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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的詩作，常與禪、佛形影不離，一如他與「詩壇苦行僧」之封號

相提並論一般。這些，無疑的反映出，他的作品充滿佛門典故，乍看之下，

深奧難解，不易追循其邏輯脈絡，甚至有反凌駕邏輯之虞，但這正是佛門

經典與禪門公案的特色。然而，若侷限於此一角度來看詩人的作品，則可

能造成忽略多方面思考的偏差，也或許喪失透過西方哲思，來了解其更豐

富意涵的機會。 

且試舉一例，周老作品中常見的迴文詩，從文學理論的立場，有人把

它分析為圖像性的表現方法，代表著生生不息，無始無終；從佛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理論看來，迴文詩中的文字逆轉，正反映出心理逆轉，主、客相

互為體的現象，不受常理限制；從胡塞爾的現象學觀點看來，這種主客易

位，正說明了主體建構世界時，本身也成為所建構的一部份。 

這些西方的觀點，並不是要顛覆傳統上對詩人作品的解讀方式，而是

要提供另一種可能的閱讀方式，讓我們對這些詩作的詮釋，有更寬闊的視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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