味。

賀綾聲：《時刻如此安靜》，自資出版， 2005年，第 94頁。

賀綾聲：《南灣湖畔的天使們》，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年，第 32頁。

凌谷：《新悅集》，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年，第 24頁。

凌谷：《新悅集》，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年，第 36頁。

凌谷：《新悅集》，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年，第 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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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傑樺以現代主義的藝術手法，通過象徵和意象移情入景來抒寫現實世界的生活圖景。《等

火抓到水為止》中懿靈的序言說︰“傾聽被社會遺落的聲音，為苦難者幕後代唱，為人類找回

純真自我、潔淨心靈而吟詠，是盧傑樺這個年青熱血教師的詩歌形象。” 盧傑樺詩歌有強烈而

鮮明的主觀色調，詩人的寫作意圖和思想情緒的表達十分明顯。《9 月 11 號自彈自唱》這樣寫

道：“澳門，一道門，有豐富的文化在裏面，卻又被更多的馬路插滿／我親愛的路人啊！你們

需要一個詩人？你們需要一個歌者？你們需要一堆文化嗎？為何你們只斜着眼看我們且歌且

謠……” 詩歌不僅是情感的寫真，更是詩人在對宇宙人生的觀照中捕獲的內在隱秘的藝術呈現。

而“象徵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從來都是靠着濁水生長／象徵樸素的小島／如今連樸素也升了幾

個價位／誰也不願意走來時的路／海的遠處刮來一陣風，海水自遠處／輕柔地蕩來一句／只屬於

古老的預言”（《小島上，水一樣的漫長》）。詩意氛圍中散發着濃郁而深沉的批判意識。

黃文輝和林玉鳳是澳門五月詩社成員，當年與馮傾城、謝小冰、鄧駿捷、郭頌陽等人都是五

月詩社的主要成員，被稱為“新生代”，引人注目，現在已成為澳門詩壇的中堅力量。黃文輝和

林玉鳳兩人於2007年分別出版詩集，各自以不同書寫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情感世界，建構了一個

新的詩歌精神空間。

黃文輝的組詩《我的愛人》，其“愛人”意象究竟是作者現實中的“愛人”還是精神中的“愛

人”？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解讀，詩云︰“我的愛人／你是等候起飛的機場嗎／為甚麼我老找不

到／你感情的登機口／是命運尚未發出／愛情的簽證／還是你情感的領空／拒絕入境。” 詩中

較好地把握了自我的情感世界，用“機場”、“登機口”、“簽證”、“入境”等的現代詞彙來

象徵對愛情的熱望，意象鮮活、新鮮別致。而對於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他也有自己與眾不同的

感受，“這是狗世界／或者說，這是個／狗的舌頭，與／狗的雞巴／世界……故而，狗眼／越來

越看低／人／因為，文明進步了／書讀得多了／也越來越狗，或／不如狗。” 我們不難看到，

在存在與虛無的生活中，人有一種可怕的自我裂變，詩隱喻與象徵交織，在辯證思忖中流溢出現

代人活着的沉重與無奈。

林玉鳳以女性的敏感來呈現自我意識，她的詩歌有着特定立場與角度，寫出了現代女性的獨

特人生理解與生命感受。她的詩集《詩‧想》中大部分都在關注澳門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生態，

且有很濃的個性色彩，“我來自這樣一座城市／來的時候／城市廣處／世紀正在告別／導演着一

幕又一幕抹淚手勢／去了又來，來了又去／燈塔的獨眼只好不語／因為他早己看穿／這一切不過

是／記錄者和被記錄者的謀生玩意”（《城市‧我〈三‧如此而己〉》。詩中富於辯證法的思考，

在澳門這個有限的時空中思索存在價值，給人深刻的反思。

雪堇《香水的餘地》以其主體審美經驗與“八十後”女性的內心與情感彼此互動、相互滲

透，所營造出的意境躍動着一種帶有啟示性的東西，不僅能夠增進我們對於“愛”的形象理解，

而且可以激發我們對於詩歌寫作的深度思考和關注。“塵土沒有停止紛飛／我們可以一直牽着手

盧傑樺：《等火抓到水為止》，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年，第 28頁。

盧傑樺：《等火抓到水為止》，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年，第 30頁。

盧傑樺：《等火抓到水為止》，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年，第 54頁。

黃文輝：《我的愛人》，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年，第 34頁。

黃文輝：《我的愛人》，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年，第 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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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讓相握的手盤繞成根／繞出沒有邊界的地圖／一如我們從沒停止吟唱／就在石級和石級之間

／長出彼此的太陽”（《梯邊小花》）。她以這樣的方式觀照自我內心的情感世界，通過“小花”

這個意象，增加了生命的歡愉。 而“在懷裏細看那熱情花色／卻對上突兀的一點白／細長的花

被管裏／是否埋着你深藏的心事（《簕杜鵑》）。 我們都能從詩中感受到雪堇那種柔性而美麗的

憂傷，也可以從她對愛情的詩性言說中，感受到女詩人身心交融的詩情畫意。我們同時也可感受

到，雪堇“深藏的心事”在快樂和憂傷中、在多彩的自然天地間、在多重的想像中任意遊走，在

營造諸多生動多姿的詩境過程中，盡可能打開一個女性所體驗到的情感世界，同時蘊藏着自己對

於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感知和思索。

除了上述青年詩人群外，還有一些詩人必須提及，他們是陶里、淘空了、高戈、流星子、懿

靈、玉文、葦鳴、姚風、齊思、王和等等。他們和上述青年詩人一起，共同組成了澳門當代詩歌

龐大的陣容。正因為有這麼多老中青詩人的辛勤耕耘，共同努力，澳門詩壇才出現了星光璀璨、

爭妍鬥艷的繁盛景象。

四、期待唱出更富時代精神的歌聲

詩是甚麼？它是現實的觸動，是生活的折射。複雜多樣的現實生活永遠是我們最重要的創作

源泉。詩歌如果不關注現實，就會被現實所淹沒。澳門詩歌處於中西文化交融的環境中，詩人們

也身處在全球文化的視野下，故此種多樣化文化的吸納促進了美學風貌的多樣性。然而，雖然如

此，詩人們也需要進一步深度開掘，寫出獨具地域特色的新詩。法國史學家丹納說過︰“偉大作

品的產生取決於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 當代藝術應該反映當代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把

世界進步潮流、時代精神與現代表現方式、地域文化有效結合起來。所以，澳門新詩創作要把握

全球化與地域文化的關係，緊扣時代脈搏，創作出具有時代性、創新性、地域性的作品。

雖然新世紀的澳門詩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象，青年詩人在涉足澳門題材時有不少相對成熟

的作品，但仍必須繼續深度開拓下去。在反映澳門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時，要用現代意識來引

領自己的思考。那就是說，不能只對我們的生存狀態作欣賞式的展示，也要以批判性的眼光審視

我們生活上的不足。因此，澳門新詩必須真實反映時代的轉變，表達出市民大眾的呼聲，才可能

在創作上取得更大更輝煌的成就。澳門詩歌要不斷開拓創新，以滿足時代發展變化的多方面的審

美需要。

因此，在中西文化的環境中、詩人們處於全球文化視野下的多樣文化吸納的同時，澳門詩歌

還需進一步進行開拓︰

首先，澳門新詩要加深本地題材的深度開拓，要由表象淺層描摹走向澳門文化的深度闡釋。

澳門題材的深入抒寫就是要由澳門獨特的社會歷史和人文背景入手，通過表現澳門特有的文化心

理，揭示澳門市民所面對的共同的生存境遇，追索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因此，澳門新詩必

須真實反映時代的風貌和人的精神狀態。

雪堇：《香水的餘地》，新北︰斑馬線文庫， 2016年，第 39頁。

雪堇：《香水的餘地》，新北︰斑馬線文庫， 2016年，第 59頁。

[法]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藝術哲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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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學習其他的流派和技巧，熔鑄古今、中西結合、提高自己。澳門新詩在創作應保持大

眾化和平民化，否則，詩歌文本不僅對業餘讀者構成了閱讀接受上的巨大障礙，也會對許多有較

高詩學素養的專業讀者構成了閱讀接受上的障礙。所以，在語言運用、意象設置及詩思方式上，

詩歌不能偏離閱讀規範與審美習慣。雖然詩人在創作中追求深度與風格的獨特性是符合藝術的要

求的，他為自己的內在精神需求而寫作，當然不必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審美趣味的。但是，詩

人的創作不能無視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審美趣味，否則會大大地削減新詩讀者的數量，不利於新詩

發展。

再次，要不斷開拓創新。創新是詩的生命，是為了不斷滿足時代發展變化的多方面的審美需

要。詩人要有自由心態、開拓精神、探索勇氣和創新智慧，在題材領域、思想境界上不斷地創

新，在藝術手法、語言運用、風格技巧等方面也要不斷地出奇制勝，才能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澳門

的新詩發展。此外，詩人們應有崇高的審美心靈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詩歌的意識形態中的現代性

主題、詩歌的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詩人的藝術使命和歷史責任等等，這都需要澳門年青詩人們

加以關注。

除此之外，新詩評論與新詩創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相互關係，不間斷的理論創新和新詩評論是

保持澳門新詩發展的重要途徑。顯然，澳門的文學批評尤其是新詩評論還十分欠缺，有需要進一

步加強。我們知道，文學批評不能以貶低文學創作的地位為代價，批評者和創作者之間應該是平

等的。澳門文學批評的加強需要創作者和批評者的共同努力，創作者要有氣度，評論者也要提高

自己的道德素質和理論素養，評論的功能是扶植新人，重在以建設為目標。於是，加強文學評論

便有利於澳門文學及其新詩更好的發展。

新世紀已走過了近20個年頭，回顧過去是為了更好地面對未來，衷心希望澳門青年詩人能

不斷磨礪自己的詩藝，開拓更廣闊的創作前景，以更具感染力的聲音在新世紀的詩壇，唱出更富

有時代精神的歌聲！

[ 責任編輯 葛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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