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組  評審總評

二〇二四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工作，由林文義老師、

廖鴻基老師、楊索老師、言叔夏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推

舉，由我擔任決審會議主席。會議開始，五位評審各自描述心中

理想的散文，以及閱讀這次參賽作品的心得。長期以來，打狗鳳

邑文學獎的徵選辦法不限國籍，也不限制創作題材，展現了無比

開闊的氣度，這正好也是一個偉大城市的特徵。本屆的參賽稿件

數量驚人，題材多元，參賽作品反映了不同性別、族群、身份、

年齡的生活樣態。寫作者透過個性獨具的敘述語調，分享看待生

活的方式，並且在散文這個文類裡得到情感的安頓。

在評審機制方面，從複審到決審都是同一批人，每一位評審既

可以掌握整體參賽作品的基本面貌，也可以從反覆取捨、相互討

論的過程中分享各自的閱讀品味。然而，取捨之間難免有遺憾。

決審會議前，五位委員各自圈選五篇作品，結果共二十件作品進

入決選：得三票有一篇（〈在沒有星星的夜晚，站著〉），得二

票有三篇（〈羽化西甲〉、〈那兩個夏天之間〉、〈環山道路〉），

餘為一票作品十六篇。

有幾篇作品沒有進決審，但我深深被其中真摯的情感給打動。

〈刺眼〉寫童年傷痕、失去家的悲哀，字句之中有血有淚。〈日一〉

取材特殊，以男同志情慾按摩工作者的身份發言，敘述者為自己

命名，為生活找到持續前進的可能。〈鐵皮屋〉筆觸細膩，行文

架構頗似去年的〈鼠〉，空間描寫能力極好，寫父親酗酒家暴，

鋪陳一路走來的感情變化。〈血脈相連的高雄到澎湖〉留下時代

印記，道出生命遷移的歷程，也道出高雄與澎湖地緣與人情的親

／凌性傑散文組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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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關係，很值得將單篇發展為一部家族史。

散文敘述的藝術境界，取決於作者如何調度語氣、謀篇佈局、

安排詳略，使個人知見感悟煥發美感。我特別想要向〈在沒有星

星的夜晚，站著〉致謝，謝謝作者對我的生活產生啟發（想更新

遺囑內容：不准任何人解鎖我的 3C工具，身故後但願所有資料全
數銷毀）。文章主軸是哥哥自殺，弟弟想要解鎖哥哥的手機尋求

一個生命的解釋。然而「搶救、復原」無效，只能站在原地，感

受活著的意義何在，即使找不到答案也沒關係。臺灣同婚立法之

後，〈愛是恆久忍耐〉以忍耐為主要線索，一方面探究同志伴侶

關係，一方面揭露照顧癌症伴侶的艱辛，坦然傾訴照顧者身心失

衡的處境。〈環山道路〉以童年記憶的產業道路為主角，暗示父

親的人生循環程式，也暗示父子之間的人生循環，描寫地景尤其

細膩。〈在沙漠唱歌〉讓我眼睛一亮，此文寫流行音樂產業的面

貌以及創作者的心路歷程，題材新穎，敘事語調迷人。〈廠驗〉

從身為公務員的職掌內容寫起，對公務體系進行後設思考，善於

將無聊細瑣的日常化為文字世界的陰晴變幻。〈破壞王〉主角是

聽障的哥哥，作者擅長刻劃人物，兒時被視為破壞王的哥哥，成

年之後其實成全了家庭關係，結尾溫暖動人。〈地下室的白女孩〉

一樣是刻劃人物、鋪陳成長記憶，以不落俗套的對照，深刻省思

霸凌的陰影。〈那兩個夏天之間〉以夏季的高溫熱烈，凸顯愛情

與性的特質，性別流動顯得自然而然、坦蕩任性。〈羽化西甲〉

用情甚深，從地名獅甲、西甲觸發童年回憶，寫人情滄桑變化相

當感人。

評審過程中，閱讀所有參賽稿件，真的要謝謝這些作品的陪伴。

撇開虛構散文不說，散文這個文類最讓人著迷之處，就是讀者從

作者那邊得到陪伴，得到交心與體貼。謝謝有今年的散文作品陪

伴，人生的公路，有幸同行一段，我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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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組  會議紀錄

評審委員們一致推選凌性傑委員擔任本次評審會議主席。

主席凌性傑（以下簡稱凌）：會議開始，首先請各位委員發表審閱這批稿

件的整體印象。

言叔夏（以下簡稱言）：因為打狗鳳邑是地方文學獎，當然會有蠻多稿件

寫高雄，跟其他的文學獎比較起來，普遍沒有要特別炫技，我讀到更

多樸素的感情，要寫得好、不是用高度精細文字技巧去呈現，這種素

樸感加上有很多高雄自然背景、人文地景的景觀，有幾篇進入決選的

文章都給我一種獨特的高雄性，非常乾淨真誠，又跟整個地景連結在

一起。比方我有投票的〈環山道路〉就帶有這種色彩，用一種很淡的

方式把高雄街道上經常看到的東西，又輕又帶有一些空隙地辨識出日

常生活中的某些重量，普遍都可進入作者的生命情境裡，跟他們一起

感受這些風景。

廖鴻基（以下簡稱廖）：我認為散文是相對容易著手，但要出色並不容

易，因為散文是蠻繁複的文類。評高雄打狗鳳邑文學獎是不容易的，

作品都有一定的水平，要從中挑出前幾名大概是比較不容易的。鯨豚

散文組決審會議

時間 2024年 8月 20日（二）下午 2時 30分

地點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
室

委員 言叔夏、林文義、凌性傑、
楊索、廖鴻基（依姓氏筆

畫序）

列席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毛麗嵐
、陳昱瑄、林莉瑄

我己文創‧田運良、林瑩華

記錄 吳蕙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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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裡大部分會把無法歸類的其他都放到海豚科，散文有點類似的情

境，就像各種各樣的都可在散文文類呈現，但海豚科裡最亮眼的就是

虎鯨，在容易著手的散文文類裡亮眼出色，像虎鯨一樣是不容易的。

這一屆的作品，我覺得容易閱讀還是蠻重要的，因為在一定篇幅、一

定長度的散文作品裡，如果文字密度太高，是不容易閱讀的，如果用

一點點小說的手法，我覺得比較容易閱讀，也比較讓讀者充分了解文

章更深層的意義，當然散文最好的境界應該是自然而然，不矯作或有

經營感，我大概用這樣的標準來看這屆的散文。

楊索（以下簡稱楊）：這一屆的作品坦白講沒有特別亮眼的作品，在散文

類的評選標準上，我比較老派、相信本真性，當然散文也許可以跟詩

和小說相連，我也很欣賞「散文就是音樂」的說法，音樂也是一種風

格，形容散文的行氣，字字相隨行氣不斷，如果有點留白、餘韻是最

好的，我的評選最重要是讀了要有感覺，也最擔心選到獎棍的作品。

林文義（以下簡稱林）：我很同意楊索老師講的，其實我們都很希望可以

看到很亮眼的東西。我盡量用年輕人的思維來看他們的筆觸，而不是

用過去唯美或批判的東西來連接這個時代。我想我們會透過很好共識

來決定，但我有個建議，這次高雄獎可不可以從缺？真的沒有讓我眼

睛一亮的作品，尤其有很多作品真的很像小說，我比較沒有選，有很

多都只有我選，基本上我不堅持，我可以放棄。

凌：請林老師不要這麼早放棄啦，我很享受在會議裡彼此說服的過程，搞

不好多看幾次、多讀幾次感受會不一樣，因為審閱過程中有些文章是

越來越耐看的。我反而喜歡這種本來不欣賞，但是在決審會議上被說

服的那些作品，會有新奇的感受。總體印象來說，這次稿件數量驚人，

因為高雄打狗鳳邑文學獎非常厲害的地方是參賽者不限國籍、不限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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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組  會議紀錄

複審結果

本屆散文組總共收件兩百五十八件，扣除重複投稿不合格件數，總共

是兩百四十一件。經複審結果有二十件的作品進入決審。

作品 廖鴻基 楊索 林文義 言叔夏 凌性傑 合計

在沒有星星的夜晚，站著 3
羽化西甲 2
那兩個夏天之間 2
環山道路 2
都市小孩的幻覺 1
愛是恆久忍耐 1
Tbaru 1
開始有妳了 1
陪阿公打牌 1
在沙漠唱歌 1
那個關於醉雄的謊 1
廠驗 1
妳的時間計算式 1
大故事小，小故事大 1

主題，展現偉大城市的包容性。我覺得這次稿件數量這麼多，選不出高

雄獎是有點說不過去。整體而言，我看到很多作品是很真誠在面對評審

的，散文敘述要有藝術性，這種藝術性就像彼此陪伴的過程。

我深受感動的是，我會因為其中一兩篇的文章而更動遺囑內容，因為

它對我的人生產生啟發，深深感謝。散文最迷人的地方，是作者在分

享他們的人生經驗，用最迷人的語調訴說出來。也許以後可以新增一

項素人獎，開放給從來沒有得過獎的素人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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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瓊瑤的羅曼死 1
地下室的白色女孩 1
尿頻 1
破壞王 1
彼暗有人和警察相拍 1
修辭性相愛 1

一票作品討論

〈都市小孩的幻覺〉

林：我覺得它很有創意，很像 Cosplay或電動玩具，因為放在第一篇，
看到感覺很新奇，但我可以放棄。

〈愛是恆久忍耐〉

凌：很真誠的敘事者，寫了別人不會寫的題材，呼應臺灣的現實社會。文

章中一直在寫忍耐，談到的是同婚公投之後男同性戀者的生活關係、

婚姻與伴侶關係的照顧責任，敘述者與其伴侶的母親有很嚴重的爭

執，寫出新型態的「婆媳關係」，這是個人讀文學獎稿件從沒有讀過

的題材，很新鮮。作者似乎暗示：活著就要面對各式各樣的不舒服，

真的忍耐就可以嗎？敘述者忍到最後身心失衡生病，我認為這篇在題

材的開拓和想事情的角度很不錯，我很喜歡。 

廖：我支持這篇，題材很有代表性。

林：我也可以支持。

〈Tbaru〉

廖：這是原住民魯凱族的聖山傳說，這段傳說當然是淒美的，用這個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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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組  會議紀錄

故事來講自己對對象的單戀，可以看成很長的情書，作者的文字相當

優美，雖然沒有寫得很露骨，但是整體加上山稜、原住民傳說的情境，

整篇帶出一種單戀的感情，我覺得這種表達是蠻節制蠻優雅的，所以

我會給這篇一票。

凌：我可以支持這篇，用比較老派的敘述呈現了情書般的優雅，當然有過

度修飾的部分，我也很好奇文章裡面「我」跟「你」的關係，很耐人

尋味，留白沒有說破也很有美感，我可以附議這一篇。

〈開始有妳了〉

林：這篇是一個從懷孕一直到中間的一個過程，很少看到一個女性可以把

期待孩子的夢寫得那麼清楚，甚至孩子生出來陪著他、整個生活被改

變。題材很特殊很詳細，看到一個從準母親到開始當母親的感覺，以

及他媽媽的舊式想法連結在裡面。

楊：我可以附議。

言：我也附議。

凌：我也附議。我本來有選的，這篇展現女性敏銳的直覺，我們做為男性

搞不好沒有這麼強烈的直覺，尤其產假結束之後凸顯婆媳問題寫得令

人很有感觸，尤其寫到他與夫家的關係是有鴻溝的，我覺得它可以挖

得更深，但目前處理得已經非常動人。

〈陪阿公打牌〉

廖：這篇我給他很高的評價，文章讀起來情節有點轉折，阿公好賭好吃到

如此程度，媳婦用特殊的方式，突破了某些東西；可以理解那位阿公

在戰後比較少受到照顧、關照而出現一些症候群，阿嬤說他是作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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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才變這樣，呈現突圍社會道德跟生死。好幾次住院、好幾次都覺得

阿公如果現在死去是不錯的，這樣的陳述在文學作品中比較少，這篇

我強力的爭取支持。

言：我可以附議。

言：語言相對來說是有靈活度的，也可以看到一些生活的痕跡。

凌：我可以附議。我很喜歡的地方是，以媳婦的眼光敘述嫁到夫家的生活

情境，文章呈現長期照顧關係，這個也反映臺灣老年化社會照顧長者

跟善終的議題，一直思考「人如何善終？」這件事。阿公想要飽食善

終，要死得體面、摸八圈才能死，呈現厲害的幽默感。

楊：我也附議這篇，作者把沉重的長照議題可以舉重若輕，感覺像黑色喜

劇這樣，語感也很好，雖然一開始沒有選它，但是我蠻喜歡的。

林：我也附議，在座我大概年紀最大，這篇看到心裡真的很不忍，這篇很

動人，因為有很多對白，所以我一開始思考它是不是小說？但目前小

說跟散文可能越來越沒分別，這篇我也可以支持。

〈在沙漠唱歌〉

凌：這篇文章很特別，講到臺灣流行音樂產業，這個題材是以前文學獎沒

有看過的，會聯想到最近很紅的動畫電影《驀然回首》。創作音樂過

程中遇到很多艱辛，要從幕後走向幕前，細膩地談到一般職場不會遇

到的面向，兩個創作者荒涼的愛跟安慰，是我沒有經歷過也無法想像

的事情，陪伴的關係又有點互相傷害，有點相愛相殺，寫出了在感情

關係裡的不安，此篇有很不一樣的表現特色。

廖：這篇我多看幾次後非常喜歡，題材是我讀過的散文裡沒有遇到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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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組  會議紀錄

個藝文工作者從幕後走到幕前要做很多調整，是一般人陌生的領域，

加上能夠用文學、文字來表達在目前應該是怎麼樣的，那個表達看起

來是有一些衝突，但又是彼此有情感連結的這種關係，我覺得是相當

成功的一個作品。

〈那個關於醉雄的謊〉

楊：這篇我讀的時候會浮出導演張作驥的電影《醉生夢死》，這篇不是精

緻的文字，但有種氣口，生活的蒼涼感可以感受到邊陲，在麥寮這群

人要怎麼討生活，語感也相當好，文章的意象呈現人艱苦的生活。

凌：我可以附議這篇，他真的寫到很特別的情境，也很勇敢地拿外縣市的

材料來投稿高雄文學獎。很細膩地寫到父執輩那代人的工作經驗，但

如果要給這位作者建議，第六頁跟第八頁的人稱稍微混亂了，在散文

書寫上技術可能會被扣分，但因為題材特殊，我可以支持。 

言：我可以支持這篇，但後面人稱混亂確實有點難把前後連在一起，但作

品有從遠處敘述旁觀進入的感覺，我讀的時候也有想到《醉生夢死》，

有張作驥電影的既視感。

〈廠驗〉

凌：這篇也是很特殊的材料，公務員生活每天節奏相同，很難開發出新奇

好玩的題材，但作者藉由出差廠驗，將二十分鐘廠驗鋪陳成四千字的

散文，文章中對於公職身分充滿後設思考，是這篇很厲害的地方。 

楊：這篇我可以支持。這篇文章好在它有一種無所事事的日常感，我們有

時候把散文的命題想得太沉重，這篇就很輕鬆自然，特別有趣味的。

林：我也可以支持，其實我也猶豫很久，一個公務人員可以把工程過程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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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如此寫，他在寫的時候可能想說「我不會入選吧？這篇不抒情、

不浪漫也不講究美感」但很少看到很紮實的記錄工作，這篇我覺得應

該要鼓勵，我也支持。

〈妳的時間計算式〉

楊：這篇在參賽文章中算小品，是在講女孩子的初經人事，會讓我想到湯

舒雯的作品，但沒有湯淑雯的慧黠，可是文章有許多小細節，講的是

女人成長與變化，我覺得算是很細膩，但我並不特別要求有附議。

〈大故事小，小故事大〉

林：作者把一些大的文學、外國文學串聯在一起非常有趣，這篇有把臺灣

的歷史帶進去。我不堅持。

〈我與瓊瑤的羅曼死〉

廖：肯定它的題目，把瓊瑤跟「死」做了明確陳述。講一個電視劇迷、小

說迷笑談自己成長的過程，少女情懷戲如人生，我偏愛帶著幽默感的

文章，引用也都相當恰當，不會覺得突兀，整體讓我看見有時代意義，

畢竟瓊瑤雖然被認為是通俗小說，還是風靡一時，是一個時代蠻重要

的作者，這篇文章的作者，他用自己從小喜歡偷偷看瓊瑤作品來對比

自己的一生，這個對比做得蠻好的，如果不是真正的瓊瑤戲迷，大概

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是臺灣某個階段有代表性的瓊瑤迷，這是我

挑選它的原因。

林：我覺得這篇跟剛才的〈大故事小，小故事大〉一樣，我覺得他們完全

反映年輕時的一個時代，在戒嚴保守的時代裡，是可以取暖的東西，

這篇跟其他題材都不一樣，留下很好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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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很多文學獎的作品會跟侯孝賢、王家衛等等藝術性很強的導演致敬，

但是很少跟瓊瑤這樣通俗性很強的寫作者、影劇編者致敬。這篇很有

勇氣，很肯定這樣的勇氣。文學獎參賽就是要跟陌生的評審溝通，文

中「瓊瑤作品」已經成為需要解釋的典故，這些典故我可以理解，但

不曉得更年輕的世代還能不能跨時空去理解？校園文學獎裡，大學生

的散文作品常常致敬王家衛、侯孝賢，因為影音串流平台，年輕世代

很能理解王家衛跟侯孝賢的藝術性，反而瓊瑤典故是他們不懂的，這

讓我產生劇烈的震驚感。散文書寫運用到典故的時候，可能要更細膩

處理。這已經是小眾、分眾的時代，這些典故不見得是每個評審都能

看懂的，剛好我是同世代的人，所以這篇提到的典故不用加註解我就

可以懂，如果是面對十五歲、二十歲年輕世代，這篇每個專有名詞都

是需要加註解的，我也可附議這篇。

〈地下室的白色女孩〉

言：最明顯的主題就是霸凌，用了非常影像化的手法去寫故事經過，除

了這個主題，還有一個支線是透過青春時代的小孩子的惡回來審視自

己，這兩條線在這篇散文裡面做了情節編織，做得還蠻好的，其中有

一句話說「青春的傷害是理所當然的」他寫到當時做的這些事的人現

在已經不在了，會讓我想到前幾年高雄青年文學獎的某一篇，同樣在

談青少年集體霸凌，但他用非常輕巧的方式去談它，生活跟暴力連結

在一起，這個結尾有它技術上的問題，但我蠻喜歡的，主支線如果能

把平衡感拿捏得好一點會更好。

楊：這篇我可以附議，霸凌主題寫得非常細膩，尤其有段女孩子騎腳踏車

的時候，其他男同學怎樣欺近，整段文章不黏膩，有它的文字風格。

比較可惜是結尾稍微弱一點，但是整篇文章來講，我覺得蠻有音樂性

的，所以我附議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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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我也可以附議這一篇，空間意象很好，是一個不見天日的地方，用顏

色來彰顯這個白化症女孩是畏光的，必須要躲藏著生活，帶出校園特

殊生的處境。敘述者也是一樣，中學時被霸凌。我很喜歡文章中沒有

出現霸凌這個詞，回到一種詞彙被發明前的狀態，多了更多生存的實

況在其中，白色女孩跟鬼的串接，我覺得有一種對比，也是投射自己

的關注，在技術上做得非常好。

〈尿頻〉

楊：這裡在寫身體的一種缺陷，作者的筆非常細，把尿頻的現象寫到心理

的隱忍層面，我覺得寫身體缺陷不是很好寫，文筆不特別出色，但可

以看出作者的用心。

〈破壞王〉

楊：這篇講的是一個聽障哥哥跟他之間的愛恨情仇，他的筆調蠻誠懇的。

一開始感覺哥哥是一個導彈、讓他吃醋的，後面令人感動的是他的幾

個兄弟姊妹都離開澎湖了，剩下哥哥陪著他媽媽，讓媽媽引以為傲，

這樣的轉折是我認為蠻動容的部分，相當成功的介紹人物。通篇也帶

著幽默感，讀者容易閱讀，是成功的散文。

凌：我可以附議這篇，我很喜歡他的題目。「破壞」其實隱藏了一種家庭

關係叫「成全」。哥哥（聽障身分、特殊生）小時候被當成破壞家庭

圓滿的人，但是長大後卻是對家庭付出最多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故意

用「破壞」來暗示「成全」，如果是刻意為之的話，是很高明的手法。

用比較隱藏的方式去寫真實的家庭狀況，很欣賞這種書寫技術。把哥

哥的形象寫得非常鮮明，尤其是敘述者「我」因為哥哥的存在，婚姻

受到阻礙，這些都很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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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暗有人和警察相拍〉

楊：思考了很久才選入，我想我們很少有人經歷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

但經歷過的創傷會非常深，從文章中深刻感受到父親的角色被孩子一

層層剝開的記憶，這個行文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到對白色恐怖的深層恐

懼，對自己的家人都無法訴說。這篇文章的影像感很強，大量使用台

語，腔口、語感很強，用台語唸出來後，覺得節奏感很強，所以我選

了它。

廖：這篇我附議，寫真實事件、美麗島事件的不多，點到了重點：警總，

連坐印刷的父親被約談，整個陰影影響了一輩子靜默，連兒子要問都

不願意談，最後一句是這篇文章很重要的精神。美麗島事件就是發生

在高雄，我會支持這篇。只是有個小小的意見，第三頁第三段野百合

學運和反軍人組閣，我知道反軍人組閣是遠在野百合學運之前的，這

樣的時間順序有一點小失誤，我還是支持這篇。

凌：我也支持這篇，語調真的很特別，寫政治議題文章大多數都訴諸悲情，

但是這篇有一點幽默，我覺得幽默感真的很難。

〈修辭性相愛〉

廖：散文作品寫到愛情的並不少，我覺得它很精彩的地方是才一開始就

停在這個點上，如此書寫會讓人覺得蠻深刻的，瞬間被延伸成散文作

品，我蠻肯定作者的文字能力跟題材，能夠用這個點做書寫的角度。

言：我可以支持，我一開始一直以為這是一篇男同志的作品，剛剛才突然

驚覺好像不是，這個反差感蠻有意思的，剛剛廖老師講得很好，他有

一個停頓再擴大，在辯證語言的有限性，但其實通篇就是一個修辭性

的相愛，我覺得蠻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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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我也支持這篇，就是高雄文學獎版的戀人絮語，裡面充滿辯證與討論

很有趣，呈現面對愛情時的新世代的眼光。

兩票、三票作品討論

〈羽化西甲〉

林：這篇講的西甲，就是獅甲的意思，台語唸攏會通，把歷史講過一次，

把小時候祖厝的印象寫得非常完整，寫得很誠懇，不會讓人感覺是為

了地方文學獎寫的作品，真的把以前的名字做了相對的詮釋。

言：我覺得這篇前面寫的關於爸媽結婚的那隻雞，本來要殺掉卻被養下來

了，整段都給我很有趣的感覺，沒有什麼企圖心，跟他的題材是印合

在一起的，跟〈環山道路〉給我很相似的感覺，好像在故事中有個懷

舊的東西在，但不是它的核心，在生活中慢慢尋找丟掉的過去，通篇

在失落跟仍然被保留的東西中保有彈性的空間，我個人蠻喜歡這篇。

廖：肯定兩位老師的看法，平淡但是樸素，我覺得第一段前半段講上廁所有

點看不懂，我不太了解為什麼用這個形容？這可能是全篇的一個缺點。

楊：這篇文章算是寫得比較好的一篇，但第一段是它的敗筆，第一段用

很多疊句，我覺得疊句應該要有迴旋的張力，也許這個作者還是個素

人，他的文字掌握功力可以說是素樸，但也可能就是不夠好，雖然不

想要雕琢的句子，但希望有足夠的掌控力。

凌：很同意投票的兩位老師說的，本篇是以情懷取勝，很真實的講述童年

的成長記憶，對這個地方有深切感情。作者對於地名稱呼這部分，很

堅持要用西甲而不是獅甲，有很深切的關懷在其中。所謂情懷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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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露出感情跟心境的變化，而這份變化來自自然與現實的空間變

異，此篇有很多令人驚喜的對照。只是，獅甲與西甲的地名考釋，需

要更細膩處理。獅甲、西甲的關連為何？典故何在？深究探索之後，

文章會更有層次。

這篇文章是很真誠樸實不浮誇的，是很討喜的地方，但就像楊索老師

說的，第一段真的太散亂了，「羽化」的概念跟「西甲」要怎麼串接

在一起，是文學藝術最珍貴的地方。最後一段寫到「遊子回鄉⋯⋯」

過於直接會破壞餘韻跟留白，結尾部分比較可惜。

楊：我想補充一句，這篇歸結記憶的時候提到作者去上了一個課，我覺得

這反而破壞了文章，如果要重回、尋找，即使沒有考證得很清楚，他

直接去現場描述那條路，我覺得讀者會有更多驚豔，那些話反而破壞

了他的敘述功力。

〈那兩個夏天之間〉

言：這篇有一個蠻強烈的曖昧性，談的是彼此無法定義的關係，作者寫得

非常細膩，把曖昧寫得非常具體，作者應該是剛出社會沒多久，可能

是你的人生還沒有在社會中定下來的過渡時期，在不穩定時期客居在

高雄，把這幾個元素的「暫時性」做了蠻好的結合，讀到一種苦澀感，

不知道是他與N的關係還是與城市的關係，甚至是他與自己的關係，
這兩個夏天之間的一切的結尾，跟他題目的方向有蠻好的結合。

林：作者寫這篇東西的時候像在唱自己的歌一樣，我覺得可以看到很直率

的感情，但是下筆不弱，而且很誠實，可以想見新的一代他們的感情觀

某個地方又疏離又接近，尋找自己要的答案，不會用泛道德或是政治正

確，這篇有別於其他題材，文筆自然流利，感覺在過自己的日子、有自

己的抉擇，在這之中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方式，是一個很誠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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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這篇我覺得應該是文字老手寫的文章，才能把曖昧感掌握得很好，特

別有南方感，用剉冰跟鹽酥雞岔出去的無所為而為，用物來寫關係，

形容無可無不可，是很有力。

廖：很現代的題材，很珍貴的部份是高雄的空間、小吃一起抓進來，整體

呈現很成功的作品，但我比較懷疑的部分是這種開放式關係到他受訓

進社會，到最後彩虹漸漸褪色，這個轉折會不會太突兀了一點？算是

一個小小的缺點。

凌：我很喜歡它的題目，兩個夏天其實是兩個戀愛對象的暗示，夏天就是

熱、會流汗，有午後雷陣雨，會和情愛關係連結在一起。敘述者厲害

的是，不掉入「LGBT」的性別定義框架，而是以「還原為現狀」的方
式去呈現感情狀態，用自然的天氣狀態跟感情經驗互相影射，對應關

係寫得非常好。有小瑕疵，人稱代詞使用很錯亂，男女生的「他／她」

不是刻意安排，在行文上有些錯亂。

〈環山道路〉

言：我覺得跟〈羽化西甲〉有很類似的，對高雄這個地方的描寫，但我更

喜歡這篇，有一種素樸感，作者沿著這條路娓娓道來，有意識的運鏡，

慢慢暴露給你看他類似在開車、像公路電影一樣，他很淡的寫到父親

家暴，後來也沒有再寫到，只透過朋友口中說到「你以後可能跟你爸

爸一樣會家暴」，輕描淡寫。寫到的地景、砂石車、工廠，某種程度

是心靈景觀的意象。

油罐車壓過籃球快要倒掉的這一段或許是整篇的核心，作者說多年後

仍想到這一刻，彷彿世界要毀滅，但油罐車沒有傾倒，駕駛只是罵了

髒話就離開，籃球也沒有破損，似乎在寫生活中的危險性，我住在林

園，考到駕照之後要來市區打工，常常覺得是不是差一點就要被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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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危險、瀕臨邊緣的恐怖，作者看

見這些平靜與生活危險並存的空間，就像他父親家暴也並存在他生活

裡面。

凌：言老師跟我都是煙囪區長大的，文章中的景象對我們來說再真實不過，

作者已遠遠的離開童年，透過Google街景來看之前自己生活的空間，
道路景觀的設計呈現方式很特別，像細膩的素描一樣。要怎麼凸顯局

部？這個環山道路其實是私人道路，不是人人都可以進入的，這個非

請勿入的產業道路，其實是暗示作者的狀態。在某個段落，從作者眼

中來看，人就像動物集體遷徙來參與這個活動。言老師提到朋友說他

可能重蹈父親的路，暗示家暴的部分，我想這也扣合人生的循環。 

這篇文章有點可惜的是，可能有更悲傷的故事，作者還有所保留不願

意說出來，家暴的事件可能要再多一點細節跟暗示，讀者才能接收多

點訊息。優點是，光是看到地景的部分，就是一篇很好很細膩的散文。 

楊：整篇有很多神來之筆，比如形容腸子有七公尺這麼長、包括鄰居有六

根手指，跟他前面提到的闌尾是一樣的，有很多非常具象的場景，這

篇文章一層一層感覺到一個小孩童年的寂寞，童年其實什麼都沒有發

生，但可能什麼都已經發生，是很成功素樸的白描，不只有影像感，

還能再回味。

〈在沒有星星的夜晚，站著〉

言：這篇很強烈的電影感，說話的方式、旁白的口吻，有蒙太奇剪接感。

他把生跟死，對肉體的迷戀去尋找活著的實感，把肉體跟死亡，有、

無，生、死對立概念放進文章裡進行縫合，作者一直嘗試在二者間尋

找共通性，「我」一直在尋找跟死去的二哥的共通性是什麼？用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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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事件化的把這篇文章做了收束，他其實只是想要在攀過圍牆那一

刻有人可以把他接住，通篇雖然有悲傷的基調，但其實是有想要活下

去的底氣在，我很喜歡，讀完以後有非常純粹的感動。

楊：確實圍牆好像是生跟死的界線一樣，敘述沒有斷裂，從文章中可以看

出來，不只是他自己、哥哥姐姐，他們這家人都很寂寞，這種寂寞讓

作者表現在文字中，他說他在尋找一個胸膛，讓他可以靠或被抱，我

有一種感動與感傷的感覺，胸膛的厚實是真實的，在一霎那他感受到

溫暖，這可能是他可以活下去的意念支撐，可是他的哥哥沒有過去，

可能當時沒有人接住他，哀而不傷，是篇好作品。

凌：星星通常代表希望，但沒有希望必須要繼續活著該怎麼辦？所以作

者用動詞「站著」來應對，結尾收束得很漂亮，他可能找不到人生的

出路，但他可以肯定當下要活下去。這篇作品對於死亡的思考深深啟

發我，因為這篇文章，我開學後就要去更改我放在辦公室的遺囑。哥

哥的死亡是無法「搶救」與「復原」的，手機也是，作者只能帶著自

己的疑惑活下去。童年到現在的成長之路、被中年男人接住的童年景

象，寫得很精彩。作者下筆不俗濫，不以人云亦云的方式去談怎麼「接

住」，對於自殺者的思考、生命難關的應對之道，在敘述技巧和藝術

性上都展現很動人的地方，我很喜歡。

廖：我沒有選它的唯一理由是第三頁第三段，用了一連串的經典書籍，覺

得這裡是不是刻意的展現或賣弄，小小的意見，但也不妨礙整篇文章

的成功性。

林：這篇如果去參加小說組，應該是很好的小說，雖然小說散文化。我希

望這次挑選的作品是五個完全不一樣題材的東西，所以沒有特別選它

並不是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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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結果：

作品 廖鴻基 楊索 林文義 言叔夏 凌性傑 總得分 序位 獎項

在沒有星星的夜晚，站著 4 6 6 8 8 32 2 優選獎

羽化西甲 　 　 3 　 　 3 　 　

那兩個夏天之間 5 5 8 6 1 25 3 佳作

環山道路 6 8 7 7 6 34 1 高雄獎

愛是恆久忍耐 3 　 1 2 7 13 4 佳作

Tbaru 1 　 　 　 　 1 　 　

開始有妳了 　 　 5 3 　 8 　 　

陪阿公打牌 8 　 2 　 　 10
在沙漠唱歌 7 　 　 　 5 12
那個關於醉雄的謊 　 7 　 1 　 8 　

廠驗 　 3 　 　 4 7
我與瓊瑤的羅曼死 2 　 4 　 　 6
地下室的白色女孩 　 2 　 5 2 9
破壞王 　 1 　 　 3 4
彼暗有人和警察相拍 　 4 　 　 　 4
修辭性相愛 　 　 　 4 　 4

2024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

高雄獎：〈環山道路〉

優選獎：〈在沒有星星的夜晚，站著〉

佳　作：〈那兩個夏天之間〉

佳　作：〈愛是恆久忍耐〉

決審投票

凌：經過充分討論後，共有十六篇進入最後的投票，取半數以積分制投票，

第一名給八分、第二名給七分⋯⋯，依此類推遞減給分，最後依總積

分高低決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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