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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戰後彰化傳統漢詩期刊探析  

林翠鳳  

【提   要】  

傳統漢詩在戰後逐漸退居臺灣文學主流之外，但傳統漢詩期刊

卻有四組總計七種刊物，都集中在彰化縣境內編輯發行，並且前後

連續超過 60 年。這四組刊物是：1.鹿港鎮施梅樵《臺灣詩學》月

刊。2.彰化市洪寶昆《詩文之友》月刊系列(含《瀛海吟草》雙月刊、

彰化市王友芬《中國詩文之友》月刊)。3.彰化市吳錦順《臺灣古典

詩擊缽雙月刊》系列(含二林鎮邱閱南《臺灣古典詩詩學雙月刊》)。

4.花壇鄉楊龍潭、張儷美《中華詩壇》雙月刊。這四大傳統漢詩期

刊與彰化地區的密切關係，主要在地緣、人緣雙方面：其一，主要

編輯地點都在彰化縣境內。其二，主事者皆為彰化縣菁英人士，相

互之間尚且多有詩友、師生的情誼。透過四個世代的接棒傳薪，銳

意倡旺詩壇香火，於詩刊興替之間互助相挺，延續一線詩脈於不輟。 

本文探析戰後彰化縣境內傳統漢詩期刊的發展歷程，評述戰後

彰化地區傳統漢詩期刊的編輯發行，突出地展現了歷史的連貫性、

空間的集中性以及人事的鄉土性，儼然有「文學集團」的意味，對

於提振在地乃至臺灣全島的詩風雅學，都提供過值得肯定的貢獻。

戰後臺灣四大傳統漢詩期刊，相承一脈於以農業為主體的彰化地區，

如此看來，戰後傳統漢詩的書寫就不完全只是藝術創作而已，應該

還有認同傳統文化、重視傳統詩學薪傳的在地集體意識，從而呈現

了彰化傳統漢詩社群濃厚的闡揚社會文化的使命感。這份闡揚社會

文化的使命感，透過傳統詩社的經營與傳統漢詩期刊的發行，得以

具體實踐與展現。 

【關鍵詞】彰化、戰後、傳統漢詩期刊、《臺灣詩學》、《詩文之友》、

《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中華詩壇》  

                                                 
 林翠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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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傳統漢詩期刊在日治時期，是漢詩社群詩人們彼此溝通聲氣的重要聯絡

管道，曾經盛極一時，蔚為千古未曾有過的奇觀。可惜受到二戰末期日本總

督府禁止漢文政令的影響，傳統漢詩期刊在臺灣本島幾乎全面停刊 1。直到戰

後，傳統詩刊方才重新陸續興辦。戰後當傳統詩社持續活動的同時，傳統漢

詩期刊的發行也有了基本的意義，詩刊的存在主要是提供詩人公開發表詩作

與分享交流的場域，反映傳統漢詩寫作的現況成果。戰後傳統漢詩期刊的經

營，面臨著傳統詩在大環境中逐漸被弱化的威脅，也承擔著詩人發表園地的

需求。尤其臺灣自日治以來盛行的擊缽活動，雖然長期受到批評，仍依舊延

續至戰後，詩社 /詩會擊缽優勝作品蜂出，這些作品既期待公開發表，也成為

不少傳統詩刊的重要稿源。  

戰後傳統漢詩期刊繼承著日治盛況，仍有其市場的需求，卻同時也面對

著嚴苛的環境新挑戰。尤其是新文學躍升為主流的大趨勢之下，傳統詩刊的

定位與生存都更加艱困。在此時勢中，彰化地區卻出現四組總計七種刊物，

前後連續超過 60 年的詩刊發行史。這四組刊物是：1.鹿港鎮施梅樵《臺灣詩

學》月刊。2.彰化市洪寶昆《詩文之友》月刊系列 (含《瀛海吟草》雙月刊、

彰化王友芬《中國詩文之友》月刊 )。3.彰化市吳錦順《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

刊》系列 (含二林邱閱南《臺灣古典詩詩學雙月刊》 )。4.花壇鄉楊龍潭、張儷

美《中華詩壇》雙月刊。以上四組傳統漢詩期刊都在彰化地區編輯發行，顯

示彰化詩人在戰後傳統詩壇促進詩脈薪傳上做出了具體貢獻，在臺灣近當代

詩壇引領風騷。本文探析戰後彰化縣境內傳統漢詩期刊的發展歷程，評述彰

化地區傳統詩人社群編輯發行漢詩期刊的社會文化意識，及其貢獻與影響。  

二、戰後臺灣傳統漢詩的發展  

臺灣傳統漢詩的發展，至日治時期達到顛峰，主要有兩大表徵：其一為

詩社林立，其二為詩刊紛出。據筆者統計，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期間，全臺

詩社計達 300 餘社 2。放諸現今全臺 319 鄉鎮而言，平均已達一鄉鎮一詩社的

程度，其密集盛況實非今日可與匹敵。再觀詩刊之出版，在殖民政治的背景

                                                 
1 昭和 12 年(1937)4 月，總督府通令各報紙廢止漢文版，漢文書房也全面禁止。惟有《風

月》更名《南方》後，仍繼續刊行。 
2 臺灣自清代以來的詩社發展，詳見林翠鳳〈臺灣傳統詩歌及詩社〉一文「臺灣傳統詩

社彙編」附表，收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91 年暑期臺灣史研習營《講義彙編》(南投：

中興新村，2002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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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雜誌的出版受到嚴格的管控，而以文學藝術類所佔比例最高，著名者

如《詩報》、《三六九小報》、《臺灣文藝》、《臺灣詩薈》、《藻香文藝》、《詩集》、

《風月》等，時至今日，其中之《詩報》、《三六九小報》、《風月》均已複製

重刊，足見價值與影響之重要。  

詩是精緻的文學藝術，日治時期傳統詩學盛況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臺

灣文人視漢詩寫作為寄託民族情懷與延續傳統漢文化的有效方法，並藉以抵

抗日本政府對臺灣人民施行的同化政策。臺灣文人的傳統詩書寫，一則以寄

情書寫胸懷，一則以傳承文化薪火。因此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發展歷程中，

傳統詩歌於美學創作之外，別具有強烈而特殊的文化與時代意涵。此一特色，

在戰後新形勢中，有了新挑戰，也有了新意義。  

(一 )傳統詩社的發展  

戰後，日本殖民帝國戰敗撤出臺灣，而自日治時期以來的詩社能量仍然

延續，自中國大陸遷臺的不少文人雅士加入，與臺灣本地文人相互唱和，為

傳統詩壇注入了一股新血。尤其是部分黨政高層人士，如于右任、賈景德、

何志浩等人的提倡與投身，藉以配合國策推動中華文化，戰後傳統詩壇受此

鼓舞曾一度十分蓬勃。一些活動力較強的詩社，至戰後依然維持社務運作，

如臺北瀛社 3、彰化二林香草吟社 4、臺南北門鯤瀛詩社 5等，至今詩韻不輟。雖

然新文學在戰後愈加活躍與普及，加之以國家文藝政策也傾向提倡新文藝 6，

明顯地對傳統詩壇產生衝擊，並且有些地區詩社在戰後自然萎縮或終止，但

仍然可見新興的傳統詩社陸續成立。根據筆者初步的彙整，戰後至今(1945-2016)

臺灣地區傳統詩社累積總數達 70 餘社 7。這樣的數字比例與日治時期相較已是

                                                 
3 瀛社初創於明治 42 年(1909)農曆 2 月 16 日，民國 95 年(2006)4 月 16 日瀛社正式登記

立案成立「臺北瀛社詩學會」，擴大為全國性傳統詩社團。現任理事長為林正三。參

林正三主編《瀛社百年紀念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9 年 10 月)。 
4 二林香草吟社創立於大正 3 年(1914)。張永楨，〈香草吟社沿革〉，《中華詩壇》，2 期

(2002 年 3 月)頁 5。 
5 台南北門鯤瀛詩社創立於大正元年(1912)，原名嶼江吟社。吳中，《鯤瀛詩文集》(台

南：鯤瀛詩社，1994 年)，頁 17。 
6 參李知灝，〈戰後臺灣古典詩書寫場域之變遷及其創作研究〉，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2009 年 7 月。 
7 參林翠鳳，〈臺灣傳統詩歌及詩社〉一文「臺灣傳統詩社彙編」表。 

另，大專校院古典詩社團未計入。大學古典詩社團早期較盛，後漸凋歇停社，察現今

仍持續運作者有：臺灣師範大學南廬吟社(1965 年創)、東吳大學停雲詩社(1979)、淡

江大學驚聲古典詩社(1994)、輔仁大學東籬詩社(1997)、臺灣大學望月詩社(1998)、中

興大學中興詩社、空中大學台中中心詩學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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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殊，實難以匹敵，反映傳統詩退出時代主流之外已是事實。雖是如此，但

在至今社會上仍然擁有一定數量的愛好群眾，陸續相繼立社遊藝，可見得傳

統詩歌的動人美感，具有跨越時代的雋永性。傳統詩社的當代存在雖然充滿

著艱鉅的挑戰 8，但同時也展現出可貴的堅毅韌性。  

觀察戰後臺灣民間傳統詩社的運作型態，大致有四大系統：  

1.傳統型態的詩社、詩會：繼承傳統詩社單純的文學聯誼運作方式，以課

題、擊缽、吟唱為主，主要目的在於切磋詩藝與詩友聯誼，大多定期例會。  

2.與社教文化結合：詩社與書、畫等不同型態的社團結合，以多元相依共

存的方式聯合發展，例如：員林「彰化縣國學研究會」係合併興賢吟社與墨

林書畫會於一。 9 

3.民間信仰團體系統：由民間宗教信仰團體開設的漢詩班、漢學班，或結

合廟會舉辦詩文活動，提倡傳統文藝，例如：埔里孔廟開辦詩學班。  

4.網際網路：傳統詩歌透過網際網路的傳輸，破除地域與時間的限制，達

到快速交流分享的目的，例如：網路古典詩詞雅集。 10 

傳統詩社運作的四大系統大多屬於實體運作，包括實體的空間、實體的

聚會等，也包括實體詩刊的流通。  

(二 )傳統詩刊的發行  

筆者彙整戰後發行的傳統詩期刊，所得有 32 種 (詳附錄一：二戰後臺灣傳

統詩刊表 )11。綜觀之：  

1.以主要編輯地域來看，主要集中在臺北，達 17 種之多，佔全體約二分

之一，這與臺北為首善之區必然有關；其次是彰化 8 種，獨佔四分之一；其

他各縣市聯合約四分之一。彰化地區計有五組 8 種刊物，分別為《臺灣詩學》

月刊、《詩文之友》月刊系列 (含《瀛海吟草》雙月刊、《中國詩文之友》月刊 )、

《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系列 (含《臺灣古典詩詩學雙月刊》12)、《中華詩壇》

                                                 
8 筆者認為，當今古典詩社面對著五大挑戰：1.耆老凋零、新血不足，2.詩作質量的提

昇，3.與時俱進的應變能力，4.讀者的開發，5.社會連結的深化。參林翠鳳，〈當代臺

灣傳統詩社團經營實務的觀察--以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為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

報》，47 卷(2006 年 7 月)頁 195-234。 
9 吳春景，〈彰化縣國學研究會沿革〉，《中華詩壇》，2 期(2002 年 3 月)頁 6。 
10 參林翠鳳，〈當代臺灣傳統詩社團經營實務的觀察--以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為例〉

(2006 年 7 月)。 
11 部分雜誌中也有附載古典詩，例如：民國 35 年(1946)發行的《正氣月刊》，及民國 36 年

(1947)刊行的《建國月刊》等。因非專刊，暫不計入彙表。 
12 彰化吳錦順創辦之《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發行至 33 期(2000 年 3 月)起更名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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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月刊、《香草雅風》。彰化並非臺灣三大都會之一，以詩刊數來說，卻顯然

是當代傳統詩刊的重鎮。由於發行自高雄岡山的《鯤南詩苑》月刊早在 1962

年即已停刊，臺灣傳統詩刊界其實長期以來便是由臺北與彰化兩地分庭抗

禮。彰化地區在戰後臺灣傳統詩壇的地位不言可喻，顯得格外突出。  

2.以主要編輯人來看，綜觀臺灣五至七年代，戰後至今的前半期所刊

行的古典詩刊，以寓臺詩人主辦者為多，包括《臺灣詩報》月刊、《臺灣詩壇》

月刊、《鯤南詩苑》月刊、《中華詩苑》月刊、《中華藝苑》週刊、《中華詩學》

月 /季刊、《中國詩》季刊、《楚騷吟刊》半年刊、《夏聲》月刊等都是。除了《中

華詩學》月 /季刊由具有官方與學術色彩的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主持之外，

其餘以江西曾今可 (1901-1971)、江西胡鈍俞、金門張作梅三位詩老鼎足天下。

這三位先生可謂撐起戰後前期臺灣傳統詩壇的半邊天，對會通詩壇、鼓舞詩

風頗具貢獻。  

在此形勢之下，由臺灣本土人士所創設的詩刊，僅有施梅樵《臺灣詩學》

月刊與洪寶昆、王友芬《詩文之友》月刊系列，而此二種詩刊都是由彰化人

士主事編輯，鮮明的在地性背景，遂成為詩刊在戰後前期傳統詩壇界的一大

特色。其中的《詩文之友》後來更以其融通各方的編輯內容，及發行之巨量，

與《臺灣詩壇》、《中華詩苑》並稱為三大傳統詩刊。再者，《詩文之友》系列

發刊長達 41 年，成為臺灣詩史上公開發行最長壽的古典詩刊 13，無疑的，正

是以彰化在地詩人為主的編輯團隊合作努力所獲致的珍貴成果。彰化詩人群

為臺灣傳統詩壇締造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七年代之後，不少詩刊相繼停刊，自前期以來持續發行者，僅餘《中華

詩學》、《楚騷吟刊》與《詩文之友》，前者以機關單位為後盾持續至今，已屬

可貴；中者為同人刊物，僅作社員同人交流，雖是封閉型刊物，然能細水長

流，亦甚可敬；後者為民間詩友組成，其經營有成實為不易。且七年代之後

                                                                                                                              
灣古典詩詩學雙月刊》，至 39 期(2001 年 4 月)後停刊。發行地雖因後繼主編邱閱南居

地而記載為臺中，然其仍為原《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系統，且邱閱南本為彰化二

林人，故可歸納為彰化地區。 
13 《春人吟集》創刊於 1952 年，後於「蘆馨的詩詞園地」部落格以電子形式發佈，至

2016 年 1 月已至第 328 期，期間長達 64 年，是十分長壽的詩刊。但此為春人詩社

內部的同人刊物，未公開於詩壇市場發行，與《詩文之友》月刊系列性質不同。參

「蘆馨的詩詞園地」：

http://blog.xuite.net/lehua.chen/twblog/374994386-%E6%98%A5%E4%BA%BA%E8%
A9%A9%E9%9B%86+%E7%AC%AC328%E9%9B%86+%E8%AA%B2%E5%A4%96
%E5%90%9F%E9%81%B8%E9%8C%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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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前期風貌，已幾乎都由臺灣青壯輩本土詩人創立或主編詩刊，包括有花

蓮曾文新、吳劍鋒、臺北林正三等，各展風華，再有彰化吳錦順、二林邱閱

南、花壇楊龍潭、張儷美等，恰都是彰化人士。凡此可見彰化詩人群獨領風

騷於詩刊界已久矣。  

以上可知，彰化地區詩人世代相承，攜手致力於古典詩的推動與延續，

用力既深且久，是戰後臺灣傳統詩壇的成果可觀的地區。  

三、戰後四大傳統詩刊的彰化在地性  

從施梅樵主編《臺灣詩學》起，歷《詩文之友》月刊系列、《臺灣古典詩擊

缽雙月刊》系列，至當今《中華詩壇》雙月刊，此四大詩刊以彰化為基地，薪

傳引領臺灣詩壇風騷，早已超過一甲子，14諸詩刊與彰化在地的關係至為密切。 

(一 )戰後四大傳統詩刊在臺灣詩壇的地位  

戰後相繼推出的四大傳統詩刊值得受到注目的原因：其一，在於各刊編

輯地同樣都在彰化地區；其二，幾乎各刊都是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古典詩

刊，助益於溝通詩壇近況訊息，是民間詩社主要的聯絡平臺，擁有全臺高知

名度，在臺灣傳統詩壇具有重要地位。  

《臺灣詩學》雖僅出刊二集即戞然停止，但據載：其同心會員高達 600

餘人。足見潛力甚厚，未來可期。《詩文之友》的發行量曾於〈編後記〉中自

述道：「編者在這裡告訴大家，每期出版二千份《詩文之友》。」 15 

吳錦順創設《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後，一改前人作風，運用靈活的

業務手法經營詩刊，至 25 期 (1998 年 11 月 )交棒時已達 600 餘戶，16後繼者邱

閱南繼續銳意經營，曾擴充至幾達 1000 戶，穩坐全臺第一大詩刊寶座，詩壇

無人不知。17而現行的《中華詩壇》訂戶亦高達數百戶。彰化地區儼然成為臺

灣傳統詩壇的重鎮。  

這些發行業務上的可觀成績，一則也由於經營者的戮力以赴；再則由於

                                                 
14 《香草雅風》由於是二林香草吟社社內同人刊物，與前述銷售流通諸刊物性質不同，

暫且不論。 
15 見《詩文之友》7 卷 1 期〈編後記〉，1956 年 5 月封底內頁。 
16 筆者訪問吳錦順記錄，2011 年 8 月 10 日。 
17 見邱閱南，〈因緣與使命--訪臺灣古典詩刊總編輯吳錦順老師〉，《臺灣新生報》「臺灣

詩壇」，73 期(1997 年 12 月 7 日)。又，見吳錦順、施坤鑑合著，《工程師詩人---吳錦

順漢詩作品集》頁 20(彰化：彰邑文教基金會，2003 年 10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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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刊多以刊載詩社擊缽課題優選之作為主，稿源較為充裕，讀者群有一定的

基本量。  

雖然登載擊缽詩一直以來都受到議論，然而詩刊的暢銷既滿足了眾多詩

人們發表作品與流通訊息公開平臺的需求，也如實反映了臺灣詩壇至今課題

擊缽風行不墜的現況。彰化地區詩人們正視現實需求，同心提倡雅風，期使

詩教再興的苦心孤詣，正是推動詩刊可以蓬勃長青的一項內在因素。  

實則，彰化自雍正元年 (1723)建縣以來，文風鼎盛綿延，以詩社來看，清

代時期鹿港蓮社 (1889 年之前 )與彰化荔譜吟社 (1890 年之前 )已為濫觴，日治時

期今彰化縣境內詩社數量高達 29 社，戰後至今亦有 12 社，其中員林興賢吟

社 (1997)、 二 林 香 草 吟 社 (1921)、彰 化 詩 學 研 究 協 會 (1977)、 彰 化 學 士 吟 詩 社

(1999)、鹿港文開詩社 (1981)等社目前尚且保持常態性例會活動，成果輝煌。(詳

附錄二：二戰後彰化縣詩社表 )在當今各縣市詩社多有衰頹的情況下，彰化地

區 傳 統 詩 的 活 力 ， 顯 然 成 為 當 代 臺 灣 詩 壇 最 活 躍 的 地 區 之 一 。 不 論 是 詩 刊 或

詩 社 的 經 營 ， 都 歷 時 百 年 以 上 ， 彰 化 傳 統 詩 脈 百 年 長 衍 不 息 ， 展 現 歷 久 彌 堅

的韌性，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文化力，也是足以做為標誌的在地經典文化。  

(二 )戰後四大古典詩刊與彰化的地緣人緣  

四大古典詩刊與彰化的關係極為密切，主要在兩方面：其一乃主要編輯

地都在彰化縣境內，其二為主事者為彰化菁英人士。分述之。  

1.《臺灣詩學》 --彰化縣北斗鎮  

《臺灣詩學》創刊於民國 37 年 (1948)10 月 10 日，為臺灣詩學研究會的

所屬刊物，委請霧峰林獻堂擔任顧問，在彰化縣北斗鎮正式發行，由素有詩

壇祭酒地位的鹿港施梅樵 (1870-1949)老詞丈擔任會長兼主編，編輯為曾任《風

月報》主編的青年詩人竹塘林荊南(1915～2003)，副會長為北斗區區長林伯餘，

發行人為北斗螺溪吟社社長許燕汀。另於臺灣各區設置聯絡委員，有：臺北簡

荷生、嘉義楊爾材、花蓮曾文新、臺東王養源等二十人， 18同心會員高達 600

餘人。《臺灣詩學》僅出刊二輯，即因施梅樵於民國 38 年(1949)新曆 2 月過世

而中止。然而這顯然是一部由彰化菁英所組成、具有鮮明企圖心的傳統詩刊。  

2.《瀛海吟草》、《詩文之友》月刊、《中國詩文之友》月刊 --彰化市  

《瀛海吟草》發行於民國 41 年 (1952)10 月，由芳苑洪寶昆 (1906-1974)一

人身兼編者與發行人二職編輯出刊，是他意欲投身詩刊事業的試刊本，共發

                                                 
18 見《臺灣詩學》第一輯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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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三期。發行所在彰化市，收稿處在北斗鎮。由於此三期試刊詩友反應良好，

受到鼓舞的洪寶昆，乃於民國 42 年 (1953)4 月以《詩文之友》之名正式發行，

發行所仍然在彰化市，收稿處也仍然在北斗鎮。為因應正式發刊，因此擴大

編輯陣容，洪寶昆仍擔任發行人，是該社的實際負責人，另聘同為《臺灣新

民報》社的同僚彰化王友芬 (1905-1994)19和北斗林為富 (即林荊南 )，分別擔任

社長與編輯人，詩刊社鐵三角的經營團隊從此底定。 20 

《詩文之友》發行人自始至終都由洪寶昆擔任，至死而後已。爾後由王

友芬接任發行人，林荊南仍是主要編輯人，於民國 63 年 (1974)11 月更名《中

國詩文之友》，繼續照常運作刊行。直到民國 82 年 (1993)秋王友芬因臥病無法

主事，不得已方才停刊。彰化三才子勉力合作，持續維護傳統詩刊於不墜的

君子情誼，十分難能可貴，已成為詩壇佳話。  

再者，刊登於詩刊的詩人與贊助者中，也因地緣之故，以中部地區人士

為相對大量，使得《詩文之友》創辦初期成為一個以臺灣中部人士為核心的

詩人團體。即使後來曾一度將社址遷移到臺北，但為時不久，編輯中心便又

轉回彰化。 21而後續加入團隊核心的成員，如擔任總經理的企業家詩人王桂

木，與擔任副編的詩壇名家高泰山 (1911-1993)22、擔任經理兼編輯的洪寶昆哲

嗣洪耀堂等人，都是彰化本地人士。基於同鄉情誼與地利之便，合作無間協

辦社務，成就了詩社穩定的人事，更為詩刊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最佳後盾。  

《詩文之友》系列詩刊自 41 年 10 月創始以來迄 82 年 9 月停刊止，累計

時間共長達 41 年，後放眼臺灣詩刊歷史，實無有能出其右者，此為臺灣詩史

上發行時間最久的古典詩刊。 23 

                                                 
19 王友芬和洪寶昆兩人都在《臺灣新民報》社擔任過記者和支局長。參林翠鳳，〈王友

芬生平及其詩社活動初探〉，《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91 期(2009 年 4 月)頁 54-66。 
20 詳參林翠鳳主編，《洪寶昆詩文集》(彰化：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2007 年 6 月)。 
21 《詩文之友》3 卷 1 期翻然而改，變更幅度之大幾似新刊。包括封面圖樣、封面題字、

發行所、印刷所都完全更易，即連社址亦遷至省會台北，頗有躋身主流詩刊之勢。本

期頁 53 即刊出「慶祝詩文之友遷省會發行」標題全版誌賀。至 4 卷 2 期，原本的彰

化社址成立第二編輯室，與台北社址並立。 
22 王桂木與高泰山兩位生平與文學，可參閱李知灝，〈王桂木先生事蹟概述〉與謝翠娟，

〈八卦山詩人─高泰山及其「養性吟草」賞讀〉，分別收錄在林翠鳳主編，《大彰化地

區近當代漢詩論文集》(彰化：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2011 年 6 月 12 日)頁 59、頁 29。 
23 《詩文之友》發行至 40 卷 5 期，民國 63 年 10 月 1 日；自 40 卷 6 期(240 期)起改名

《中國詩文之友》發行至 464 期，民國 82 年 9 月 1 日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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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臺灣古典詩詩學雙月刊》 --彰化市  

《中國詩文之友》因發行人王友芬病重仙逝而不得不停刊，一年之後，

在詩壇多方力促再興詩刊聲中，擔任《詩文之友》社編輯委員的王友芬忘年

摯友、彰化工程師詩人吳錦順，毅然決然承擔此一重任，於民國 83 年 (1994)11

月，挺身創辦《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成為志繼前賢，復興再造的全新

詩刊。吳錦順擔任總編輯，並實際承擔刊行庶務。推鹿港詩家吳東源為社長，

敦請瑞芳楊阿本、臺中胡順隆、南投吳揚誠、臺南陳敏璜四位詩人共同擔任

副社長，委請北門吳中與吳錦順共同擔任主筆。編輯委員群則廣納詩界各地

大老名家加入，總數高達 39 人，幅員遍及北中南各區，展現出聯合全臺古典

詩壇通力合作一展新猷的強烈企圖心。且結合吳錦順門下弟子及詩友多人，

組成助理編輯團隊，包括彰化謝秋美、花壇張儷美、田尾邱燈昌、永靖邱玉

卿、芬園楊能欣、鹿港吳榮鑾等人，以及後來吳錦順栽培的繼任者二林邱閱

南，這一支隊伍都是年輕一代的彰化青年詩人，一則以協助支援刊務，一則

以培訓後輩，總編輯的用心良苦，可見一斑。使得此刊物甫一推出，就形成

了以彰化為總部，收納全臺的態勢。  

《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發行至 25 期 (1998 年 11 月 )，原總編輯吳錦

順為期「詩刊生命無窮」24，交棒予特意栽培的青年詩人邱閱南。至 33 期 (2000

年 3 月 )起將原刊更名為《臺灣古典詩詩學雙月刊》。發行至 39 期 (2001 年 4

月 )後停刊。邱閱南，原彰化二林人，從事教職，雖家居臺中龍井，仍然是彰

化子弟，且其岳丈亦為二林知名詩人蔡耕農，翁婿聯袂活躍於臺灣詩壇，亦

為佳話。 25 

4.《中華詩壇》雙月刊 --彰化縣花壇鄉  

《中華詩壇》月刊為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的機關刊物，詩刊負責人自始

至今皆為彰化花壇詩侶楊龍潭、張儷美 26伉儷。賢伉儷自青年時期追隨吳錦順

習詩，大量參與詩壇事務，即以彰化為主要地區，活躍於全臺古典詩壇，是

當今詩壇青壯輩的棟梁之材。  

由上述，四大詩刊的主事者的世代關係可以整理如下：  

                                                 
24 參吳錦順，〈總編輯文告--該是交棒的時候了〉，《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24 期(199

年 9 月)頁 4。 
25 廖珮吟〈邱閱南先生訪談記錄〉，《《臺灣古典詩雙月刊》之研究》頁 217，中正大學

臺灣文學所碩士專班論文，2012 年 7 月。 
26 張麗美女史，原名作「麗」，今已正式改作「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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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施梅樵 (《詩報》資深顧問 )、林荊南 (《風月報》 /《南方》主編 )→  

第二代：洪寶昆 (戰後初期與林荊南同時寓居北斗 )、王友芬 (與洪寶昆同為《臺

灣新民報》社同僚 )、林荊南 (施梅樵《臺灣詩學》執行編輯 )→  

第三代：吳錦順 (王友芬摯友、《詩文之友》社編輯委員 )、邱閱南 (吳錦順詩學

研習營學員、《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編輯 )→  

第四代：楊龍潭、張儷美 (皆吳錦順弟子、《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編輯 )。  

由以上可見：四大詩刊的主事者都是彰化詩壇名家，相互之間尚且多有

詩友、師生的情誼，透過世代接棒傳薪，銳意倡旺詩壇香火，於詩刊興替之

間互助相挺，延續一線詩脈於不輟，前後已逾一甲子，四大詩刊彼此間存在

著深深繫連的緊密網絡，這是臺灣詩壇自日治以來詩教的直接繼承，也是彰

化詩人致力維繫雅學文化的具體作為。  

四、結語 ---從社會文化資產觀察  

文學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現象；詩刊是一種文學載體，也是一種意識

反映。文學詩刊固然也可以從資本事業體的角度來看，然而從人文精神層面、

從歷時性來觀察，當戰後四大傳統詩刊相承一脈於以農業為主體的彰化，傳

統詩的書寫可能就不完全只是藝術創作而已，應該加上的還有認同傳統文化、

重視詩學薪傳的文人集體意識，這是彰化詩人群的社會文化使命感。這份使

命感透過詩社經營與詩刊發行，得以具體實踐。而長期相輔相成累積出來的

結果，自然衍化為在地文化的一部份，而成為具有底蘊的社會文化資產，擁

有美學、教育、思想等文化意涵，甚至是經濟產業的功能。  

臺灣有許多文人也如同彰化詩人一般，對傳統文學具有使命感，努力於

自我創作、詩社推動或詩刊發行。然而戰後四大傳統詩刊是比較突出地展現

了歷史的連貫性、空間的集中性以及人事的鄉土性，儼然有「文學集團」的

意味，對於提振在地乃至臺灣的詩風雅學，都提供了絕對值得肯定的貢獻。

四大傳統詩刊為標記的傳統詩，是應該被在地珍惜的社會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要由在地保護做起。戰後彰化四大傳統詩刊基本上都是由民間

人士進行自發性的文獻保存工作。《臺灣詩學》目前尚未見得原刊本，幸好影

本尚在；《臺灣古典詩擊缽雙月刊》、《臺灣古典詩詩學雙月刊》與《中華詩壇》

都在晚近發行，編輯人處都還有保存。比較困難的是《瀛海吟草》、《詩文之

友》月刊、《中國詩文之友》月刊，由於年代較早，且歷時數十年，編輯處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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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散，以致各期星散。之前幸有二林許明山先生，以個人之力大致彙集，

十分難得。更可貴的是，在《詩文之友》發行人洪寶昆哲嗣洪耀堂先生與彰

化縣詩學研究協會的合作努力蒐羅之下，《詩文之友》月刊、《中國詩文之友》

月刊發行 41 年間總計 464 期，終於在 2007 年完成複刊本製作，完整公諸於

世，提供各界使用。 27四大詩刊在今日，已經可以完整具體的提出實體文本，

裨益於保存文獻，真可謂詩壇幸事。  

民國 94 年 (2005)2 月 5 日修正公布的新版〈文化資產保存法〉定義了文

化資產的意涵為：「指具有歷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錄

之七大類資產」，這七大類是指：古蹟、歷史建築與聚落、遺址、文化景觀、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古物、自然地景等。28而這七大類的文化資產是

受到政府立法保存的對象。  

就以所謂的八大藝術為對象來看，除了第八藝術電影是新興藝術不論，

美術、音樂、舞蹈、雕塑可符合「傳統藝術」類定義：「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

方之傳統技藝與藝能，包括傳統工藝美術及表演藝術。」雕塑、建築可符合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類定義：「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

文化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文學則是在書籍文獻部分比較符合「古

物」類定義：「指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品、生活

及儀禮器物及圖書文獻等」，這僅是有關「物形」的部分，並未涉及內涵。顯

然，文學是八大藝術中除了電影外，唯一未被列入文化資產保存的項目。但

文學算不算是一種文化資產？有沒有更多值得受到重視保存的部分？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曾提案推動「以正體漢字申報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

產」 29，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已於 2009

年將最能表現漢字字形美感的書法正式列入名錄中。那麼，最能體現漢字音、

義美感的傳統詩，是否也應該以「文化遺產」的概念來予以重視？  

文化是一種積累與創造，資產需要珍惜與運用，當文化資產的層面越廣，

內蘊越深，也就是文化財越豐厚，相信也必然有助於社會的祥和與深化發展。 

                                                 
27 《詩文之友》月刊、《中國詩文之友》月刊 41 年 464 期收集完全並提供複刊本，消

息發佈於 2007 年 6 月 19 日林翠鳳主編《洪寶昆詩文集》新書發表當日。後蒙國家臺

灣文學館注意，收購典藏。 
28 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網址：http://www.hach.gov.tw/ 
29 馬英九總統在 2009 年 12 月 26 日出席第九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開幕禮時表示，

為保存世界上最優美、歷史最悠久的文字「漢字」，已責成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

推動正體漢字申請列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自由時報》2010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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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二戰後臺灣傳統漢詩期刊表  
序  詩刊名  起迄年 (民國 ) 代表人  機關單位  編輯地  

1 
心聲  35.07~36.01，共

6 期  
謝森鴻  新竹市聯吟

會  
新竹市  

2 
臺灣詩學月

刊  
37.10.10～

37.11.31，共 2 期

鹿港施梅樵  臺灣詩學社  彰化北斗  

3 
臺灣詩報月

刊  
38.01.01～40.06.
前  

江西曾今可  臺灣詩壇社  臺北市  

4 
鷗社藝苑  39.09~43.12. (同

人刊物 ) 
賴柏舟  鷗社  嘉義  

5 
臺灣詩壇月

刊  
40.06.09.～50.前
後  

江西曾今可  臺灣詩壇社  臺北市  

6 
大眾詩鐘  40.~42.後 (同人

刊物 ) 
郭海鳴  心社  南投市  

7 
瀛海吟草雙

月刊  
41.10.～42.02.，
共 3 期  

芳苑洪寶昆  詩文之友社  彰化北斗  

8 
春人吟集  41~迄今 (同人刊

物 ) 
李漁叔  春人詩社  臺北  

9 
詩文之友月

刊  
42.04.～63.10.，
共 239 期  

芳苑洪寶昆  詩文之友社  彰化市  

10 海風詩壇  42~？ (同人刊物 ) 基隆許進一  海風吟社  臺北基隆  

11 
民族詩壇  44.04~51. 臺北呂民魂  自由中國詩

人聯誼會 
臺北  

12 
亞洲詩壇  48.01~68.12.，共

21 期  
臺北彭國棟  亞洲詩壇社  臺北  

13 
詩鐘  54~？ (同人刊物 ) 臺北劉昌星  臺灣師範大

學南廬吟社 
臺北  

14 
中國詩文之

友月刊  
63.11.～82.09.，
至 464 期  

彰化王友芬  中國詩文之

友社  
彰化市  

15 
中華詩苑月

刊   
44.02..26～

49.06. 
金門張作梅  中華詩苑月

刊社  
臺北市  

16 
中華藝苑週

刊  
49.06.～？  金門張作梅  中華藝苑月

刊社  
臺北市  

17 
鯤南詩苑月

刊  
45.06.～51.02. 江西曾今可  鯤南詩苑社  高雄岡山  

18 
中華詩學月 /
季刊  

58.03.30.～迄今  文化大學  中華學術院詩

學研究所 /文化

大學  

臺北市  

19 中國詩季刊 59.03.～76.？  江西胡鈍俞  中國詩季刊社 臺北市  

20 
楚騷吟刊半

年刊  
61？～迄今 (同

人刊物 ) 
花蓮姚植  中華楚騷研

究會  
花蓮  

21 夏聲月刊  64？  江西胡鈍俞  夏聲雜誌社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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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古典詩學  77.~？  高雄簡錦松  高雄市古典

詩學研究會 
高雄  

23 香草雅風  69?~? (同人刊物) 香草吟社  香草吟社  彰化二林  

24 
古典詩刊月

刊  
79.01.～迄今 (同

人刊物 ) 
花蓮曾文新  中華民國古典

詩研究社  
臺北中和  

25 
漢詩之聲季

刊  
82.10.10.～85. 
(同人刊物 ) 

臺北廖一瑾  中華民國漢

詩學會  
臺北市  

26 
臺灣古典詩

擊缽雙月刊

83.11.05.～
89.01.，共 32 期

彰化吳錦順  臺灣古典詩擊

缽雙月刊社  
彰化市  

27 
臺灣古典詩

詩學雙月刊

89.03.～90.04.，
至 39 期  

二林邱閱南  臺灣古典詩擊

缽雙月刊社  
彰化二林  

28 
乾坤詩刊季

刊  
86.01.～迄今  臺北林正三  乾坤詩刊雜

誌社  
臺北市  

29 
中華詩壇雙

月刊  
91.01.25.～迄今  花壇楊龍

潭、張儷美  
中華民國傳

統詩學會  
彰化花壇  

30 
藍田詩學月

刊  
96.05~100.04，共

41 期 (同人刊物 )
南投歐禮足  藍田書院  南投市  

31 長安詩訊  99？~？(同人刊物) 長安詩社  長安詩社  臺北市  

32 
華聯雜誌  ？～？，已停刊 臺灣省耆青

力行協會  
臺灣省耆青力

行協會  
臺北市  

【附錄二】二戰後彰化縣傳統詩社表  
序  社名  成立年代  所在地  成立代表 備註  

1 蘭社  明治 36 年 (1903) 田中  陳紹年等  僅存孤脈  

2 香草吟社  大正 10 年 (1921) 二林  許存德等  今仍活動  

3 
臺 灣 詩 學 研

究會  
民國 37 年 (1948) 北斗  施梅樵等   

4 半閒吟社  民國 42 年 (1953) 鹿港  周定山等   

5 鹿港聯吟會  民國 43 年 (1954) 鹿港  王清渠等  
半閒吟社、鹿

港吟社合併  

6 杏春吟社  民國 46 年 (1957) 彰化市  唐瑞等   
7 魁社  民國 46 年 (1957) 彰化市  地方人士   
8 春雲詩社  民國 65 年 (1976) 彰化市  吳錦順等   

9 
彰 化 縣 詩 學

研究協會  
民國 66 年 (1977) 彰化市  吳錦順等  今仍活動  

10 文開詩社  民國 70 年 (1981) 鹿港  施文炳等  今仍活動  

11 
彰 化 縣 國 學

研究會  
民國 73 年 (1984) 員林  陳木川等  今仍活動  

12 興賢吟社  
民國 86 年 (1997)
重新登記立案  

員林  陳木川等  今仍活動  

13 
彰 化 學 士 吟

詩社  
民 國 88 年

(1999)11 月 30 日
彰化市  吳錦順  今仍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