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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原住民詩人之中，出身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是創作量最豐富，越界書寫最多的一位，整個九○年代，他在各
項重要文學獎中大有斬獲，頻頻得獎，光是現代詩，就連獲時報文學獎三次，小說也曾勇奪聯合文學獎和聯合報文學
獎，而他又兼善散文書寫，及於文化評論與報導文學，可以說是一位多方位的詩人作家，這使他不僅在原住民詩人中
頭角崢嶸，在同代的台灣作家之中也一樣燦燿奪目。

瓦歷斯．諾幹（1961-），泰雅族北勢群人，生於臺中和平鄉雙崎部落。1985年開始發表原住民族議題相關之散文與
論述，1994年返回雙崎部落定居，著力書寫原住民族在近代臺灣歷史的記憶與傷痕。著有散文集《永遠的部落》、
《番刀出鞘》、《想念族人》、《迷霧之旅：紀錄部落故事的泰雅田野書》；詩集《泰雅孩子．臺灣心》、《山是一
座學校》、《伊能再踏查：記憶部落族群的泰雅詩篇》、《當世界留下二行詩》；短篇小說《城市殘酷》、《戰爭殘
酷》、《瓦歷斯微小說》等，並出版有國語文專書《字字珠璣》、《字頭子》。199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泰雅‧孩子‧
臺灣心》，使他在台灣現代詩壇作為原住民族詩人的形象更加鮮明。

從1990年代至今三十年，瓦歷斯‧諾幹以詩、散文、報導文學、小說和論述，為泰雅部落和臺灣原住民族發聲，也累
積了豐碩的成果。他是泰雅族詩人，也是臺灣中堅世代的代表性詩人。白靈在《新詩20家》中指出，瓦歷斯‧諾幹的
詩「毫無受欺族群自哀自憐的無奈感，反而能從久遠的神話和傳說中，去體認做為大霸尖山子民的壯偉和驕傲，他的
語言自然親切，毫不生澀，表現手法多元，兼得現代主義和抒情傳統之技巧與美感，意象清晰準確悠美，讀來予人一
種深刻的感動，極為難得。」這段話允當地對瓦歷斯‧諾幹的作品做了定位。

瓦歷斯‧諾幹近二十年來也關注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議題，並提倡「二行詩」。他的詩在表現臺灣原住民特有的文化、
原住民族集體記憶的深層結構之外，也具有後殖民文學的抵抗精神；他擅長使用原住民族神話、傳說，經營魔幻想像
，又能善用原住民歌謠的重沓唱腔，轉為詩節，使他的詩既具奇詭意象，又兼獨特的聲韻。

瓦歷斯‧諾幹不僅為原住民文學創造了詩與想像的空間，也為臺灣現代詩的輿圖標誌出了獨特且不可或缺的經緯線。
首先，瓦歷斯‧諾幹的書寫，一如詩人吳晟所說，多取材自部落的生活所見、所思、所感，「因而多數意象十分真實
而鮮活」。其次是瓦歷斯‧諾幹的書寫，隱然有著為台灣原住族群撰寫史詩的企圖。第三，瓦歷斯‧諾幹擅長使用原住
民的神話、傳說，經營漢人詩人所欠缺的魔幻想像，又能善用原住民歌謠的重沓悠遠唱腔，轉為詩作中的韻律處理。

瓦歷斯‧諾幹開始現代詩創作甚早，一九八三年他開始以「柳翱」筆名發表詩作，迄回復族名之後，掙脫漢人文化的
束縛，方才真正找到他作為代表性詩人的位置。《伊能再探查》全面表現了他的詩風，以及他站在部落發聲的座標。
台灣的文學，要到像瓦歷斯‧諾幹這樣的原住民詩人及其作品出現後，才算初步有了完整的圖式。我曾多次向瓦歷斯‧
諾幹建議，無妨使用母語泰雅語書寫詩作，用詩來傳揚部落的呼喚，通過泰雅語言的直接吟誦，台灣的聲音、原住民
族的心靈，或許可以更直接、更深刻地具現出來，我如此期待於瓦歷斯‧諾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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