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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臺灣，現代詩成為研究課題，據目前「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查知

的學位論文，至今已有三十餘年，成果不可謂不豐碩。值此現代詩發展的百年之際，

根據不同搜尋欄位來整理分類，或可得見目前現代詩研究的基本樣態。本文將採取資

料搜尋整理分析，然限於篇幅與研究限制，先針對搜尋項目下單一訊息欄位作篇數整

理、排序，並在回瞰分析上能有初勘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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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poetry in Taiwan has become a research topic in the literature.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have been archived in th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ccumulating a greater number of them every year. To date, 

modern poetry has developed for a century. If modern poetry is arranged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earch fields, then it is possible to observe the basic pattern of current 

modern poetry research. This study searches, sorts, and analyzes relevant data. However,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n length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this study shall first confirm, arrange, and 

sort the number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he single information field under the search item 

and then make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perform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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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臺灣，現代詩成為研究課題，據目前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下簡稱

「博碩論系統」）中查知的學位論文，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累積一定數量的學位論文。

值此百年研討之際，根據不同搜尋欄位來整理分類，可以得見目前現代詩研究的基本

樣態。爬梳先行研究，發現過往研究研究多以作家研究、文本分析、論戰及社會背景

分析為主，例如林于弘等學者較常運用分類方式，試為現代詩研究開展不同取徑，其

《台灣新詩分類學》1來說，便以數量統計、文獻整理、分類形態作為研究方法，提供

了前述作家背景研究、文本分析之外的另一方式，即便如此以「博碩論系統」作研究

主題者的討論有其持續開拓的必要性。 

相比下，在其他領域已有不少先行範例，例如周惠民〈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一個

資料庫分析〉蒐集並檢視「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 1980 年至 2010 年原住民族相

關博碩士論文研究，了解過去三十年來原住民族研究主題的變化，及其在各領域學門

的分布情形。2王進發等人的〈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之現況分析與建議〉，以 2009 年

至 2012 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全國原住民族論文發表之博、碩士論文為研究

資料主體，分析討論此期間原住民族博、碩士論文發表情況。3其他像是馬睿平、林榮

泰〈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系所數位典藏主題之學位論文內容研究〉，以國內文化創意

產業相關系所碩、博士班學生所撰寫數位典藏計劃相關主題的學位論文為樣本，探究

論文其研究主題、取向、研究方法、關鍵詞、論文屬性、撰寫途徑與被引用文獻的內

容分析。4形塑我國數位典藏學術研究框架，以提供相關研究、發展與經營、管理上的

參考。5或是楊美華等人的〈我國圖書資訊學門研究人力及學術成果探析〉，「分析民國

59 年至 95 年間圖書資訊學相關研究之學術成果，就研究人力、博碩士論文、研究計

畫，以及期刊文獻和專書等方面做探討。」6其內容在於「藉由系統化的方法，分析圖

書資訊學的文獻，以瞭解圖書資訊學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研究的走向。」7上述舉例

者在不一程度上，透過學位論文的搜集爬梳該領域研究狀態，是一種研究史的研究形

態，對此可提供本文的思考在於，時值百年現代詩發展的重要時間點，現代詩研究呈

現了何種樣貌？或者說，在可見系統資料庫裡能提供我們什麼樣的發現與理解？ 

由於「博碩論系統」是目前最具規模收錄最完整的系統，加以過去較少觸及以該

系統作回顧分析的研究。畢竟學位論文的典藏收錄、運用分析，都足以反應國內該領

                                                      
1 林于弘，《台灣新詩分類學》（台北：鷹漢，2004）。 
2 周惠民，〈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一個資料庫分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 3 卷第 4 期

（2010.12），頁 167-194。 
3 王進發、陳豪、謝麟兮、洪進雄，〈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之現況分析與建議〉，《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

報》第 3 卷第 3 期（2013.09），頁 47-69。 
4 馬睿平、林榮泰，〈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系所數位典藏主題之學位論文內容研究〉，《設計學報》第

18 卷第 2 期（2013.06），頁 2。 
5 馬睿平、林榮泰，〈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系所數位典藏主題之學位論文內容研究〉，《設計學報》第

18 卷第 2 期（2013.06），頁 1-2。 
6 楊美華、陳冠穎，〈我國圖書資訊學門研究人力及學術成果探析〉，《圖書與資訊學刊》61 期

（2007.05），頁 4。 
7 楊美華、陳冠穎，〈我國圖書資訊學門研究人力及學術成果探析〉，《圖書與資訊學刊》61 期

（2007.05），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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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樣態，也可以說「學位論文的送存與典藏除了將影響重要學術資源的利用之

外，更對國內相關研究的品質與成果產生重大影響。」8故本文將試圖透過部分搜尋到

的學位論文作基礎，並以部分搜尋欄位作初勘，試以對現代詩研究能有概括性回瞰。 

本研究採取資料搜尋整理分析，然限於篇幅與研究限制，先針對搜尋項目下單一

訊息欄位作篇數整理、排序。期能先以此運用「博碩論系統」作資料基礎能有初步嘗

試。 

 

二、學位論文搜尋與研究範疇 

1、關於「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 

台灣高等教育的蓬勃，以及研究所的快速增設，研究生人數在近十多年快速攀升，

研究生撰寫的學位論文，成了台灣各領域研究重要資訊來源，而各大學圖書館除了設

置相關數位化系統用以收錄該校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外，9另一個最重要的數位收錄典藏

便是「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現今系統由「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更名而來，

亦是國家圖書館在眾多資源與努力下建置而成。10然而更早於民國 59 年（1970 年），

國家圖書館便編印「中華民國博士碩士論文目錄」，自 83 年（1994 年）起接受教育部

高教司之委託，執行「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建檔計畫」。11另據王宏德、林安祺〈國家

圖書館推動國內電子化學位論文開放取用的理念與實踐〉指出，自民國 87 年（1998

年）首創「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與「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線上建檔系統」

以來，臺灣學位論文線上建檔與檢索正式邁進了全新的數位化服務領域；1289 年

（2000 年）「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則成為國內第一個電子全文免費開放取用的系

統平臺。13同時，為「兼具研究支援與知識加值」改名為「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14 

  

                                                      
8 摘引自王宏德，〈學術研究趨勢之分析與探討－以 100 學年度臺灣學位論文為例〉，《國家圖書館館訊》

102 年第 1 期（2013.06），頁 76。 
9 張慧娟、蘇小鳳，〈研究生學位論文數位授權意願之研究〉，《圖書資訊學研究》3 卷 2 期（2009.06），

頁 104。 
10 國家圖書館為國內學位論文主要之法定送存單位，引自吳亭佑，〈2020 年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推廣活動〉，《國家圖書館館訊》110 年第 1 期（總號 167 期）（2021.2），頁 10。 
11 摘引自王宏德，〈學術研究趨勢之分析與探討－以 100 學年度臺灣學位論文為例〉，《國家圖書館館

訊》102 年第 1 期（2013.06），頁 76。 
12 同年起，國內各大學的博碩士畢業生便全面開始進行電子學位論文的線上提交作業，國家圖書館也依

據「學位授予法」肩負典藏全國文獻之職責，完整收藏臺灣的學位論文，並建置優質的線上資料庫提供

全球學術社群免費檢索利用。轉引自王宏德、吳亭佑，〈「知識無疆界：電子學位論文全球化」 第 21 屆

電子學位論文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國家圖書館館訊》107 年第 4 期(總號 158 期)（2018.11），頁 4。 
13 轉述並改寫自王宏德、林安祺，〈國家圖書館推動國內電子化學位論文開放取用的理念與實踐〉，《國

家圖書館館訊》106 年第 2 期（2017.05），頁 1。 
14 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為了因應各界的需求，為強化立足臺灣，放眼世界的的核心價值，同時，也為了

重新定位「兼具研究支援與知識加值」功能的新型態學位論文系統，國圖第三代博碩士論文系統亦由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正式更名為「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並延續歷年開放取用的理

念，採取完全免費方式，提供各界下載瀏覽使用。轉引自王宏德、林安祺，〈國家圖書館推動國內電子

化學位論文開放取用的理念與實踐〉，《國家圖書館館訊》106 年第 2 期（2017.0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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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位論文搜尋 

    以關鍵詞作為搜尋樣本查詢，15一是因論文名稱搜尋無法完全突顯現代詩研究的主

題，其次關鍵詞的使用應被視為研究體系與場域佈建的涉入點，也可以說關鍵詞檢索

目的，在於直觀地表述主題，使讀者在未看論文摘要、正文也能知道論述的主題。16 

    從 2022 年 4 月 30 日，17查「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以「現代詩」搜尋共 276

篇，然如此會遺漏「新詩」關鍵詞的論文，因此再加入「新詩」關鍵詞為 99 篇，共計

為 375 篇。不過，「現代詩」與「新詩」使用歷來有許多討論，然觀察學長期關注於台

灣現代詩研究的學者們，指導的論文在「現代詩」與「新詩」都有混用的狀況，例如

潘麗珠指導的學位論文出現「現代詩」、「新詩」混用情形，符合〈現代詩的詩形結構

探究〉所言： 

 

現代詩又稱作新詩，也叫自由詩。「新」詩是相對於「舊」詩而言；至於「自

由」詩，的確自由，無論字數長短、行數多賓、段落多少、押不押韻等等，幾

乎沒有限制。18 

 

    相似地，李瑞騰《新詩學》指出： 

 

我們今天談『新詩』或『現代詩』的時候，首先我們一定要知道，不管是『新

詩』或『舊詩』，『現代詩』或『傳統詩』它們通通都是『詩』。『新詩』為什麼

稱之為『新』？那是因為它相對於『舊』。『現代詩』為什麼稱為『現代』?因為

它相對於『傳統』。假如我們一定要有所區別，民國以後整個中國新文學中詩的

部分，就稱為『新詩』。而新詩又被稱為白話詩、現代詩、自由詩，是一種以白

話文所撰寫的、與「舊詩」相對的新詩體，出現的主因是 1917 年開始由胡適

主導的白話文運動（文學革命、新文學運動）。形式自由，不受傳統格律要求限

制，節奏、形式、題材的種類都有許多的變化。
19
 

 

    新∕舊劃分的看法，也是文體承載了文學思潮、語言變化的重要思考，「現代」代表

了新的思維與語言技法，相對於傳統而生。然潘麗珠、李瑞騰對「現代詩」、「新詩」

的使用，採取較寬泛定義。20 

                                                      
15 本文初期先以「論文名稱」作搜尋，以「現代詩」搜尋初得 539 篇，以「新詩」尋初得 81 篇，刪去

重複的論文名稱初步共得 586 篇；相較下，以「關鍵詞」搜尋「現代詩」有 276 篇，以「新詩」搜尋則

有 99 篇，刪去重複篇名後則為 354 篇。初步看來，「論文名稱」較「關鍵詞」的搜尋篇章較多，但為免

研究主題無法聚焦，且限於本文研究篇幅，暫先以「關鍵詞」搜尋作為研究取徑、分析標的，待未來再

以「論文名稱」與其他面向作研究探討；其次「關鍵詞」與論文內容、方向、分類其實亦有高度相關，

亦待未來另行處理。 
16 改寫自馬睿平、林榮泰，〈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系所數位典藏主題之學位論文內容研究〉，《設計學

報》第 18 卷第 2 期（2013.06），頁 6。 
17 首次搜尋日期為首次為 2022 年 2 月 15 日，第二次確認則為 2022 年 4 月 30 日。 
18 潘麗珠，〈現代詩的詩形結構探究〉，《教學與研究》18 期（1996.12），頁 1。 
19 李瑞騰，《新詩學》（台北：駱駝出版社，1997），頁 3-4。 
20 本文亦採取相似觀點，關鍵詞同時以「現代詩」與「新詩」進行搜尋，初搜得 375 篇後再作篩選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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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汰除基礎與分析取徑 

    375 篇經整理、主題不相符的內容而汰除共得 298 篇，汰除標準為： 

（1） 以「台灣」時空座標為主 

本文既以台灣現代詩研究作為研究標的，故非關台灣時間座標的論文一律排

除，例如專研國外詩人的《現代詩中的食物詩學：史蒂文斯、威廉斯、李立揚》；
21中國詩人《重塑渾沌的技藝：余怒詩歌研究》22等皆排除在外；另一類型跨國、

跨兩岸交流傳播與比較分析的，如《中、土兩國新詩興起背景之比較研究》、23

《日本近現代詩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大〜二 OO 二》24等，因為非直接以台灣

詩人、現代詩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內容與此關連性較低予以排除。 

 

（2）文學創作型的學位論文 

隨著以文學創作取代研究論文的條件開放，部分學校如東海大學即在「東海

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辦法」裡特別訂定，碩士班研究生得

以文學創作取代學術論文提請學位考試，並依「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以文學創作取代學術論文』畢業辦法」25辦理；26此外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

與創作學系碩士班、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亦訂有類似的畢業辦法，27進

而創發不少現代詩創作的學位論文，如林烱勛《流》、28楊敏夷《迷藏詩》、29陳香

吟山《失神》30等等，而這些文學創作型的學位畢業論文亦先排除。 

 

（3） 特殊議題的取捨 

部分學位論文因主題的特殊性，雖能從「現代詩」、「新詩」關鍵詞搜尋得

之，如《傾聽失智症長者生命絮語之敘說探究》31討論失智者的生命故事，透過敘

                                                      
除，以利後續分析，而本文以「現代詩」作為「現代詩」與「新詩」的統稱，除遇特殊情形再行說明。 
21 陳建龍，《現代詩中的食物詩學：史蒂文斯、威廉斯、李立揚》（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2014）。之後未於分析範疇的博碩士論文才予以隨頁附註，其餘者將統一列於附件。 
22 聶豪，《重塑渾沌的技藝：余怒詩歌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 
23 林慧真，《中、土兩國新詩興起背景之比較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 
24 蔡惠任，《日本近現代詩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大〜二 OO 二》（台北：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3）。 
25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以文學創作取代學術論文」畢業辦法中規定，雖然研究生得以用

文學創作取代一般研究學位論文，但得符合若干申請資格、程序，指導教授亦具備該文類之學術及創作

專長方能指導，而現代詩創作則必須在一百首以下為原則。請參閱

https://chinese.thu.edu.tw/web/course/detail.php?cid=2&cid2=4&id=108 
26 東海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辦法，查詢時間（2022 年 3 月 17 日）

https://chinese.thu.edu.tw/web/course/list.php?action=search&category1=2&category2=4 
2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創系碩士班的研究生手冊裡都有專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

以文學創作取代畢業論文要點」，可提供學生以文學創作取代畢業論文的法規依循，請參閱

https://lcw.ntue.edu.tw/regulation/student/postgraduate_1/ 
28 林烱勛，《流》（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 
29 楊敏夷，《迷藏詩》（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6）。 
30 陳香吟，《失神》（花蓮，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31 林祐鉞，《傾聽失智症長者生命絮語之敘說探究》（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

班碩士論文，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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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讓傾聽者與長者產生對話及聯結，由於整體來看非專屬現代詩研究而排除。唯

《臺灣校園民歌文化的建構與轉化》、《臺灣廣告文學研究》在內容上多觸及現代詩

的引用、運用與實踐故予以保留；相較下，《律動曲線應用於海報設計之創作與研

究——以林夕現代詩詞為例》32在內容以海報設計為主，且歌詞與現代詩的分殊界

野歷來多有爭議，侯建州〈詩與歌：臺灣華文現代詩與歌詞的關係問題試析〉曾明

白點出，詩與歌的問題不僅僅在於內容，還有掌握話語權的創作者之看法。33在此

情況，像林夕等歌詞寫作者的「歌（詞）」入「詩」的研究先排除不論。 

上述的篩選思考，不論是以台灣作為座標、文學創作等新型態學位論文的增加等， 

顯示碩博士學位取得方式、研究主題、新的研究等都有更多元方式，然為使本文更 

為聚焦僅能先行汰除。雖僅得 298 篇，依然可回瞰台灣現代詩研究在「博碩論系 

統」呈現之樣態。 

 

三、欄位項目之初探分析 

    篩選出 298 篇論文再核對於系統欄位後，從幾個指標項目討論：34 

1、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是「博碩論系統」本有的欄位資料，對研究生或想從事研究的學者

來說，選擇相關領域的指導教授，對論文寫作是重要之事，35從研究歷程而言，指導教

授和研究生之間的互動，包含著授課、學習、搜定論文方向，解決研究議題等。若從

嚴格的學術倫理角度，負有學術指導與學術倫理的規範要求、道德責任。 

    放在文學類型的研究來說，現代詩研究相較於小說、散文的研究數量本就偏少。

以文學傳播效果而言，學生研究興趣、方向不僅受到指導教授的實際影響，更可以形

成文化領導權。從文學場域與社群關係來看，文學研究也是一種實踐運動，爭取場域

的擴散與權力佈建，有助於話語權與研究群體的提升。對此，從指導教授指標來看，36

前十名如下表：  

  

                                                      
32 李俊寬，《律動曲線應用於海報設計之創作與研究——以林夕現代詩詞為例》（台北：銘傳大學商業設

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 
33 侯建州，〈詩與歌：臺灣華文現代詩與歌詞的關係問題試析〉《玄奘人文學報》9 期（2009.07），頁 47-

80。 
34 為免篇幅擴溢，故以搜尋欄位為單一內容項目者作分析，其他口考委員、摘要、關鍵詞都屬於多重訊

息於單一欄位，皆先暫存不論。 
35 王宏德，〈學術研究趨勢之分析與探討－以 100 學年度臺灣學位論文為例〉，《國家圖書館館訊》102

年第 1 期（2013.06），頁 82。 
36 在部分資料，同時會出現口試委員，然為使說明更聚焦，將以指導教授（委員）為參照點。 



臺灣現代詩碩博士論文研究之回顧分析——以「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為範疇，經國學報，38：87-114 

 
 

表一、指導教授指導篇數 

排序（多至少） 指導教授 篇數 

1 林文欽 21 

2 曾進豐 12 

3 李瑞騰 8( 與楊昌年共同 ) 

4 林淇瀁 7 

5 潘麗珠 7 

6 翁文嫻 6 

7 蔡振念 6 

8 趙天儀 5( 與許俊雅共同 ) 

9 許俊雅 5( 與趙天儀共同 ) 

10 陳昌明 5 

 

    前十名若不是有名的詩人，便是浸潤現代詩研究許久的學者，例如趙天儀（1935-

2020）自台大哲學事件後任教於靜宜大學，奉獻所學帶動靜宜大學兒童文學、現代詩

研究的氛圍；又如李瑞騰（1952-）、37林淇瀁（1955-）等人，38皆從事媒體、學術研

究、文學社團組織運作，而這些具有文學傳播影響力的詩人、學者，因經歷、創作的

豐碩成果，為台灣現代詩作出不少努力，也為台灣現代詩研究帶來一定影響。 

    其次，他們能夠地透過社群的集結，為現代詩研究作出貢獻，這在詩社集團的運

作、師徒的理念傳承上特為顯著，例如趙天儀身為笠詩社的第二世代，參與笠詩社成

立，擔任主編時期，對於笠詩社的編輯方向、年輕詩人的提拔可謂不遺餘力；或是李

瑞騰等加入《臺灣詩學學刊》，由於社員多數為學者與詩人兼具，使《台灣詩學學刊》

成為現代詩研究指標期刊之一。不論是笠《笠》、《臺灣詩學學刊》持續運作迄今，這

對於身為指導教授的他們而言，無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源、傳播管道。 

    相較詩社組織，指導教授與研究生因理念相近、研究方法的取徑等等因素，產生

緊密度更高的傳播力量，例如表一所列者，不少指導教授所指導的博士生，也陸續承

其意志在研究領域精進著，39甚至又成為新一代的指導教授，在思維與實踐上努力地拓

展影響力。 

  

                                                      
37 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擔任館長、曾任商工日報副刊主編、《文訊》雜誌總編輯、《臺灣文學觀察》雜誌

發行人兼總編輯、臺灣詩學季刊社社長等。 
38 曾任《時報周刊》主編、《大自然》雜誌總編輯、《自立晚報》藝文組主任兼副刊主編、《自立晚報》

總編輯兼政治經濟研究室主任、《自立早報》總編輯、《自立早報》總主筆兼海外版《自立周報》總編

輯；也曾加入《詩脈》季刊，後與與陌上塵、李昌憲等人創刊《陽光小集》、擔任台灣筆會副會長

（1990 年）、參與成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在台作家聯誼會」（1988 年）等。 
39 由 298 篇論文中可以發現，如曾進豐、李瑞騰、林淇瀁等指導的博士生，後來都持續在各自研究領域

中努力推廣與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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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院（系科）名稱 

    「博碩論系統」由於收集了台灣全國大專校院的學位論文，欄位建置上必然呈現

出校院、系科名稱，一方面方便查詢且能展現不同領域的研究狀況，排序如下： 

 

表二、校院名稱統計表 

排序（多至少） 校院名稱 篇數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54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0 

3 國立中興大學 20 

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7 

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5 

6 國立成功大學 13 

7 南華大學 11 

8 國立政治大學 10 

9 淡江大學 9 

10 國立臺灣大學 9 

 

    校院名稱的搜尋，一者代表校院在特殊研究領域的領導角色，另者是校院在現代

詩研究領域的貢獻，以表二而言就有四名是師範（教育）院校，原因可能有：校院成

立的時間、系科數量的影響、教學實踐的需求、相關師資的選擇。以高雄師範大學為

例，提供教師進修管道，後來又因著國文教學碩士班、回流中文士班陸續成立，碩士

班數量增加也帶動現代詩研究者的數量，因此若再把「系科名稱」加入，則得到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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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系科名稱統計表 

排序（多至少） 系科名稱 篇數 院校篇數比例 

1 國文學系 44 高師 18、彰師 16、臺師 10 

2 國文教學碩士班 24 高師 24 

3 中國文學系 22 

東吳 3、東海 3、中央 1、 

中正 4、中興 1、成功 4、 

政治 1、清華 3、淡江 1、

逢甲 1 

4 中國文學研究所 20 

文化 2、中央 6、政大 1、 

臺大 4、臺師  1、輔大 1、 

靜宜 5 

5 台灣文學研究所 16 

中正 1、中興 2、成功 2、

政大 4、清華 2、彰師 1、

北教 1、臺大 3 

6 中國文學系研究所 13 中山 8、嘉大 4、臺師 1 

7 中國文學系所 11 中興 11 

8 回流中文碩士班 11 高師 11 

9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8 

玄奘 1、屏大 1、屏教大 

2、 

竹教大 1、北市大 1、北教

大 2 

10 文學系 8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2、佛光

大學 5、南華 1 

 

    以高雄師範大學為例，增加不同碩士班帶來篇數的提升，也間接說明表一裡，如

林文欽、曾進豐的積極角色，也對從事現代詩教學、有興趣的研究生，提供最佳管道

和師資選擇。至於非傳統師範（教育）體系的校院，臺灣大學、政治大學、中興大

學、成功大學，雖不見得純然有著教學實踐的需求，但校院成立的時間、系科數量的

影響、相關師資的選擇等因素，確實培育不少研究者。進一步分析，校院整併改制

下，40突顯出近十幾年來，因社會、政治、升學等需求，加速了教育體制改變，例如專

科院校改制、學院升格大學、台灣文學系所的成立等等，41直接增加研究生、學位論文

的數量。 

  

                                                      
40 如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改制為佛光大學，屏東教育大學與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併為屏東大學等。 
41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的增設，不僅影響文學研究的類型，也提供了現代詩人、研究者良好的研

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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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文出版年 

    論文出版年看似為單純的年代記載點，先就本研究分析篇數作年代統計得到： 

 

表四、論文出版年篇數統計 

排序（多至少） 論文出版年 篇數 

1 2008 22 

2 2010 22 

3 2007 21 

4 2006 20 

5 2012 18 

6 2014 17 

7 2009 15 

8 2011 15 

9 2013 15 

10 2015 15 

 

以 2006 年為切分點數量大幅增加，42看似是研究者人數大幅增加所致，卻和大專

校院增設研究所不無關連，43尤其人文學科新設科系，或是台灣文學系所的增設，在一

定比例上帶動了文學研究（現代詩）的數量。把年限以 5 年為一區間得到： 

 

表五、論文出版年代區間統計 

年代區間( 5 年 ) 篇數 

-1990 1 

1991-1995 4 

1996-2000 9 

2001-2005 52 

2006-2010 100 

2011-2015 80 

2016-2020 39 

2021-2022 13 

 

                                                      
42 採取論文出版年而不採取畢業學年度，主要考量「博碩論系統」對於出版年的著錄常有不一致的現

象，有些以畢業學年度為準，有些則缺乏出版年。對此，本文為使研究年代有所依據，若無載明出版年

之學位論文，則先以畢業學年度換算成西元年，推算其論文出版年。 
43 若以 2000 年作為切分，回顧資料可以得知，89 學年度大學校數計 127 所，至 98 學年度迅速增為

175 校，其中雖不乏由專科學校改制的大學院校，然為符合改制需求，所系增設、師資增聘都是必要的

條件，這也間接增加了大學之學士、碩士及博士班學生人數的成長。再以大學生、碩博士生相比，增加

速度最快的是碩士班學生，98 學年度碩士班學生有 148,032 人，博士班學生有 30,210 人。以碩博士為

主的學生人數增加，勢必連帶地增加博碩士論文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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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010 的論文有 100 篇，佔了近三分之一，前後 5 年加起來，總計有 232 篇，

佔了本研究篇數近五分之四。若將教育體制視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運作的一環，那麼

政策引導系所的增設、改名，代表更多的研究生將研究興趣、視角轉移到了台灣以及

台灣現代詩之上。 

 

4、引用比率 

    引用比率不僅僅是論文品質、內容獲得肯定，也有助校院系所提升能見度，〈國家

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雲端服務理念〉一文談到，「博碩論系統」

助益與服務裡的「強化學校之學術能見度，增加學術研究品質」，44可「有助於各校師

生在專業領域，藉由多面向資料分析功能，從不同角度來尋找、瞭解資料內容，使其

更能掌握研究之深度與廣度，而各校研究生的整體學術成果也可在此平台上，為自校

爭取學術能見度、擴大學術影響力。」45將論文引用排序如下表： 

 

表六、論文引用數 

排序（多至少） 論文引用 篇數 

1 45 1 

2 42 1 

3 37 2 

4 34 1 

5 30 3 

6 28 1 

7 26 2 

8 25 3 

9 23 1 

10 22 3 

 

最高的 45 次引用，相較於其他領域數量看似不多，然第 1 名（45 次）和第 10 名

（22 次）足足多了一倍，顯示具有議題性或指標性的論文，是後來研究者的重要參考

指標，間接提升該論文引用比率的機會。此外，學位是否授權開放全文下載，46也是引

用次數能否增加的關鍵，林巧敏、陳立原〈論文可得性與被引用關連性分析─以「全國

                                                      
44 共列七項：一、為學校節省系統購置經費與維護人力；二、永久典藏、免費服務；三、電子全文檔案

免費加值再利用；四、強化學校之學術能見度，增加學術研究品質；五、提升學術研究效率；六、提升

博碩士論文影響力；七、充分展現國內學位論文的研究成果，厚植國家學術研究能量 
45 王宏德、林安祺，〈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雲端服務理念〉，頁 10。 
46 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的全文使用規範 ，亦於使用者下載全文檔案的同時，直接於線上宣告「電子全

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

法與相關法律之規定，切勿任意販賣營利、重製、散佈、抄襲、改作、轉貼、播送或於網際網路公開傳

輸，以免觸法。」其目的便是在於保障全體著作權人的權益。轉引自王宏德、林安祺，〈國家圖書館推

動國內電子化學位論文開放取用的理念與實踐〉，《國家圖書館館訊》106 年第 2 期（2017.05），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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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論文系統」為例〉點出： 

 

同意授權全文與未授權全文將影響論文的學術傳播能力，未授權者比願意授權

者論文被引用率低，也突顯學術研究者對於文獻檢索過程能提供全文便利性的

需求，容易獲取全文之論文自然比無法即時取得全文者容易被使用，也呈現開

放全文自由取用對於學術傳播的正面意義。47 

 

    有授權全文論文在引用次數上遠較未授權論文為多，初步判定有授權論文的學位

論文引用與能見度，是有所提升的。48不過究竟什麼樣論文題目較受青睬或是研究熱點

呢？把引用次數前十名的論文名稱列出： 

 

表六、引用次數前十名之論文題目 

引用

次數 
論文名稱 學校 系所 研究生 指導教授 電子全文 

45 

朦朧、清明與流動

－－論台灣現代女

詩人作品中的女性

主體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國文

研究

所 

李癸雲 陳鵬翔 是 

42 

台灣兒童詩理論與

批評發展之研究

(1945~2000) 

臺東師範學院 

兒童

文學

研究

所 

徐錦成 林文寶 是 

37 

台灣《現代詩》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

文學

系 

陳全得 
尉天驄 

張雙英 
否 

解嚴後臺灣新詩現

象 析 論

（1987~2000）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國文

研究

所 

林于弘 邱燮友 否 

34 

軍旅詩人的異端性

格－－以五、六十

年代的洛夫、商禽、

瘂弦為主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

文學

研究

所 

劉正忠 柯慶明 否 

30 
戰後臺灣現代詩論

戰史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

文學
陳政彥 李瑞騰 否 

                                                      
47 林巧敏、陳立原，〈論文可得性與被引用關連性分析─以「全國博碩士論文系統」為例〉，《國家圖書

館館刊》第 2 期（2008.12），頁 78。 
48 摘引自林巧敏、陳立原，〈論文可得性與被引用關連性分析─以「全國博碩士論文系統」為例〉，《國

家圖書館館刊》第 2 期（2008.12），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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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次數 
論文名稱 學校 系所 研究生 指導教授 電子全文 

研究

所 

新詩情境教學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國文

教學

碩士

班 

趙毓玲 楊文雄 否 

一九五○年代台灣

現代詩的淵源與發

展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

文學

系 

蔡明諺 呂正惠 是 

28 

一九六○年代台灣

超現實詩──以洛

夫、瘂弦、商禽為主 

東海大學 

中國

文學

系 

余欣娟 彭錦堂 是 

26 

余光中詩中的文化

認同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

文學

系 

謝嘉琪 江寶釵 是 

亞洲中文現代詩的

都 市 書 寫 (1980-

1999)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國文

研究

所 

陳大為 陳鵬翔 是 

25 

吳晟詩研究及教學

實務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國文

教學

碩士

班 

陳秀琴 李 若 鶯 是 

國民中學少年詩歌

教學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 

國文

教學

碩士

班 

謝和芬 雷僑雲 是 

創作實踐與主體追

尋的融攝：楊牧詩

文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

文學

研究

所 

何雅雯 何寄澎 是 

23 

龍族詩刊研究──兼

論七○年代台灣現

代詩論戰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

文學

系 

蔡明諺 呂興昌 否 

22 
楊牧《時光命題》語

言風格研究 
東吳大學 

中國

文學

系 

林婉瑜 竺家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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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次數 
論文名稱 學校 系所 研究生 指導教授 電子全文 

臺灣現代詩旅遊書

寫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

文學

系碩

博士

班 

王浩翔 陳昌明 是 

台灣現代散文詩研

究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國文

研究

所 

陳巍仁 楊昌年 否 

 

多數論文都有開放電子全文下載，少數沒有開放，如陳巍仁《台灣現代散文詩研

究》49也以書籍形式出版，顯見有效且普遍性的取得管道，是論文引用率能否提升的關

鍵。論文題目的全面性、主題性是否具研究價值也很重要，也就是論文題目越深入、

越具宏觀視野，引用比率就會較高；其他單一詩人研究其多數出現在碩士生的學位論

文居多，除了研究視野不同外，也代表現代詩研究在議題性、論述性、文體論上的強

烈需求。 

 

5、其他現象分析 

    將「博碩論系統」部分欄位分析後，有若干現象值得討論，例如： 

（1）跨領域 

從附件的資料可得知，跨領域以非文學系科的學位論文居多，和多數語文教

學、現代詩教學的論文略有不同，主要是指著對於現代詩文本的挪用、使用而產

生的論文形態，其中又分二類，一借用現代詩的文本，作為議題探討或是佐證之

文獻資料，如劉芳妤《客語新詩作品漢字使用分析》研究主軸並在於現代詩，而

是透過客語新詩去分析漢字使用，是用現代詩文本作為漢字分析的基礎，而梁凱

涵《詩生活／私生活－－現代詩人的「生活敘事」》從「生活敘事」思索詩人如何

書寫生活，是社會議題性的詮釋手法；二是跨領域的結合、互文，將不同類型的

專業知識融合或併置討論，例如嚴玟鑠《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台灣抽象畫與現代

詩創作思維關聯性》、吳怡珣《運用 GS 平台支援小組合作學習於新詩寫作之研

究》、陳品樺《心智圖法融入現代詩創作教學之研究》等從不同領域切入。 

 

（2）跨語言與跨族群 

    台灣因著歷史重層、殖民政策、政策社會等因素，使得語言的使用在生活之

外，有著更為強烈的政治與族群訴求，致使用何種語言撰寫、研究何者台灣本土

語言，也有著千絲萬縷的反應，故除了華語文的寫作之外，也有不少以其他本土

語言為創作內容的詩人、詩作為研究，例如褚慧彬《李勤岸 kah 伊人間行踏詩作

                                                      
49 陳巍仁，《台灣現代散文詩研究》（台北：萬卷樓，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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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便是以漢羅並用的形式寫作的論文，而研究對象李勤岸更是國內台語詩寫

作、研究的先行者；或如潘明珠《曾貴海客家詩研究》、吳育仲《台灣客語現代詩

田園主題作品研究》、陳美燕《客語現代詩个女性書寫》針對客語詩的研究；陳雪

惠《臺灣原住民族現代詩研究(1970─2013)》，使得現代詩研究在語言、族群課題

上有了不同視野。 

 

（3）理論研究 

學位論文是一套研究與論述的架構內容，故研究方法或研究取徑佔有論文撰

寫重要的部分，現代詩研究幾乎常借用中西方的文學理論，例如就讀南華大學歐

洲研究所的陳韻如，撰述的《從俄國形式主義「陌生化」理論論台灣新生代詩人

的詩歌藝術》，從文學理論傳播角度分析台灣新生代詩人的作品及創作技法；丁旭

輝《台灣現代詩中的《莊子》接受與轉化》以現代詩中莊子思想、意境為主題焦

點，可算是從中國哲學的角度對讀台灣現代詩。 

    再者跨域學位論文代表了學科界線的移動、學科知識的取火，開展出不同的

思維，而這也和系科改名、校院改制下，配合招生與社會脈動遷變提出的調整方

式後，迎來的另一種論文形態及現象。同時，數量較少的研究主題，顯示相關研

究並不專獨於特定議題，有向外延伸、跨域借火的多重可能。 

 

四、結語 

    透過「博碩論系統」搜尋，初勘已上傳建置的學位論文資料，有幾個觀察： 

1、 研究現象的排序 

（1） 論文撰寫者所屬科系以中國文學、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系所、文學系數量

最多，其他學科領域偏少。 

（2） 論文最多之校院依次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興

大學。 

（3） 指導教授指導篇數最多依為林文欽、曾進豐、李瑞騰、林淇瀁、潘麗珠

等，多數除了學者身份外，亦為詩人和從事現代詩創作。 

（4） 研究數量最多在集中在 2006-2010 年的區間，其次為 2011-2015 年、200-

2005 年。 

（5） 論文引用率最高依序為《朦朧、清明與流動－－論台灣現代女詩人作品中

的女性主體》、《台灣兒童詩理論與批評發展之研究(1945~2000)》、《台灣

《現代詩》研究》及《解嚴後臺灣新詩現象析論（1987~2000）》，一方面和

電子全文下載有關外，研究議題的廣度和深度，使論文頗具參考價值。 

 

2、 關鍵詞搜尋設定 

關鍵詞設定應具有學術資源上的意義，並不是任意的摘選，透過「關鍵詞」

更具有傳播效果，提升論文的能見度。以「新詩」作為「關鍵詞」的搜尋就比

「論文名稱」還來得多，「新詩」一詞對於研究者來說，或許更能代表論文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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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特性與內涵，在關鍵詞部分加以審斟，可助於該領域學術研究的傳播影響。 

 

3、 研究方向的引導 

對研究方向和主題主要來自研究生的興趣，也和指導教授有關，教授對現代

詩議題較無接觸、了解不深，可能願意指導學生的意願就偏低。在此情形下，現

代詩研究人才的培養是引導研究生能否提升興趣的關鍵之一，突顯著現代詩在文

學或人文學科領域中的影響力。如前十名指導教授部分因有詩人身份，在指導論

文數量上有著極為明顯的差異，代表了詩人進入學術研究領域所展現的影響。 

 

4、 校院系科的設立 

如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類型之相關系所，確實因系所及指導教授因素，產

生較多論文，指導教授因文化領導權，進而產生更多的影響力，使其場域內的權力

擺置有著制衡、擴散或爭鬥的作用。不過，現代詩研究的指導，目的更多應來自於

推廣現代詩，以及對於現代詩的熱愛所致。另外，台灣文學等相關系科成立，無疑

使得研究視角轉向了台灣本身，從論文出版年的角度審視，2000 年之後的論文數

量 確實大幅提升 如對照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教育資源的推估，台灣文學系所亦是

從這時候陸續增設，影響不少研究方向、研究興趣。 

 

5、 引用比率的多寡 

引用比率多寡攸關論文品質、院校系科學術研究能見度，從最高引用比率的論

文看來，電子全文的開放、論文議題、似乎成為了左右引用比率因素。隨著更高比

率的學位全文授權，將能使得學術研究有更高的能見度，提升其論文的影響力，甚

至能提供後來研究者良好的基礎。 

 

然而本文依然有其限制與亟待開拓部分： 

1、 多元議題的開展： 

隨著時代脈絡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不同系科的產生，各種議題逐漸浮上檯面。

因為特定現象的發生 導致該議題成為論文書寫標的，指導教授產生不同議題之論

文。除了原有文本分析、作家專題、詩史批判閱讀等議題之外，教育體系（系

科）；另外因應學生屬性、鼓勵創作、要求實務能力等原因，研究論文可以文學創

作替代，造就不少作家轉而攻讀研究所，並在研究所階段創作了不少作品。以文學

創作代表研究論文的部分，究竟對於整體現代詩研究的影響為何？都是值得再探索

的議題。 

 

2、 主題類型的分析： 

本文限於時間與研究取徑等因素，暫無法做學位論文的主題類型分析，未來將

期允另闢專篇，以系統化的整理、統計學量化研究的輔助，分析內在彼此的關連影

響。此外，關鍵字搜尋可能無法全面探尋全部論文，但數位人文與資訊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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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卻可能是未來現代詩研究的重要方向，因為相較於其他領域已有的研究成

果，系統研究和資訊管理研究介入的方面，相對是比較少的，而這都是亟待開發

的。 

 

3、 跨域互涉的趨向： 

跨領域現象的產生，最早如師範體系培育的研究生、學位論文，因實際語文教

學需求而著墨在現代詩教學。嚴格說，語文教育不僅僅需要語文的知識，更需要教

育理論支持，方成為「語文—教育」的跨域，但這樣往往不被視為真正地跨領域，

較接近於教學實務的行動研究、教學方法的思考，但確實已經從教育領域延伸到文

學領域。除了語文教育的跨域現象外，也可以在社會學系、美術系等其他系科，找

到不同領域的切入點，以社會系來說，其著重在社會的各種變遷與影響，是如何反

映在文學作品裡頭；而商管類系科，則會將管理學的知識運用在此，變成重要研究

基礎。 

 

    整體而言，本文期能對台灣現代詩研究有個初步回瞰的統整理解，隨著新的創

作、研究方法、學位論文取得方式，相信必有新的可能性。再從本文統計的項目來

看，校院系科、指導教授依然扮演著重要推手，而現代詩研究在此才能有顯著的成

果。百年之際不僅是回顧也是展望，盼台灣現代詩持續地被書寫、被研究、被閱讀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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