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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南漢醫詩人林文章的生平與漢詩探析 

亓嬴鳳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生 

摘要 

    林文章（1915-1998），筆名黎明，為日治時期出生於雲林地區的傳統詩人。原籍福

建省漳州南結縣，後定居於雲林縣斗南，是 1926 年成立的斗南吟社的成員，其在《詩

報》、《風月報》發表的漢詩及《黎明隨想筆記彙集》的手稿詩草，大多集中在 1941 年

至 1944 年。 

    本篇研究報告主要以田野調查紀錄林文章的生平事蹟，兼分析其所處時代背景與文

學環境，並對其漢詩作品加以分類賞析。全文可分為前言、林文章生平概述、交遊網絡、

林文章漢詩探析、結語等五個部份，其後再附上詩人的生平年表及相關照片。 

    筆者田野調查至林文章後代林宜炎家中訪談時，有幸獲得林文章的手稿詩草《黎明

隨想筆記彙集》及林文章晚年親筆寫的《今昔回思集錄記述》（共十一部）。 

據此資料，林文章有在《詩報》、《風月報》發表的二十幾首漢詩也出現在《黎明隨想筆

記彙集》的手稿詩草內。此手稿內容多樣，有多達兩百多首詩人未發表過的漢詩，也有

詩人詳盡的日記篇章。此發現使得斗南吟社的史料更加豐富，斗南地區的文學發展輪廓

更清晰。林文章詩文對當時社會生活的描述，與友人之間的交遊網絡，更是後人研究斗

南地區文學發展重要的文史資料。                           

 

 

 

 

關鍵詞：林文章、林黎明、斗南吟社、漢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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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為了籠絡當時的文人士紳，容許「詩社」、「吟社」等

組織的存在，於是臺灣各地的「詩社」紛紛成立，尤其在日本大力推行「皇民化運動」

時，「詩社」便成為保留「古典文學」的最佳場域。如同斗南吟社1創立的宗旨，陳錫津

寫道： 

      本社之設立，旨在宣揚國粹，圖挽將頹之漢學，鼓吹各界人士，加強漢學 

      之研究，勵精圖治，恢復我國固有之道德，以發揚五千年來之文化歷史為 

      鵠的。雖然是處於日據統治之下，爲欲挽回固有文化於不墜，自始至終， 

      豪不畏葸，堂堂皇皇，創立吟社……。 

林文章正是斗南吟社的成員，其 1941 年至 1944 年陸續發表漢詩。透過漢詩的不斷

創作，足以紓解林文章面對國事家事如麻的憂鬱。林文章「以詩記事」、「以詩抒懷」，

甚至用詩來寫日記，「詩」是林文章的心靈寫照。他的作品有酬唱交遊、節令有感、反

映社會時事、吟詠景物等等。從他的詩作足以拼湊出當時社會風貌的一角，也是當時社

會的縮影，值得後人加以琢磨推敲。斗南吟社社員之間的交遊脈絡也因他的詩作而加

廣。筆者寫作此文是抱著「拋磚引玉」的心，期待學界有人對林文章展開相關的研究，

莫讓雲林的古典文學有遺珠之憾。 

貳、林文章生平概述 

 

（林文章 1939 年，25 歲） 

    林文章祖先原籍福建省漳州南結縣人。從神主牌記載得知，由林國全開始，起於西

元 1737 年（乾隆丁丑年間）到現在將近二百七十年左右，到林文章是第六代。他父親

                                                 
1斗南吟社，誕生於民國十七年十一月一日，由李雲從、李茂炎、曾丁興、陳木、蕭登壽、章萬春、曾清 

  慕和陳錫津等八人倡首成立，社址設於斗南庄三二二號邱瑞星氏家。其極盛時期加入的詩人超過八十人， 

  一時擊缽聲揚全島，而最大的創舉乃在創社之初，曾由顧問王子典以「屠蘇酒」為題，向全島徵詩，徵 

  得詩作二百八十首，可見當時台灣寫作古典詩的風氣盛況空前。〈斗南吟社詩選錄〉，《雲林文獻》2 卷 2 

  期（1953 年），頁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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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近不幸早逝（1876~1922）享年四十六歲，當時林文章才八歲，而他的兄長林清文也

早逝（1905~1919）只有短短的十五載。對於兄長，在《今昔回思集錄記述》2第二部第

9 頁寫到林清文的驟逝對於父母是重大打擊： 

      思當時，聽母親所云，乃是腹痛而致死。若現在思之，可能是盲腸炎之疾 

      ……。余記得吾兄身材亦高大，體格健美，尚能協助父母工作，回思當時 

      吾兄致病，以至於死亡，期間父母親精神打擊是何等的悲哀！實難形容也 

    林文章的父親林近和母親林侯錦結婚後兩年，長女林朱元出生（西元 1903 年），她

在民國八年（西元 1919 年）一月三十一日嫁給廖金火，林女此時才十七歲，同年十月

十五日其大弟清文生病不治身亡。次女林專（西元 1907 年出生）出生後不久就送給生

活較優渥的人家當養女，據《今昔回思集錄記述》第二部第 9 頁寫到： 

當時因耕作田地小，家無動產，生活困苦。父親的身體又不健康，內外 

均由母親負擔工作，辛辛苦苦、任勞任怨，一生的生命爲兒爲女爲家計 

，費盡苦勞心血呀！母親！母親呀！汝當時為何嫁給吾父親，家無恆產的 

赤貧農家子弟乎！莫非亦是運命也！ 

足見父母過著貧困的日子，使得林文章為其母發出不平之鳴，最後只能無奈於命運

的安排。林文章的小妹林蘭（生於西元 1919 年）出生後三年，父親辭世，家庭頓失支

柱，家境益加貧困。最後小妹林蘭也同二姐林專一樣的命運，兩姊妹皆先後送人。此時，

只剩林文章和三姐跟著母親林侯錦（1885~1979）相依為命。林侯錦為了謀生，只好另

嫁他人，並帶著三女林秀枝和唯一的兒子林文章於大正 12 年（1923）九月二日嫁至斗

南庄大東村沈文夜之門。 

    及長，林文章入斗南溫厝角學校，數月之後隨同其母搬至斗南大東繼父家住，因此

轉入斗南公學校3續讀。林文章於昭和三年（1928）畢業。《今昔回思集錄記述》第二部

第 18 頁有寫到當時就學生活點滴： 

   若放學回家時，則協助與家人至工作地工作，絕不懈惰。農忙時即到廣野四

處刈青草，補助養牛之需也。至農閒時，亦要牽牛飼養……我雖年少，體健活潑，

工作則負責認真，無怨無愁，尤其是國校畢業後，繼續在大東本庄研讀漢學四個

月，四書讀本而已也。 

 
2 《今昔回思集錄記述》是筆者對林文章晚年重新閱讀自己年輕時寫的《黎明隨想筆記彙集》的內容，而加以整理

補述的回憶資料（昔），以及寫書時當下發生的事件感受（今），今昔一起呈現的十一部書的書名。例如： 第一部

《今昔回思集錄記述》的敘事時間有今昔之別，昔─由民國 24 年開始回思同年以前至余 8 歲。今─民國 85 年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1 日丙子 11 月 11 日。第十一部，昔─由民國 43 年 12 月 4 日至民國 86 年 10 月 24 日。今─民

國 86 年 7 月 25 日至 10 月 24 日丁丑 9 月 23 日。其他九部為中間的時間。 
3 公學校是指 1898 年起，臺灣日治時期以中央或地方經費所開設的 8 至 14 歲的臺籍兒童義務教 
  育學校。除了公學校的設置之外，還有提供日人兒童念的小學校和原住民研習用的蕃人公學校。 
  迄 1941 年，「小學校」、「公學校」合一，都稱國民學校（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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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文章與沈素貞婚後在自家門前合影留念，1937.02.23） 

    當他們一家的生活正漸漸穩定，其繼父不幸於民國十九年生病後治療無效而 

辭世。林文章立即扛起所有重擔，並學會記帳，記載其繼父所留下的田佃收支明 

細。但三年後其繼父的螟蛉子（義子）被騙子誘拐，而土地權狀全是義子的名字， 

無法阻止。從此家中已無土地可耕種，母子再度過著一貧如洗的生活。 

林文章十九歲時，曾在斗南的南興客運工作（當車掌），一個月後感覺不理想而辭

職。之後他遇到漢醫周通，介紹他到劉恩章所開設的慈生堂漢藥房當學徒，此去一待就

是四年，不僅完全得到劉氏的信任，也成就他日後成為保和中藥房店東的種種因緣。 

林文章廿二歲時，林母十分關心其婚事，當時的保和中藥房的店東沈知母4（斗南

吟社的後援社員）也想找尋可靠之人綜理店務，且沈家有女初長成，雙方又彼此中意，

即於民國廿五年（1936）結婚。婚後林文章則住進岳父家中，準備繼承岳父的事業。《今

昔回思集錄記述》第六部第 18 頁提到： 

      於昭和 12 年春開始執行保和藥房之職務也……雖然店員許多人數，無論 

      何事都是由我之配置…… 

林文章在婚後掌管藥房大小事務，足見其深受丈人的器重。但過了半年，林文章受

謠言所累，莫名被岳父訓斥，對此際遇林文章深感「寄人籬下」（因林文章入贅並住岳

家）之無奈與酸楚：         

 

                                                 
4 沈知母，字得祥，為斗南吟社的 26 位後援社員之一，有醫術並經營保和中藥房。其子沈祈安，其弟沈頭 
（字奪魁），三人皆先後加入斗南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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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知無故訓話多，怎知今後事如何。 

      專賴自己要改過，絕不縱橫自唱高。（其一） 

      今日若非來改悔，前途恐怕陷飢餓。 

      而今堅心為其抱，以後定無問題多。（其二） 

      覺得人生終犯禍，無有我樣這疲勞。 

      當今社會言可怕，無形無跡語亂梭。（其三） 

                     林文章〈岳父訓示感懷〉《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37-05-10    

    婚後一年，林文章夫婦順利產下一女，全家人喜出望外之際，但女娃剛滿週歲就生

病夭折（1937~1938）。 

      死生從古本由天，生涯愁緒更感憐。 

      覺得來世無一載，四朝五夕歸黃泉。（其一） 

      記得臨終那夜時，我老家門抱聲啼。 

      心心可愛我兒女，何時放下此愁悲。（其二） 

      唯知今天我心憂，莫怪難免得無愁。 

      朝朝暮暮而思念，煩煩惱惱總難休。（其三） 

              林文章〈長女淑子亡後述懷詠〉《黎明隨想筆記彙集》51938-07-06 

   「死生從古本由天」生死的掌控半點不由人，「我老家門抱聲啼」長輩痛徹心扉，不

捨孫女哭抱著不放。第一個孩子還來不及長大就離開人世，林文章思女心痛，不由得想

起了自己一生起起伏伏的命運，多次面臨親人的生離死別、愁苦悲傷，這如影隨形的哀

痛何時能了？煩惱何時能休？           

    戰爭期間，最苦的往往是無辜的老百姓，不僅日常生活物資缺乏，生命和財產都受

到威脅，臺人受日本政府徵召，往海外做軍夫6或勞工者不計其數，直到昭和 20 年（1945）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大東亞戰爭結束，仍有許多的軍夫沒回台灣7。戰爭造成許

許多多破碎的家庭，人倫的悲劇。歐陽瑜卿在《《風月報》女性書寫與主體性建立的關

係探討》一文中提到：

      1931 年日本發動 918 事變，全國進入準戰爭體制。對臺人而言，一直要 

      到 1937 年盧溝橋事件發生之後，臺灣總督府為軍事動員所發布的相關統 

 
5 《黎明隨想筆記彙集》是林文章年輕時所寫的詩作和日記的紀錄本，也是林文章 80 歲以後寫《今昔回思集錄記述》

所根據的文本。 
6 中日開戰後，日本為了應付中國戰線的日軍軍需物資補給工作，在 1937 年 9 月開始徵召臺灣人充當不具備正式軍

人身份的軍屬與軍夫。軍人在日本是一個榮譽的身份，因此日本初期並不情願讓他們眼中的「二等人」——台灣

民眾當軍人，而是作為「軍屬、軍夫」。按照「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夫」的排序，「軍夫」最為劣等。(注:
軍屬是當時日軍用語，乃日語「軍人佣人」之意，軍夫亦是當時日軍用語，非軍伕之誤。) 

7 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因為戰時體制，參與二戰，充當日本軍人或軍屬，約有二十萬七千二百人，主要 
  擔任陸、海軍基層人員，因死亡及生死不明者多逹五萬三千多名，加上二千多名受傷殘疾者，約五萬五 

千人，犠牲至為慘烈。 

http://zh.wikipedia.org/wiki/%C3%A6%C2%97%C2%A5%C3%A6%C2%9C%C2%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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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原則施行，臺人的生活使受影響。1941 年太平洋戰爭發生，戰事真正 

      波及臺人生活，此時民生物資遭逢嚴重短缺，且因志願兵制8的實施，臺 

      人開始面臨戰爭所帶來的犧牲傷亡9。 

    民國三十二年二月廿一日（1943 年），保和中藥房由於戰爭因素所造成的物資短缺，

面臨買不到藥材的窘境，林文章的岳父決定把店讓渡給來自北港的曾百年經營一年。林

文章和曾百年是舊識，在一次筵席裡，林文章為曾百年賦詩，稱讚其豪氣干雲，風度翩

翩，兩人促膝而談，其樂無窮： 

      重逢握手更歡欣，豪氣翩翩論好評。 

      千古文風都韻事，從前促膝盡談傾。 

    林文章〈席上賦呈曾百年先生〉《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1-09-21 

此次中藥房的讓渡實不得已，雙方簽約承諾書。《今昔回思集錄記述》第六部第 12

頁提到： 

      因戰爭期間，貨源已斷，十之八九均無貨可用，治病用藥均以偽藥代替， 

      服之無效，治病更難。受到道德上的影響看破世情而歇業，使得精神上之 

      安慰也。至於我自己的職業乃暫時依然在此工作，待機即轉職可也。 

    在保和中藥房轉讓給別人經營十個月左右，林文章在同年民國三十二年（1943）十

二月廿五日就職於日本通運公司斗南支店（1946 年 5 月 15 日辭職）。突接軍夫召集令：       

忽然召令告知書，斯時接手半猜疑。 

      未必是非何異事，悠悠無從可設施。（其一） 

      聞報南方行先去，狀若電擊難代移。 

      此情此景安自慰，望神望佛禱祥祈。（其二） 

林文章〈接到通知書的心神〉《今昔回思集錄記述》第十部第 80 頁 1944-06-11 

   

      天工適合順時謀，難為人力意強求。 

      花花事事寥寥落，義理循環復潮流。（其一） 

      富貴由來浮雲薄，養兒待老志未酬。 

      故園惟寄親朋友，居安求飽百無憂。（其二） 

      愧我非才又淺學，奉命勤勞報皇獻。 

      誠心鐵石期後果，一紙家書破萬愁。（其三） 

 
8 1942 年 1 月 16 日，日本「總督府情報部」發佈《陸軍志願兵訓練所生徒募集綱要》，正式接受臺灣人志 

願從軍的申請。在該綱要中要求，年齡 17 歲以上、無重大犯罪、符合體位標準者均可申請。 
9  歐陽瑜卿：《準/決戰體制下的女性發聲──《風月報》女性書寫與主體性建立的關係探討》，（嘉義：南 

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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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文章〈又給母親與素貞〉《今昔回思集錄記述》 第十部第 80 頁 1944-06-11 

    接到通知書時，林文章像被雷打到，忽然全身上下不得動彈，在無計可施的情形下，

只能求神拜佛，保佑自己能平安的度過戰爭的災厄。就在林文章寫完家書，努力調整心

情，準備報效國家時，此時出現了轉機……。《黎明隨想筆記彙集》回想補記（1996-6-22）： 

      當時收到召集通知書後，因余服務通運公司是職員之ㄧ，斯時則懇請通運 

      公司斗南支店長阪口先生向有關單位說情，方得倖免受召往海外工作，真 

      是不幸中之幸矣。否則若被征召島外，未知如何即難預料也。實謝上蒼既 

      諸佛聖仙神之庇佑也，吾家得完整。 

    十年後，其妻子沈素貞懷胎七、八個月時，因「子癇症10」產下死胎，產婦也告急，

與胎兒相繼離世。對此惡耗，林文章措手不及，悲痛欲絕，孩子們從此失去慈母的照顧，

留下淚流滿面的林文章無言以對……。同年（1954），林文章再娶楊玉桃入門，幫忙料

理家務協助照顧兒女，以減輕林母之負擔。     

  民國八十五年林文章看著相片中的愛妻，睹物思人，回想起這段甜蜜又心酸的往

事，心中悲喜交雜，爲愛妻題詩如下： 

      佳人得配意郎君，雙雙年少又青春。 

      姻緣終是因果定，溫柔美德我家門。（其一） 

      四三甲午蒲月11中，素貞12不幸病昏昏。 

      延醫急救只三日 ，卅七年華永別倫。（其二） 

      恩恩愛愛十七載，慾望難圓與白頭。 

      不覺人生如似夢，養兒待老志未酬。（其三） 

 

      人間幸福欲何求，炎涼世態總不休。 

      造功造德誼勤奮，積善修身免苦愁。（其四） 

                  林文章〈詩〉《今昔回思集錄記述》 第一部第 13 頁 1996-8-15 

林文章育有五子一女，長女林淑子一歲時夭折，長子林宜長在雲林地方法院任書記

官長（目前已退休），次女林宇洲嫁給在銀行界服務且為高階主管的楊秋宜，次男林鈴

彥出生六十六天夭折，三男林境鋒為立法院經濟委員主秘（目前已退休），四男林宜經

是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電機博士並在英特爾（Intel）公司擔任高級資深工程師退休，五

男林宜炎在家繼承衣缽，經營中藥房業務，六男林宜里是繼室玉桃所生，曾在海軍艦艇

服務，海軍退伍後轉往警界服務。 

 
10 子癇前症及子癇症：指懷孕 20 週以後才發現有高血壓及蛋白尿或（及）水腫，稱為「子癇前症」；如果再加上有

全身抽筋現象，則稱為「子癇症」。 
11 五月，通常稱：蒲月、仲夏、超夏、榴月、鬱月、嗚蜩、天中、仲夏、臯月。蒲月，五月初五端午節，許多人家

懸掛菖蒲、艾葉於門上，用以避邪，因此，五月又稱「蒲月」。 
12 沈素貞：沈知母之女，林文章之妻，民國 43 年 5 月 17 日不幸因子癇症而過世，得年 3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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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皆成就非凡，在各行各業嶄露頭角。有十四個內外孫，祖孫三代同堂，和樂融

融。在民國二十九年（1940）林文章就寫出父母對子女的養育栽培，勞神費心，爲國家

「作育良民」，而做子女的「最是須知父母恩」： 

最是須知父母恩，愛子脈脈好奇珍。 

專望日日平安事，用盡辛苦機心神。（其一） 

用盡辛苦機心神，義務教育養性真。 

無分大小同勉勵，為國為家作良民。（其二） 

  為國為家作良民，建設東亞旭日昇。 

  戰時體制要認識，精忠煅練謹修身。（其三） 

林文章〈偶詠〉《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0-11-10 

這三首詩用「頂真」的方式「環環相扣」，讀起詩來節奏明快，鏗鏘有力，意圖振

奮人心。最後以「修身」作結，頗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殷切期望。 

 
（林文章抱大兒子宜長  1939 年 6 月 8 日） 

林文章為人刻苦自持，在花甲之年，猶夜半苦讀，勤奮好學，終於在民國六十九年

通過全國中醫師考試，取得中醫師執業資格，完成了他將近三十年的心願，為子孫樹立

良好的風範。同年，傳來三子林宜經獲得美國電機博士學位的消息，林家雙喜臨門，賀

客絡繹不絕。而原來的「保和藥房」也在民國七十年更名為「保和中醫診所」。 

民國七十三年，「中華日報」刊登「中醫師林文章當選斗南好人好事代表」，民國七

十四年更代表雲林縣參加省府所辦的「松柏長青」受獎典禮，當時自由日報刊登「懸壺

濟世解人危急林文章膺長青楷模」。由於林文章感念母親含莘如苦的撫育他成人，有感

於「老吾老以及人之老」，所以從民國六十五年起的春節期間，開始發放慰問金給斗南

鎮上六十五歲以上孤苦無依的老人，以表敬老之意。《今昔回思集錄記述》第十一部第

28、29 頁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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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六十五年度起至民國八十六年止，共計廿一年，受領的人數累計共 

三百七十七名，受領金額合計十萬八千一百零二元也。 

林文章於民國八十七年九月二十八日因病辭世（1915~1998），享壽八十四歲。其一

生持續行善不輟，對於急難需救助者雪中送碳（以無名氏名義給予救助），對貧困的病

患，免費施醫。其為善不欲人知，不求回報之心態，實為人所景仰。   

參、交遊網絡 

     各地詩社的詩友多有贈答酬唱的詩作，斗南吟社也不例外，舉凡新婚燕爾 

、新居落成、開業誌慶、友人榮任、親友哀輓等等，詩人們「以詩會友」，表達彼此的

祝賀關懷，無意中也保存了日治時期詩人們珍貴的生活史料。 

（一）酬唱贈答 

1、陳錫津13（1893-1982） 

    東條國津其實就是陳錫津（芳

國），字指迷。他 1926 年創立斗南吟社，

由於他曾出版詩集《東遊雜詠詩集》，

在 1922 年轉任警察界服務，因而成為

文武雙全的「佩劍詩人」。1941 年錫津

調到斗南石龜庄任職，林文章為斗南吟

社的新社員，與創社者陳錫津自然熟

識，故而寫詩恭賀他，並讚美他秉公無

私，與人民為友，無嫌貧愛富，是個才

華洋溢、做事認真的好警察。而陳錫津

也回敬一首詩〈步林文章詞兄韻〉，兩

人一來一往，以文會友： 

 

 

 

（中間為林文章，兩旁為斗南吟社之詩友，約 1940 年攝） 

      

 

 
13 鄭定國等：〈陳錫津的傳統詩〉，《日治時期雲林縣的古典詩家》，（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5 年），頁 

5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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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佩劍事精勤，亦友亦民會以文。 

此日上峰重授政，兒童竹馬喜成群。（其一） 

 

風光景色一番新，奮發精神勵我民。 

執政無分貧與富，羡君文雅自然真。（其二） 

 

奉公廿載謹修身，德政無私愛我民。 

任命榮昇為取締，石龜滿布上林春。（其三） 

        林文章〈祝東條國津先生榮任石龜取締〉《南方》第 151 期 1942-05-01          

  

      當然在職守精勤，養性學詩勉國文。 

興亞鼎新同協力，官民團結自成羣。（其一） 

 

一日風光一日新，共榮圈立14亞洲民。 

百年大計勤勞力，報國精忠武士真。（其二） 

 

茫茫宦海廿年身，愧我無才德化民。 

佳句贈來花上錦，石龜擔任草長春。（其三） 

                 東條國津〈步林文章詞兄韻〉《南方》第 158 期 1942-08-15 

 

2、陳有清 

    陳有清是林文章的好朋友。據林宜炎告知，陳氏年老時有專程到斗南找他父親敘

舊。以下有四首七絕，詩中提到他們感情難分難捨，是心意相通，友誼深厚的「莫逆之

交」。兩人即將分隔兩地，如同《詩經‧秦風》〈蒹葭篇〉「蒹葭蒼蒼，白露為霜，所謂

伊人，在水一方」，不管時間如何推移流逝，仍阻擋不了林文章對好友的思慕想念，但

是為了好友的前途，只能祝福他發揮所長、鴻圖大展，並提醒好友要保持聯繫，以表達

彼此的思念情誼。     

      風和日暖喜晴天 ，促膝歡談豈偶然。 

聚首交遊稱莫逆15，依依握別感綿綿。（其一） 

      在職無私獨占先，超群拔萃慕名賢。 

更留芳跡斗南地，慶祝前途有榮遷。（其二） 

 
14 「大東亞共榮圈」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提出的戰略構想與政治號召。1940 年 8 月，日本近衛文麿 

首相首度明白指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稱及指明中國、朝鮮、日本、「滿洲國」、法屬中南半島、荷屬 

印尼、新幾內亞等大洋洲，及澳洲、紐西蘭、印度及西伯利亞東部等地為大東亞之範圍。1942 年 2 月 16 

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在國會演說中稱：「大東亞戰爭的目標就是要使大東亞各國、各民族各得其所，以 

皇國為中心，確立基于道義的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稱之為「大東亞戰爭」） 
15《莊子．大宗師》：「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演變而出「莫逆之交」，用來形容心意相投、至好無嫌的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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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雲聚散繫情深，秋水伊人16感不禁。 

此去經綸17須盡展，梅花常寄18惠佳音。（其三） 

      英名鼎鼎慕陳君，報國效勞友以文。 

此日岡山勤務去，驪歌唱罷悵離羣。（其四）  

              林文章〈祝陳有清先生榮轉岡山〉《詩報》第 311 號 1944-03-01 

  3、林瑞琚19（又名林瑞期）（1899-1952） 

    林瑞琚和林文章同為斗南吟社的新社員。他們倆的詩作常常一起入選被詩報刊登出

來，兩人的生活經歷也有相似之處，有共同的朋友（陳錫津、陳梓卿、黃吉西），也都

有遭親友拐騙田產，以致捉襟見肘、不堪回首的慘痛回憶。民國三十年林瑞琚特別寫一

首嵌字詩20贈予林文章，將詩人之名「林文章君」嵌入詩句中，並讚美其文采不凡，足

以透過科舉制度而光耀門楣。 

      林家系統出西河，文物猶存感慨多。 

章句研求追子立，君才今惜廢儒科。 

                       林瑞琚〈呈林文章君〉《風月報》第 127 期 1941-04-02 

同年林瑞琚也寫了一首「保和藥房」的嵌字詩贈給林文章，稱頌藥房配藥者擁有如

春秋戰國時期的名醫扁鵲（又號盧醫）一樣高明的醫術，可以配出神奇有效的藥方，以

保護百姓的健康。 

      保護黎民有妙方，和衷共濟致禎祥21。 

      藥劑配合師盧扁22，房發乾坤頌遠揚。 

林瑞琚〈祝保和藥房〉《詩報》第 248 號 1941-05-19           

    他們兩位詩人雖然年齡相差十六歲，卻是「忘年之交」，兩人在一起最喜歡吟詩作

對，藉以忘記人生淒涼無助的苦。 

 
16《詩經‧秦風》〈蒹葭篇〉的作者由秋水旁茂盛的蒹葭，而興起懷人之思。首章「蒹葭蒼蒼，白露為霜」， 

寫的是秋晨露寒霜重之景。<蒹葭>是《詩經》中朦朧多義的上乘之作，詩的題旨所以紛歧，跟詩中的關 

鍵詞「伊人」含意竉統、指涉模糊有關。「伊人」可以指異性的情人，也可以指同性的朋友；可以指賢臣， 

也可以指明主。 
17《易經．屯卦》〈象〉曰：「雲雷，屯。君子以經綸。」，經綸：整理絲線。此指規劃、治理的能力。 
18三國吳名將陸遜的族子陸凱與范曄是好友，兩人一處江南，一居長安，山川阻隔，常懷思念。冬日適有 

 傳遞公文的驛吏南來，陸凱便折了一枝寒梅，命驛吏攜往長安贈與範曄，並作〈贈范曄〉詩一首。詩云：「折花逢

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因以「寄梅」喻向遠方友人表達思念之情。 
19 吳淑娟：〈儒教乾坤歲月悠─林瑞期漢詩研究〉，《雲林文學的古典和現代續編》，（嘉義：南華大學台灣 

文學研究中心，2009 年），頁 97~125。 
20 嵌字詩，廣義的說，按照修辭格「鑲嵌」手法把特定的字嵌於詩篇的句首或句中，如人名詩、地名詩、 

藥名詩、建除詩、八音詩、六府詩等都是嵌字詩。狹義的嵌字詩，專指嵌於每句句首的字能合成短句， 
並且別有意義的詩體，即「鶴頂格」。 

21《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22《史記·扁鵲倉公列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由於扁鵲的醫術高超，被認為是 

神醫，所以當時的人們借用了上古神話的黃帝時神醫「扁鵲」的名號來稱呼他。扁鵲奠定了中醫學的切脈診斷方

法，開啟了中醫學的先河。「扁鵲」大約生於春秋末期（西元前 407~310 年），出生在齊國「盧」地（今山東省長

清縣）的一個普通平民的家庭，由於扁鵲是盧人，所以人們又稱他為「盧醫」。（網路資料來源《維基百科》扁鵲）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B2%E8%AE%B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B%83%E6%B5%B7%E9%83%A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4%AD%E5%9C%8B_(%E8%AB%B8%E4%BE%AF%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BB%84%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8C%BB%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8C%BB%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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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場意味長，高興入詩香。杖履23開勝日，得句感精良。（其一） 

      搖曳風微動，佳人入睡鄉。最喜談平仄 ，坐對忘淒涼。（其二） 

                林文章〈和瑞琚先生感詠〉《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1-02-11   

4、黃洞 

    民國卅一年八月初，林文章和黃洞書信的往來密切，雖然黃君在高雄，兩人仍惺惺

相惜，成為無話不談的膩友。《今昔回思集錄記述》第五部第 51 頁給黃洞的信寫到： 

      又蒙貴君過譽之讚嘉，此情此景使我更加無限感激，真是我的莫逆之交的 

至友也。及至新談句句的實言，會使我感到肺腑而入心脾。然人生於世， 

凡遇一舉一動，或偶一不慎則過生焉…… 

信中林文章有提到黃君的母親眼疾已全癒，可喜之至。可見兩人友誼深厚，對彼此

的家人也很關心。 

      重逢舊雨遠方來，頓使茅心頃刻開。 

      談笑欣欣追往事，置酒共酣喜相隨。（其一）    

      臨期草草語難窮，高柳涼飄弄袖風。 

      客裡驚心多聚散，酒邊分手又西東。（其二） 

      對談蜜情與相告，留守遺興樂始終。 

      此景何時能再會，致箋思懷別離衷。（其三） 

                  林文章〈黃洞君來遊喜作〉《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2-08-10 

（二）哀輓傷痛    

  1、陳梓卿（？-1941） 

    陳梓卿在婚嫁尚未完成前就突然辭世，駭人聽聞，只留下未過門的妻子，獨自悽愴

傷悲。以下第一和第二首詩幾乎相同，因為投稿的原因所以略作修改，而林瑞期也有〈輓

陳梓卿先生〉24的詩作，可見他們三人交情匪淺。  

 

      噩耗傳來最可悲，與君聚首嘆無期。 

      空存遺照音容杳，拜向墳前豎石碑。 

               林文章〈恭輓陳梓卿先生千古〉《風月報》第 129 期 1941-05-01  

         

 
23 杖履：古代之禮儀，五十歲的老人得扶杖，又古人入室必脫鞋於屋外，而長者可入室而後脫鞋。因此後 

來以「杖履」為敬老之意。 
24 林瑞琚〈輓陳梓卿先生〉：「生芻一束誄詞吟，塚草含悲感慨深。婚嫁未完人已杳，遽歸泉下怎甘心。」 
  （《詩報 》第 248 號，昭和 16 年 5 月 19 日，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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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耗傳來劇可悲，與君聚首已無期。 

      空存遺照音聲杳，默向靈前献一巵25。 

                    林文章〈輓陳梓卿先生〉《詩報》第 248 號  1941-05-19 

      交游雅誼素推君，噩耗傳來駭我聞。 

      久羨壷中閑日月，誰知一病赴修文26。 

                   林黎明〈輓陳梓卿先生〉《詩報 》第 248 號  1941-05-19 

 

2、黃吉西（？-1941） 

  黃吉西是黃全齊的次男，同樣也是英年早逝，林文章與他的友誼比親兄弟還好，沒

想到黃吉西也像唐朝的詩人李賀一樣，年紀輕輕就被玉帝找去天上，爲新蓋好的白玉樓

寫記，天妒英才是也！ 

      天喪斯文暗愴神，偏敎父母帶愁頻。 

平生交誼同兄弟，見景傷情淚滿巾。 

                林文章〈吊[弔]吉西君別世〉《詩報 》第 261 號  1941-12-05 

 

    憶昔交遊勝弟兄，無端訃報竟騎鯨27。 

秋風蕭瑟招魂賦，校友電來訴別情。〈其一〉 

    力學螢窓正及時，不圖抱病竟難醫。 

玉樓28應召悲長吉29，剪紙招魂淚兩垂。〈其二〉 

                林黎明〈吊[弔]吉西君別世〉《詩報》第 261 號  1941-12-05 

 

3、沈碧蓮（1923-1943） 

    沈碧蓮是林文章小姨子，沈碧蓮當時正值二十青春年華，卻因為產後嚴重失調，而

離開人世（1943），留下嗷嗷待哺的幼兒呱呱哭泣，丟下哀痛逾恆的丈夫、至親好友，

飄然遠去，此情此景怎不令人鼻酸！當時，身為姐夫的林文章在一旁愛莫能助，只能藉

 
25 巵（卮）：古代一種圓形的盛酒器具，相當於「杯」。 
26 地下修文和修文赴召是用於少年男喪的輓辭，亦可用於學者。 
27 騎鯨是用於男喪的輓辭。「道山歸去也，壺中日月三生夢，扶桑今日騎鯨去。」騎鯨而去的當屬李白， 

是以衍生出他因為喝醉酒撈水月落船而死，死後上天派仙童與他騎鯨歸去。 
28「白玉樓」是傳說中士人死後所居住的地方，意思是指年輕的文人早逝。唐代詩人李賀見緋衣人來，告 

曰：「帝成白玉樓，立詔君為記，天上差樂，不苦也。少頃，賀氣絕。」，得年 27 歲。典出《李商隱．李 

賀小傳》。 
29 李賀（790～816），字長吉，世稱李長吉、鬼才、詩鬼、李昌谷、李奉禮，與李白、李商隱三人並稱唐代 

「三李」。自稱隴西長吉、龐眉書客、唐諸王孫、李長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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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寫詩表達對小姨子的哀戚之情，更憐惜一出生便失恃的嬰兒。 

      得完人事死何辭，熟料靑春與世離。 

      默念椿萱猶並茂，可憐穉子30泣孤帷。（其一） 

      音容杳杳過春秋，忝属連襟惹我憂。 

      永訣佳人悲奉倩，傷心如雨淚長流。（其二） 

      芳草萋萋向夕陽，斷腸號呌31不囘鄉。 

      慘聞穉子呱呱泣，艶影空懸倍愴傷。（其三） 

      嗚呼含淚揖靈前，產後失調致命捐。 

      蕙質年華剛廿載，忍拋夫婿遽登仙。（其四） 

                  林文章〈吊[弔]碧蓮妻妹〉《詩報》第 294 號  1943-04-23 

    沒想到十一年後，其姐沈素貞也因懷胎期間，不幸因子癇症而病逝（民國四十三

年）。沈氏姐妹皆因產兒而犧牲性命，偉大的母愛「昊天罔極」！ 

 

肆、林文章漢詩探析 

    日治時期的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立。「詩社」是從文人飲酒賦詩、抒情感

懷、關心時局的聚會慢慢發展而來。斗南吟社（1926~1966 年）在八位創始會員努力下

成立，林文章為三十九位新社員之一。筆者從《詩報》32和《風月報》33中，找到林文章

舊作二十幾首，鄭定國教授在〈陳錫津的傳統詩〉一文中對林文章詩作的看法恰如其分，

他提到：「觀察他的詩作，多半從正面入手，即便傷心之作，也是直抒胸臆，少有婉轉

含蓄之風。」林文章的確是一個情感真摯深刻的詩人，「緣情慰漂蕩」
34詩作每每成為他

感情的寄託，療傷止痛的良藥。   

從他寫的《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37~1944）的時間推算，民國 26 年林文章開始

藉寫詩以抒發情感。而他在《詩報》、《風月報》發表的傳統漢詩，集中在 1941 年至 1944

年。林文章也曾對《風月報》的改名給予祝福： 

 

 
30 穉（音至）：晚植的穀類。引申為幼苗。 
31「呌」同「叫」，是叫字的異體字。 
32 《詩報》為傳統詩半月刊，1930 年 10 月 30 日創刊至 1944 年 9 月 5 日止，計發行約 14 年，共 319 號， 

屬於全臺性漢文刊物，主要刊載日治時期台灣詩社的漢詩作品，以擊缽吟為大宗。 
33 《風月報》起初由大稻埕的傳統仕紳共同集資以《風月》之名創刊（1935.5.9~1936.2.8），經歷了《風 

  月報》（1937.7.20~1941.6.15）與《南方》（1941.7.1~1944.1.1）的二次易名，1944 年停刊。 
34 杜甫素來被賦予「詩聖」「詩史」的稱號，其詩歌關懷群體，亦多政教諷諭之詩作。而在〈偶題〉一詩 

則又自稱：「緣情慰漂蕩，抱疾屢遷移」。見仇兆鰲《杜詩評注》第二冊（臺北：里仁書局，1980 年 7 月）， 
頁 1543。仇注錄《杜臆》所注：「緣情用陸機語，謂作詩也。詩緣情生，止自慰其漂蕩，而抱疾累遷， 
又自疏其漂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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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章五載祝儀開，赫赫震聲似殷雷35。 

      端賴騷壇諸碩士，維持韻學振全臺。（其一） 

      漢學衰微一線牽，天心有意欲留延。 

      興觀群怨調平仄，事父事君敢自然。（其二） 

                 林文章〈祝風月報改題南方〉《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1-07-01 

（一）、節令有感 

1、新年有感 

    過新年是一年中最重要的重大節日，家家戶戶莫不歡欣鼓舞的迎接新年。宋朝宰

相王安石有一首詩曰:「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

舊符。」此詩寫的就是新年即景，千百年來，過新年已經成為祖先和我們的共同記憶： 

      虎吼牛吞迎歲新，雷威百獸怒驚瞋。 

      古來舊例今除去，善改全臺喜賀春。（其一） 

      填松裁竹合相連，瑞氣迎門滿眼前。 

      戶戶同迎新歲月，國運隆昌慶豐年。（其二） 

      武人忠勇奉國恩，運氣興隆度良民。 

      長護光輝旭日照，安居樂業離愁塵。（其三） 

                                   林文章《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38-01-01 

                 

     靑帝初囘紫詔宣 ，羊來馬去入新年。 

      放懷且飲屠蘇36酒，折簡還締翰墨37緣。（其一） 

大陸風雲猶鼎沸，西歐烽火更綿延。 

心香一瓣虔心禱，奏凱歌旋樂聖天。（其二）                 

    林文章〈新年書懷〉《詩報》 第 287 號  1943-01-07  

    

    林文章在過年的時候，仍「憂以天下」。想到對岸和歐洲正烽火連天，百姓民不聊

生。只能祈禱上蒼，但願戰爭趕快結束，人們一起過太平的日子。 

 

 
35 溽暑殷雷：夏季潮溼悶熱的氣候下的打雷聲。此時《風月報》改題《南方》（1941.7.1）時正當溽暑的 

炎夏，故作者用「殷雷」。 
36 一種藥草。闊葉，可與肉桂、山椒、白朮、防風等調和為「屠蘇酒」。 
37 翰，製筆的鳥毛。翰墨：指筆墨。比喻文章、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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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清明感懷 

《淮南子》一書中記載，「清明」是在冬至過後的一百零六日，也是「春分」後的

第十五日。這時候雨水增多，萬物洗淨，空氣清新，大地呈現春和景明，草木一片欣欣

向榮，所以叫做「清明」。在二十四個節氣中，只有「清明」和「冬至」兩個節氣演化

為節日。而清明節不止是形式上的掃墓，也啟發家庭間的孝悌親情，藉此加強宗族間的

相互聯繫。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林文章在清明節除了祭拜祖先和父兄之外，也前往大東村他繼父的墳前祭拜，感謝

繼父的養育之恩，思念其在世時疼惜他們母子的情份： 

  清淚臨風三月天，杜鵑泣血38更悽然。 

  人思祭掃祖瑩上，墓草悽悽劇可憐。（其一） 

  幾回祭掃任徘徊，見景思懷鬱不開。 

  光陰似箭人事杳，崎嶇世路更悲哀。（其二） 

   林文章〈清明祭掃即景〉《今昔回思集錄記述》 第五部第 29 頁 1942-04-09 

掃完墓後觸景傷情，林文章想起了過去和現在的種種，內心比「杜鵑泣血」更哀鳴

不已，更悽楚無處訴。感嘆活著的人祭拜掃墓後還要繼續面對坎坷不平的人間路，比死

去的人過的日子更悲苦。對林文章來說「清明」除了有懷念先人，生離死別的悽然，也

喚醒他對生命的無常與生活上不如意的憂鬱，「崎嶇世路更悲哀」潛意識裡悲鳴著「生

者不如死者」的感慨。 

（二）、反映時事 

    在日治時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臺灣因為是日本的殖民地，也會遭到盟軍的轟炸，

防空洞就是那時候應運而生。每當空襲警報一響，人民就往防空洞跑，以躲避砲彈的轟

炸。若是半夜聽到警報聲，就立刻從睡夢中驚起，膽颤心驚的關掉家中所有電燈，街道

上瞬間漆黑一片，以防敵機來襲。林文章此詩有些為國家政令宣導的味道，可見當時的

他是充滿愛國情操的時代青年。 

     忽聞空襲警鐘鳴，防禦一齊嚴戒行。 

     時局非常須協力，務敎敵國胆魂驚。（其一） 

 

     精神一致表忠誠，到處宣傳着力行。 

     况值非常須認識，戰時体制莫看輕。（其二） 

                         林文章〈防空演習〉《詩報》第 267 號  1942-03-07 

 
38 杜鵑，鳥綱鵑形目。口大尾羽長，嘴黑色，上嘴末端稍曲，身體灰褐色，尾巴有白色橫斑，胸腹部有黑 

色橫條紋，與鷹相似，初夏時常晝夜不停啼叫，鳴聲淒厲，能動旅客歸思。其又名子規，催歸。相傳周 

末蜀王杜宇，號望帝，失國而死，其魄化為杜鵑，日夜悲啼，淚盡繼以血，哀鳴而終。後以杜鵑泣血（啼 

血）比喻哀傷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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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局非常防未然，團員協力用情專。 

關心耀武威風振，奮勇勤王志念堅。 

                     林黎明〈防空演習〉《詩報》第 267 號  1942-03-07 

    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中，十分重視「推動部落振興運動」，是日本政府透過實

施ㄧ種計畫性的集體生活內容，加強對地方更為嚴密的控制。太平洋戰爭39爆發後（1941
年），為了動員更多的地方士紳，來凝聚臺灣人對戰爭的投入，總督府而發起「皇民奉

公運動」，在地方的州、郡、街、庄皆成立支部，基層的組織為「奉公班」和「鄰組」，

隨時可以動員一般民眾執行命令或服務社區40。   

      聚首人來雅會開。時間遵守勿徘徊。 

      今宵促膝融和氣。上下評論興味該。 

                      林文章〈鄰組會即事〉《詩報》第 276 號  1942-07-24 

       

      米塩授受食盈庖。貧富尊卑不擇交。 

      鄰保相扶同苦樂。成規固守莫輕拋。 

                      林黎明〈島民常會〉《詩報 》第 276 號  1942-07-24 

 

（三）、描繪自然 

1、遠眺大海 

    遠眺一望無際的大海，所有的煩惱都拋到九霄雲外，心情會特別愉快，陰霾一掃而

空，「一抹斜陽」、「一幅風帆」風景如畫，盡收詩人眼底。 

                 

     一抹斜陽景色幽，海濱地勢接潮流。 

      白沙十里江灣外，畫本天成眼底收。                             

                            林文章〈遠眺〉《詩報》第 245 號  1941-04-02    

 

                               

 
39 太平洋戰爭（1941.12.8~1945.8.15）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主要以太平洋和周圍國家為戰場。由大日本帝

國和美國等同盟國家交戰，戰爭爆發自1941 年的珍珠港事件，日本空襲美國太平洋基地，美國對日宣戰後，與日

本交戰多年的中華民國也跟著宣戰，納粹德國和義大利王國也對美宣戰，歐亞兩大戰場合一。直到1945 年日本

宣布無條件投降。（資料來源：維基百科） 
40 呂紹理，《水螺想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北：遠流出版社，1998 年 3 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7%A5%E6%9C%AC%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7%A5%E6%9C%AC%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7%9B%9F%E5%9C%8B_(%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8D%E7%8F%A0%E6%B8%AF%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8D%E7%B2%B9%E5%BE%B7%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E7%8E%8B%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8%E6%88%98%E8%AF%8F%E4%B9%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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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乘凉到此間，隨鷗游泳港門灣。 

南溟目極波濤險，一幅風帆海外還。 

                            林文章〈遠眺〉《風月報》第 129 期  1941-05-01 

2、遠眺夕陽 

自古以來讚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李商隱 〈登樂遊原〉）的騷人 

墨客，不知凡幾。明代楊慎〈臨江仙·廿一史彈詞 〉中的 「青山依舊在，幾度 

夕陽紅」，也是膾炙人口的佳句。短暫的落日餘暉，稍縱即逝的「夕陽紅」，林文 

章也忍不住用「詩」來留住這片刻美好的景緻。 

      夕陽西墜靄霞紅，獨坐影下對晚風。 

      眼眺遠望光景好，傳來清音詩句中。 

                      林文章〈暮春遠眺〉《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1-02-10 

             

      夕陽一角晚霞紅，徙倚東籬唱晚風。 

指点歸巢鴉四五，聲聲渾似塞邊鴻。 

                            林文章〈遠眺〉《詩報》第 245 號  1941-04-02                  

3、岱江即景 

   民國廿九年，林文章到新營之後和沈振元一同到岱江遊玩，並一同在紀念碑前攝影

留念。兩人邊走邊唱和，沿途有「夕陽」、「群雁」、「綠柳」相伴，與大自然為伍，逍遙

自在樂以忘憂。為了紀念此事而寫了兩首詩： 

      紀念碑前攝影真，岱江41盼望一番新。 

      風光勝跡好遊暢，自在逍遙寄此身。（其一） 

 

      且行且詠樂天然，一抹斜陽返照妍。 

      群雁歸巣頻叫伴，和風吹柳綠枝連。（其二） 

                       林文章〈岱江即景〉《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0-03-17   

（四）、托物言志 

   林文章寫〈筆鋒〉，是為了參加高雄州東港郡林邊庄林又春先生所舉辦的課題徵詩活

動。林又春的家世顯赫，其父親（幼習漢學通番語）是日治時期高雄州士紳，被封為「理

蕃事務專家高雄林邊庄協議會員林望三」。林又春和陳寄生、陳添加等邀集地方人士創

「興亞吟社」42。 

 
41 岱江，日治時期的岱江，即現在的嘉義縣布袋鎮岱江里。 
42 興亞吟社：創立於西元 1940 年(昭和 15 年）創始人：陳寄生、陳添和。社長：林又春。社員：陳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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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以「洛陽紙貴」傳神的表達，當時文人雅士「一揮而就」，筆底鋒芒四射，佳

作「應運而生」，人人爭相傳頌的景況。 

     蒙恬創製古來知，劍氣衝霄星斗移。 

     士子揮毫光燦爛，洛陽紙貴見今時。（其一） 

     鐵畫銀鈎實足諺，囊中脫穎走龍蛇。 

     前膺教授後參事，筆底鋒芒襯玉釵。（其二） 

                          林文章〈筆鋒〉《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1-08-20 

     萬般由源金融通，終使徒勞盡化工。 

     東方旭日昇天勢，西沉照耀玉玲瓏。 

                         林文章〈詠金錢〉《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0-10-24 

     夜深怕聽冷秋聲，明月一輪睡未成。 

     煮茗吟詩須盡興，漁燈點點唱三更。 

                            林文章〈鐘聲〉《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0-12-25             

（五）、借物抒情 

自古「風」和「雨」，總是容易引起人們內心深處莫名的愁緒，詩人墨客更容易將

眼前景、心中情，合在一起，給人「情因景生，情景交融」，一切景語皆情語的感覺。

如「夜來風雨聲，花落知多少」43，「林花謝了春紅，太匆匆，無奈朝來寒雨晚來風」皆

讓人擔心花朵禁不起被風雨蹂躪，既是嘆花，亦是自嘆，也有不甘聽憑外力摧殘而又自

恨無力改變環境的感嘆！ 

林文章本是情感豐富之人，不論是細雨霏霏或狂風大雨，都牽動他心靈深處的悸動：            

     忽聽狂風起，塵沙遍地飛。倏時驟雨至，牧子競奔歸。      

                  林文章〈驟雨偶詠〉《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0-11-09 

     連日雨霏霏，往來人跡稀。埋頭茅室內，事事與心違。 

                林文章〈數日綿綿細語感作〉《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1-02-11 

     冷風吹送雨絲絲，遠離傷心總難知。 

     聊表寸懷為酒藉，詠歌作樂破愁眉。 

                  林文章〈寒風寒雨之中〉《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1-10-26 

 
生、陳添和、林又春、鄭坤五、蕭永東、張覲廷、鄭進登、吳紉秋、陳清海、曹恒捷、黃建懷、鄭進來。 
昭和十五年（1940）春，組織興亞吟社，時值二次世界大戰戰事方酣，社員仍有心吟詠，於同年元旦上 
午十時，在社長林又春保險樓中，開創立擊鉢吟會，社員全員出席，來賓有鄭坤五、蕭永東、張覲廷三 
氏，題擬興亞吟社創立紀念，七絕一先，得詩四十餘首，由鄭坤五、蕭永東閱卷，雙元為張覲廷獨占， 
於春天和靄的氣氛中，盡歡而散。第一期課題迎春，其他詩題為春日小集、春雨、畫梅等數十題。 

43 孟浩然，〈春曉〉：「春眠不覺曉，處處聞啼鳥。夜來風雨聲，花落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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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退轉初冬，細雨續茫茫。遍地涼風起，閑坐感悠長。（其一） 

     滴答叮噹響，寒窗聽雨聲。黃昏人跡稀，鄰家火微明。（其二） 

     歲月摧人老，世事多變遷。故鄉風光好，見景憶當年。（其三） 

                  林文章〈閑窗聽雨感詠〉《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2-11-26 

     葉落秋風急，雁傳塞上聲。砧聲敲不斷，總爲玉關情44。（其一） 

     影伴孤籬瘦，西風老圃秋。不逢陶靖節45，空對俗人愁。（其二） 

                          林文章〈秋懷〉《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0-08-14 

（六）、剔勵自我   

    浮雲易散，朝露易乾。人生的短促若朝露，日出即消失。「勤有功」而「嬉無益」，

詩人剔勵自己「努力勤增進，偷閒誤一生」，要及時努力，才不會有「老大徒傷悲」之

憾。 

    人生如朝露，對酒何妨醉。男兒立世間，長大望聲貴。 

     及老怕奔波，吟詩堪自慰。開墾樂園地，養性適時遺。 

               林文章〈人生觀感作〉《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0-11-05（五律） 

     世味別炎涼，年過廿八霜。奔馳因口計，四海聖恩長。（其一） 

     守身須勉勵，事事要和衷。名利重身價，古今勤有功。（其二） 

                          林文章〈述懷〉《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1-01-21 

     獨自沉吟到深夜，風雲遍地變陰霾。 

     心愁舊恨揮難去，誰識儂懷苦用心。                                  

林文章〈感慨偶題〉《黎明隨想筆記彙集》1941-07-19 

     努力勤增進，偷閒誤一生。精神須勉勵，萬里展鵬程。 

                            林文章〈偶成〉《詩報》第 275 號  1942-07-10 

     留得心魂在，殘軀耐刼災。情絲難切斷，妄想惹愁來。（其一） 

     幽情憶舊時，生世嘆難為。況我無些樂，何知歲月移。（其二） 

                              林文章〈偶詠〉《詩報》第 261 號  1941-12-05 

 
44 李白，〈子夜吳歌〉之三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不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虜，良人 

罷遠征。」屬閨怨詩。 
45 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元亮，私謚靖節，別號五柳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 

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陶淵明早年曾任江州祭酒，鎮軍參軍，建威參軍及彭澤縣令等 
職，後「不為五斗米折腰」，辭官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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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林文章（黎明），日治時期斗南吟社的會員之一。本篇研究藉由田野調查找尋失落

的古典詩人，以期重新建構日治時期雲林地區古典詩的風貌，還原詩社林立漢詩蓬勃

的年代，並盼能對臺灣文學發展史增添新的史料貢獻一己之力。 

     本文將林文章的生平概述以「詩」為經，其自傳式的「回憶錄」為緯，以經緯交

錯，今昔相映的筆法貫穿全文。從其家世出生的成長背景，成家立業的奮鬥過程，一

生勤奮向上助人為善，其與親友之間的應酬往來等，呈現詩人的成長與心路歷程，也

可拼湊出斗南吟社社員之間的往來的交遊情形。而詩人的漢詩賞析則分為日常生活有

感、描繪自然、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自我惕勵等來分析，其詩作風格清新，情感真

摯深刻，娓娓道來令人動容。 

     行筆至此，林文章的事跡只是滄海一粟，在日治時期苦難的臺灣人不知凡幾。我

有幸能發掘到林文章的詩集手稿本，讓後人可以得窺前人努力的痕跡，有助於保存斗南

地區日治時期的文史資料。期待透過文史資料的不斷發掘，使日治時期雲林地區的古典

詩家能再度重現天日，發揮其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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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林文章，《黎明隨想筆記彙集》上下兩冊，手稿本。 

2. 林文章《今昔回思集錄記述》，手稿本。共有十一部，共十冊（第二部和第三 
部裝訂成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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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鄭定國等著《日治時期雲林縣的古典詩家續編》台北，文史出版社，2005 年。 

5.  歐陽瑜卿：《準/決戰體制下的女性發聲──《風月報》女性書寫與主體性建 
   立關係探討》，（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6.  鄭定國主編《雲林文學的古典和現代續編》嘉義，南華大學臺文中心出版， 

   2009 年。 

 

【網路資料】 

7. 台灣漢詩數位典藏資料庫 

  http：//www.literaturetaiwan.idv.tw/poetry/home.asp，2010 年 3 月上網查詢。 

8. 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ki/Category 

 

附錄：文章先生年表初稿 

1914  民國四年（大正 4 年），1 歲。 

      生活：1 月 3 日出生，父親林近，母親林侯錦。 

1919  民國九年（大正 9 年），6 歲。 

      生活：大姐出嫁，兄長林清文歿。 

1922  民國十一年（大正 11 年），8 歲。 

      生活：父親過世。 

1923  民國十二年（大正 12 年），9 歲。 

      生活：九月二日母親改嫁斗南庄大東沈文夜 

1930  民國十九年（昭和 5 年），16 歲。 

      生活：繼父沈文夜病逝。 

1933  民國廿二年（昭和 8 年），19 歲。 

      生活：到斗南南興客運當車掌，一個月後辭職。劉恩章先生開設的慈生堂 

           漢藥房當學徒 

1936  民國廿五年（昭和 11 年），22 歲。 

      生活：與保和中藥房的店東沈知母之女沈素貞結婚（生於民國七年七月一 

日） 

1937  民國廿六年（昭和 12 年），23 歲。 

      生活：長女林淑子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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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岳父訓示感懷〉 

1938  民國廿七年（昭和 13 年），24 歲。 

      生活：長女林淑子因病身故，年僅 1 歲。 

      作品：〈長女淑子亡後述懷詠〉       

1939  民國廿八年（昭和 14 年），25 歲。 

      生活：4 月 29 日長子林宜長出生。      

1940  民國廿九年（昭和 15 年），26 歲。      

      作品：〈偶詠〉，〈詠金錢〉，〈鐘聲〉，〈驟雨偶詠〉，〈秋懷〉， 

           〈人生觀感作〉，〈岱江即景〉 

1941  民國卅年（昭和 16 年），27 歲。 

      生活：太平洋戰爭開始。 

      作品：〈席上賦呈曾百年先生〉，〈祝風月報改題南方〉，〈和瑞琚先生感詠〉， 

〈恭輓陳梓卿先生千古〉，〈輓陳梓卿先生〉，〈吊[弔]吉西君別世〉， 
〈筆鋒〉，〈數日綿綿細語感作〉，〈寒風寒雨之中〉，〈述懷〉，〈感慨偶 

題〉，〈偶詠〉，〈遠眺〉，〈暮春遠眺〉， 

1942  民國卅一年（昭和 17 年），28 歲。      

      作品：〈祝東條國津先生榮任石龜取締〉，〈黃洞君來遊喜作〉，〈清明祭掃 

            即景〉，〈防空演習〉，〈鄰組會即事〉，〈島民常會〉，〈閑窗聽雨感詠〉， 

           〈偶成〉。 

1943  民國卅二年（昭和 18 年），29 歲。 

      生活：2 月 21 日保和中藥房讓渡給曾百年經營。12 月 25 日到日本通運公 

司上班。 

      作品：〈吊[弔]碧蓮妻妹〉，〈新年書懷〉，                         
1944  民國卅三年（昭和 19 年），30 歲。 

      生活：8 月 22 日次男林鈴彥出生，66 天後身故。6 月 11 日接到軍夫召集 

令。 

      作品：〈接到通知書的心神〉，〈又給母親與素貞〉，〈祝陳有清先生榮轉岡 
山〉 

1945  民國卅四年（昭和 20 年），31 歲。 

      生活：1 月 1 日三男林境鋒出生。8 月 15 日大東亞戰爭結束。       

1946  民國卅五年，32 歲。 

      生活：5 月 15 日向日本通運公司辭職。                            
1949  民國卅八年，35 歲。 

      生活：9 月 8 日四男林宜經出生。           

1951  民國四十年，37 歲。 

      生活：6 月 1 日五男林宜炎出生。 

1954  民國四十三年，40 歲。 

      生活：妻子沈素貞因子癇症過世。娶繼室楊玉桃。 

1956  民國四十五年，4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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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1 月 29 日六男林宜里出生。 

1976  民國六十五年，62 歲。 

      生活：開始發放慰問金給斗南鎮內六十五歲以上孤苦無依的老人。 

1979  民國六十八年，65 歲。 

      生活：母親林侯錦因病過世，享年 94 歲。 

1980  民國六十九年，66 歲。 

      生活：通過全國中醫師考試。  

1984  民國七十三年，70 歲。 

      生活：「中華日報」刊登「中醫師林文章當選斗南好人好事代表」 

1984  民國七十四年，71 歲。 

      生活：代表雲林縣參加省府所辦的「松柏長青」受獎典禮，當時自由日報 

刊登「懸壺濟世解人危急林文章膺長青楷模」。 

1996  民國八十五年，82 歲。      

      作品：〈詩〉爲愛妻題， 
1998  民國八十七年，84 歲。 

      生活：9 月 28 日因病過世。 

 

 

（由左至右，親戚、林母、文章、玉桃，1978 年 1 月 30 日攝於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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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文章和姐姐的合照，左為三姐秀枝，中為文章本人，右為二姐專， 

1995 年 6 月 3 日攝於自家門口） 

 

 

（資料提供者林宜炎和三哥與父親的合照，左為宜炎， 

右為宜經，1994 年 1 月 1 日攝於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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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與林文章的四子林宜炎在自家店外合照 2010 年 4 月 15 日） 

 

 

 

 

 

 

 

（筆者與林文章的四子林宜炎在店內合照 2010 年 4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