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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電腦科技對於文學的影響包含二方面：一為傳播方式上的衝擊，網際網路分散平面傳媒原有之權力，使創作者與讀者能透過螢幕發表、互動；二為創作本質上之革新，現代詩透過程式軟體，不僅只是「文字數位化」而已，更能以動態文字、影像、聲音等方式呈現，同時也可與讀者進行實際操作上的互動。


有別於平面紙媒的創作方式與觀看模式，數位詩在90年代末興起，許多習慣於平面紙媒的詩人紛紛轉往數位領域，米羅．卡索即為一例。蘇紹連在90年代中葉接觸電腦後，便以「米羅．卡索」為名活躍於電子佈告欄，並架設「FLASH超文學」網站。而米羅．卡索與蘇紹連的關係為何？平面印刷的詩作，轉化為數位詩時將如何展現？數位技術是否深化了紙媒詩作？米羅．卡索之數位詩在數位創作領域呈現何種特色？皆為本文所欲探討的議題。


本文將以「FLASH超文學」為研究範圍，從米羅．卡索之創作歷程及其數位詩創作理念起始，進一步探究在紙本詩至數位詩的轉換中，數位技術如何深化詩作，並保留詩的質素。最後論及米羅．卡索的數位詩創作特色，並兼論數位詩發展侷限與未來展望。



	摘要(英)	The influe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for literature contains two aspects: the first impact is on the spread way. Internet dispersed the power of traditional media, writers can publish pieces through the computer screen, even interactive with readers. The second part is the revolution on intrinsic quality of literature. Through the comuter software, modern poems are not only "print" on the screen, but also present by dynamic words, image, and sound. At the same time, readers can go on the interaction by press a key.


Unlike traditional creation process and looking pattern, digital poetry started in the late 90s. Miro.Casso is one of the poets who used to create by pen but transferred to the digital territory. Su Shaolian actives on BBS by using the name " Miro.Casso" in 90s middle period. He also build a website which called " FLASH-hypertext literature ". In this thesis, some questios will be listed solved. What is the diffirences in creation beyween "Miro.Casso" and "Su Shaolian "? What method will Miro.Casso take by switching identical poem from paper to digital? Digital technology will deepen the print poems? What is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in Miro.Casso poem compare to others?


The thesis is based on " FLASH-hypertext literature " as the range of the search. Starting at the creation process and concept of digital poetry of Miro.Casso. Analyzing poems on the paper to digital further. Digital technology not only deepening the meaning, but also retain the quality of the poems. The last discussion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ro.Casso. Besides, the thesis will point out the limit of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digital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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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鳴奮：《新媒體與西方數碼藝術理論》，上海：學林，2009年。


8. 鄭明萱：《多向文本》，台北：揚智，1997年6月。


（二）


數位文學期刊論文


1.


王國安：〈數位的謬思——試論《妙繆廟》〉《人文與社會學報》第1卷第10


期，2007年7月。


2. 白靈：〈台灣新詩的跨領域現象——從詩的聲光到影像詩〉《第四屆中生代詩


人——兩岸四地當代詩學論壇》，台北教育大學主辦，2011年9月。


3. 白靈：〈詩廣義化的時代——我的三種詩網站〉，《創世紀》133期， 2002年12月。


4. 米羅．卡索：〈《台灣詩學》之新世代網路詩社群〉，《台灣詩學學刊》2號，2003


年11月。


5. 米羅．卡索：〈BBS網路詩版反思〉，《台灣詩學季刊》第19期，1997年6月。


6. 米羅．卡索：〈FLASH超文學答客問〉《台灣詩學季刊》第31期，2000年6月。


7. 米羅．卡索：〈從真紙到電紙的詩旅——我的超文本詩創作〉，《乾坤詩刊》第


34期，2005年4月。


8. 米羅．卡索：〈網路詩人的地下城〉，《台灣詩學季刊》第26期，1999年3月。


9. 李家沂，〈Techne98β：科幻．網路：專輯弁言〉，《中外文學》26卷11期，


1998年4月。


10.李順興：〈文學創作工具與形式的再思考——以中文超文本品為例〉， 196


《Intergram》3.2，收錄於「Intergram」網站，網址：


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32/032‐lee.htm。


11.李順興：〈非關死活：文學前景二三事〉，《文訊》183期，2001年1月。


12.李順興：〈美麗新文字（Brave New World）：試論數位改編，兼回應幾個超文


本文學議題〉，《Intergram》2.2,，收錄於「Intergram」網站，網址：


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22/022‐lee.htm。


13.李順興：〈動態擬象與互動設計——讀蘇紹連詩雜想〉，網址：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C0001/27954/web/。


14.李順興：〈造訪「澀柿子的世界」——與曹志漣談網路文學〉，《文學台灣》第


31期，1999年7月。


15.李順興：〈象牙塔裏的文字魔術師——與蘇紹連談網路詩〉，《誠品好讀月報》


試刊3，2000年3月。另可參考「歧路花園」，網址：


http://benz.nchu.edu.tw/~garden/hyp‐crit/hyp‐milo2.htm。


16.李順興：〈超文本形式美學初探〉，《Intergram》2.1,，收錄於「Intergram」網


站，網址：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22/022‐lee.htm。


17.李順興：〈超文本的蒙太奇讀法與資料庫形式〉，《文山評論》第1卷第5期，


2003年1月。


18.李順興：〈超文本詩的互動操作與動態想像：以蘇紹連作品為例〉，《e世代電


子報》，網址：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C0001/27954/web/。


19.李順興：〈超文本詩的互動操作與動態想像：以蘇紹連作品為例〉，《誠品好讀


月報》試刊3，2000年3月。另可參考「歧路花園」，網址：


http://benz.nchu.edu.tw/~garden/hyp‐crit/hyp‐milo2.htm。


20.李順興：〈超文本閱讀空間之評析——兼論非線性敘事議題〉，《Intergram》3.1，


收錄於「Intergram」網站，網址：


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31/031‐lee.htm。


21.李順興：〈當文字通了電——與姚大鈞談網路文學〉，《聯合文學》第15卷第9 197


期，1999年7月。另可參考「聯合新聞網」，網址：


http://issue.udn.com/CULTURE/NETLIT/news/news6b8.htm。


22.李順興：〈網路文學形式與「讀寫者」的出現〉，《文訊》第162期，1999年4


月。


23.李順興：〈數位文學的交織形式與程序性〉，《中外文學》第39卷第1期，2010


年3月。


24.李順興：〈觀望存疑或一「網」打盡——網路文學的定義問題〉，《Intergram》


2.2,，收錄於「Intergram」網站，網址：


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22/022‐lee.htm。


25.杜十三：〈論詩的「再創作」——兼談「新現代詩」的可能〉，《創世紀》111


期，1997年6月。


26.孟佑寧：〈文本與超文本的邂逅——以向陽「一首被撕裂的詩」為例〉《台灣


詩學學刊》第5期，2005年6月。


27.商瑜容〈米羅‧卡索網路詩作的美感效應〉，《台灣詩學學刊》1卷，2003年5月。


28.曹志漣：〈虛擬曼荼羅〉，《中外文學》第26卷11期（1998年4月）。


29.陳婉蓉，〈文學網站分類目錄〉，《文訊》162期，1999年4月。


30.陳渼，〈臺灣網路詩的超越性——超文類與超時空〉（下），《國文天地》19卷


6期，2003年11月。


31.陳渼，〈臺灣網路詩的超越性——超文類與超時空〉（上），《國文天地》19卷


7期，2003年12月。


32.陳徵蔚：〈徘徊在新與舊的邊界： 從兩首電腦詩習作分析〉。《吹鼓吹詩論壇》 一號，2005年9 月。


33.須文蔚，〈網路文學評論目錄〉，《文訊》162期，1999年4月。


34.須文蔚：〈新瓶中舊釀與新醅的纏綿——淺談本土網路文學的現況與隱憂〉，


《文訊》162期（1999年4月）。 198


35.須文蔚，〈雅俗競足契機的網路文學環境——檢論網路文學的產銷與傳播型態〉，《當代》192期，2003年8月。


36.劉紀蕙：〈網路巫術：科技的發展如何能夠跟得上人類創作心靈的怪異癖性？〉


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iu/mworks/mw‐litcomment/WebSiteWitchcarft.htm


36.蘇紹連：〈《台灣詩學》e化記〉，《台灣文學館通訊》：


37.蘇紹連：〈在詩壇發端．自由踏入與踏出的新世代〉，《文訊》第296期（2010


年6月），頁75。


38.蘇紹連：〈與超文本經驗鏈結〉，《台灣詩學季刊》第39期，2002年6月。


39.李順興：（追尋「理想文本」──並悼念網路接龍先驅），中國時報開卷版網


路閱讀區，1998年10月15日。


四、數位文學相關網站


（一）米羅．卡索部落格與「吹鼓吹詩論壇」網站


1. 米羅．卡索：「FLASH超文學」，參考網址：


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poem/milo‐index.html


2. 米羅．卡索：「現代詩島嶼」，參考網址： 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purism/su36.htm。


3. 米羅．卡索：「吹鼓吹網路詩論壇」，參考網址： http://www.taiwanpoetry.com/phpbb3/index.php。


4. 米羅．卡索：「意象轟趴室」（新浪），參考網址：http://blog.sina.com.tw/poem/。


5. 米羅．卡索：「出詩表」（PC HOME），參考網址： http://mypaper.pchome.com.tw/sulien。


6. 米羅．卡索：「鎖住眼睛的影像」（PC HOME），參考網址： http://mypaper.pchome.com.tw/plume0


7. 米羅．卡索：「那人是誰」（PC HOME），參考網址：


http://mypaper.pchome.com.tw/wings00。


8. 米羅．卡索：「詩人理想國」（UDN），參考網址：http://city.udn.com/3493。


9. 米羅．卡索：「台灣詩學」（奇摩），參考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open‐poem。


10.米羅．卡索：「影像練習曲」（新浪），參考網址：http://blog.sina.com.tw/wings/。


11.米羅．卡索：「蘇紹連網站總覽」，參考網址：http://poetry.myweb.hinet.net/。


（二）數位詩相關網站


1.白靈：「白靈文學傳」，參考網址：http://www.cc.ntut.edu.tw/~thchuang/body.html。


2.李順興：「歧路花園」，參考網址：http://benz.nchu.edu.tw/~garden/garden.htm。


3.李順興：「美麗新文字」，參考網址：http://benz.nchu.edu.tw/~word/。


4.須文蔚、杜十三等人：「詩路：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參考網址：


http://dcc.ndhu.edu.tw/poemblog/。


5.須文蔚：「觸電新詩網」，參考網址：http://dcc.ndhu.edu.tw/poem/index01.htm。


6.向陽：「台灣網路詩實驗室」，參考網址：


http://tea.ntue.edu.tw/~xiangyang/workshop/net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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