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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組　評選感言

凌性傑

二○二○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評審工作，由林文義老

師、劉克襄老師、柯裕棻老師、孫梓評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

相互推舉，由劉克襄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

打狗鳳邑文學獎的評審流程非常細膩，初審、複審到決審的

稿件，都是交由相同一群委員審閱。評審過程中，五位委員完整

地參與，閱讀所有參賽稿件，透過圈選投票與會議討論，選出最

後的得獎作品。討論過程中，委員各自分享閱讀經驗與品味，並

且針對散文美學充分交換意見。

本屆散文參賽稿件數量眾多，題材內容與表現手法皆相當多

元。決審會議前，五位委員各自圈選五篇，結果共有 18件作品進

入決選：得 4票有 1篇（〈夜知道〉），得 2票有 2篇（〈調度員〉、

〈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餘為 1票作品 15篇。委員同意兩票

作品直接進入最後一輪投票，一票作品則由圈選人爭取，得到其

他委員附議者進入決審投票，最後順利選出得獎作品。

入圍的作品大多取材於生活，個人生命經驗躍然紙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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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社會政治、城市變遷、個人情感、生活美學⋯⋯，都可以

是散文書寫者取材的來源。我也觀察到，某些作品頗能呈現南方

觀點，高雄的粗獷生猛氣息令人感到新鮮。入圍作品的完成度都

相當高，語言腔調、個人敘述風格也都極具個性──

〈夜知道〉刻劃場景的能力驚人，寫出黑暗之中追尋希望的

故事。敘述者在貧困中成長，所有心事彷彿只有夜知道。當年母

親孤立無援只好求助於神佛，作者透過細膩的文字描摹出無助感

以及事過境遷的惘然。這篇文章感情節制內斂，幾個核心人物命

運交織，在參差對照中顯得別有神采。〈調度員〉以物流配送作

為主要敘述對象，主角人物的故事頗有小說的趣味。職人生涯的

刻劃，是這篇文章最吸引人的地方。其中文學典故的運用，讓我

覺得這篇文章是文學院學生的手筆。〈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透

過人與其他物種的對照，鋪陳出豢養者「我」的困境。豢養者與

被豢養者，同樣受困於狹小空間，也暗示敘述者「我」對自由的

嚮往，下筆不落俗套。〈家在白城〉行文方式有老派的優雅，不

刻意營造結構，反而有種隨意揮灑的從容感。寫城市印象、往事

沉浮、知交詩人種種，清新淡雅一如水彩畫。

此外，〈kacalisian〉以原住民青年為主角，寫他們在都市生

活的處境，人物情節與對話都有強烈的小說感。同樣以刻劃人物

為主的〈萬仔〉、〈敵人〉文字較為素樸，有其真實動人之處。〈香

蕉〉、〈漫遊隱於市〉有強烈的高雄味道，〈鳥魚，魚鳥〉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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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的蔦屋書店起筆，拼湊出城市生活。〈燃後〉、〈尋衣啟事〉

極有文采，善於自我挖掘，是本次作品中最個性化的書寫形式。

〈如岸的女子〉、〈網字〉親情交織，一寫母女、一寫父子，各

有各的難處與溫情。

閱讀這批作品，使我獲益良多。這些作品不斷地產生刺激，

有些讓我驚嘆，有些讓我感傷，有些讓我疑惑⋯⋯。我從這裡面

看見了散文的種種樣態，試圖辨認「散文感」、「小說感」的差異。

後來發現，那些最會「聊天」的散文作品，使我深深著迷。所謂

的「聊天」，或許就是「散文感」的表徵之一。

感謝所有參賽作品，帶給我閱讀的樂趣。祝福所有書寫者，

初心不忘，繼續寫出屬於自己的生命記事。



147散文組│評語感言



191散文組│會議記錄

2020打狗鳳邑文學獎

散文組會議紀錄

時間：2020年 9月 11日 15時 30分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文義、柯裕棻、凌性傑、孫梓評、劉克襄

　　　　　（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方瑞華、宋盈璇

　　　《聯合文學》雜誌 羅翊禎

紀錄：張鈞傑

攝影：羅翊禎

林文義委員推薦劉克襄委員擔任本次評審會議主席，其他委

員無異議通過，主席先請各位評審委員針對此次入選作品進行簡

短的意見發表。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凌性傑（凌）：這次作品蠻有意思的，題材非常多樣，也有不少

篇章是直接回應高雄的地理空間與歷史情境，使高雄這座城

市和自己的生命經驗連結，有些作品寫作手法雖不是那麼厲

害，但具有很素樸、動人的力量，讓我覺得這個作者或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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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子就只寫這麼一篇文章，而我很幸運能作為一個欣賞者、

傾聽者，聽他們敘說也許從來不敢跟家人朋友敘說的故事，

這是我從這次作品中看到很動人的地方。我會從這十八篇作

品中，針對喜歡的作品去講它的優點，因為缺點真的在所難

免，所以會挑出它值得推薦的部份。

柯裕棻（柯）：有些作品真的是非常感人，可以感覺到作者把自

身內在的情感完全展現出來，確實會讓我流眼淚，他們的主

題是很感傷的人生經驗。評審很難對作者的人生故事做評

價，討論書寫技巧或段落安排時可能會有冒犯之處，因為對

於情感經驗還有人生的起落，很難給分數。這是我在挑文章

時很困難的地方。一座城市的文學獎可以收到這樣廣泛、主

題迥異的文章，非常不容易。有看起來大概是二十出頭的作

者，也有看起來是五、六十歲，為人父母者的作品，這個文

學獎收納的年齡層與視野如此寬廣，很符合高雄作為海港以

及熱帶都會所培養出來的作品。

林文義（林）：如同剛剛柯教授講的，以及性傑所提的，各位可

以看到這些作品，有許多題材和內容，是以南方觀點去闡述，

呈現了南方的樣貌。而這次我比較著重在文筆優美，但不見

得美就是好，很高興可以跟委員們一起在這邊，一定可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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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很南方、很大器的作品。

劉克襄（劉）：讀這次的散文獎作品，確實很喜歡裡面的南方氣

息，尤其是與高雄市相關的，讀到時在情感上分數無疑會比

較高，而且也喜歡這樣的對話內涵。因而作為一個評審委員，

可以有機會閱讀眾多相關高雄的文章裡，我收穫非常多，也

看到非常有趣的現象。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從以前接觸到

現在，都有一種感覺，這些作品在文字上比較不像我在北部

文學獎看到的精緻，反而帶有粗曠的美，那種豪邁和熱情，

讓我感覺像是讀到另一種文學質地，也使我在文字的駕駁方

面比較不會挑剔。在最後初次入圍的幾篇中，大概有二分之

一都跟高雄有關，我也喜歡這樣的結果，讓我們更清楚書寫

者如何從不同的面向，展現溫度和內涵。

孫梓評（孫）：一百多篇參賽作品裡，主題仍以親情為大宗，高

雄做為一個被離開的「原點」，書寫者在故鄉跟異鄉之間游

移，所以探討什麼是「家」的作品也比較多。此外，似乎有

許多人是從事教職，或身分是學生與研究生，以自身身分所

經驗的，成為題材。還有一類則屬於地誌書寫。散文跟其他

文類一樣，文字是創造的載體，文字也是藝術本身，作者能

否恰如其分使用文字，服務他要寫的主題，對我來說是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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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部分作品讀得出作者想藉由文字表現新鮮、奇異，

但如果思想本身相對空洞，沒能和技術融合，我還是會偏擇

思想內容更飽滿的作品。我挑選的過程是，從一百多篇中挑

出二十五篇，再挑出十篇，再挑出最後五篇，但此次遇到一

個困境是，要選出最後五篇時，非常困難。有好多篇作品的

水準是相近的，甚至做出選擇時，必須忽視其缺點。某幾篇

猶豫後沒選，但有其他老師選入，也可能是我們在選擇時的

著眼點不同。我認為作品的「魅力」還是重要的，希望挑選

出來的作品是我做為一個讀者而非評審，很願意重複閱讀它

的。

複審結果

本屆散文組總收件數為一三八件，複審結果共十八件作品進

入決選。四票一篇，兩票兩篇，一票十五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四票 〈夜知道〉（劉克襄、柯裕棻、孫梓評、凌性傑）

兩票
〈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劉克襄、凌性傑）

〈調度員〉（劉克襄、孫梓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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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

〈鳥魚，魚鳥〉（林文義）

〈萬仔〉（孫梓評）

〈錯夢〉（柯裕棻）

〈燃後〉（凌性傑）

〈養蝦人家〉（劉克襄）

〈雨後〉（孫梓評）

〈家在白城〉（柯裕棻）

〈如岸的女子〉（林文義）

〈網字〉（孫梓評）

〈漫遊隱於市〉（柯裕棻）

〈香蕉〉（凌性傑）

〈告別練習曲〉（柯裕棻）

〈敵人〉（凌性傑）

〈尋衣啟事〉（林文義）

〈kacalisian〉（劉克襄）

經評審委員討論後，決定兩票以上者進入下一階段，剩下之

一票者由投票者發表意見說明，或選擇放棄，其他委員亦可表達

意見。

一票作品討論

〈鳥魚，魚鳥〉

林：這一篇以及另外兩篇，我替它們爭取一下，我主要是以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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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評選，這三篇文筆我覺得蠻好的，現在講的這一篇，沒有

針對它的內容，完全是針對寫作技巧，等一下提到另外兩篇

時還是一樣的看法，請評審老師們再看一下，如果大家都沒

有投，我可以放棄。

孫：〈鳥魚，魚鳥〉是這次作品中，企圖對文字有實驗性寫法的

一篇，作者寫高雄的書店，讀書的人以及自己—包括讀書

的自己和寫字的自己。一方面用比較跳躍的語言去寫觀察到

的城市風景，另方面也將他國外留學的經驗融入進來，將暫

時有點一事無成的狀況表現出來。作者的鏡頭在移動、關注

細節時，會流於片段，所以整體連結不太起來。題目很特別，

我稍微查了一下，發現「魚鳥」做為一個詞，在典故上是指

隱逸、或是已經不在的事物，用這樣的題目去扣合其內容，

還算有說服力。

劉：我也稍微補充一下，如果它的敘述能更柔軟，會更有說服力，

它的文字就像梓評所講的，比較跳躍，讀起來怪怪的。

〈萬仔〉

孫：我滿喜歡這篇的寫法，寫出滿有難度的關係，這個關係是做

為一個女性，如何對媽媽的前夫傳達出情感。這篇作品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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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透過某些記憶的剪裁，把作者跟萬仔這個人的感情，

很生動地呈現，有些片段比如作者回家後身體不舒服，媽媽

說她是被「問著（mn̄g--tio̍h）」，寫出一種民俗的反應，很

真切。文章隱約透露出，這個第三人稱的「她」應該是住在

某個大城市，之後到了媽媽前夫居住的地方，大概是澎湖，

「她」來回於不同空間，既寫空間帶來的異樣感覺，也寫

「她」感受或適應另一個空間後呈現的反應，這種心理調度

是很困難的。但這篇作品也有缺點，比如文中寫他們是「同

父異母」，但應是「同母異父」，另外，她的家族有好幾個

姊姊，但裡面出現的姊姊，面目都很模糊，所以作者其實省

略掉很多東西沒有交代。

柯：我原來也很喜歡這篇，但我沒投它是因為，很關鍵的親子關

係沒有寫清楚，家中有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四個女兒，但是

沒有解釋女兒們的血緣關係。如果不評論這個問題的話，作

者在寫「她」跟萬仔之間的情感非常細，也很穩，平順流暢，

而且作者寫情感的時候很有節度，沒有氾濫。只是，親子關

係的問題讓我讀起來很混亂，無法忽視這個缺點。

凌：我很喜歡這篇的文字，但很過不去的是在第四段，就是「阿

伯名叫萬仔，媽媽的前夫，同父異母姊姊的爸爸」，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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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母異父姊姊的爸爸，所以有個關鍵人物的缺席讓我覺得，

讀這篇文章的時候好像多一層迷霧沒有辦法解開，就是媽媽

的現任丈夫去哪裡了，讓我在閱讀時會產生疑惑，現任到底

怎麼了，其實這是很影響家庭關係結構的，而且萬仔也不能

叫做繼父，只能叫阿伯，還有媽媽為什麼會跟前夫之間有這

樣的關係，這是這篇文章可能還需要梳理清楚的地方。

〈錯夢〉

柯：這篇是在很多沉重主題裡相對活潑的，節奏輕快地描寫作者

年少時的懷想，十幾歲時打電玩，面臨家庭問題和同儕霸凌，

卻也意外得到了一段友誼。在家裡出現各種問題時，作者想

要修改電玩機器，做盜版，想賺大錢，所以跑到高雄來。作

者寫年少的大無畏時，他的行動跟高雄有了關連。回想年輕

時候家庭的問題和紛爭，大部份人會比較沉重，大家習慣用

一些熟悉的方法寫家庭關係，或是年少的失落跟困境。但這

篇文章的做法不同，所以我投給它。這篇作品文字相對平實，

節奏也比較快。它的分數跟其他幾篇作品相似，落在同一個

區間，所以大家願意支持這篇作品也很好，不願意的話我也

可以支持其他類似主題，或表現手法相似的作品，這些作品

我認為是自成一格。他們如何凸顯出高雄主題我想是比較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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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我一開始也有考慮這篇，在這次的作品中，它相對來說是很

有技巧的寫作，有通順流暢的文句，作者把兒時的記憶電玩

化，同時也把父親玩股票這件事給電玩化，在兩種「電玩」

之中又很巧妙地把「高雄」嵌進去。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讀這

篇始終有種小說的感覺，它的設計感非常強烈，包括被霸凌。

於是一切都好「合理」，每個環節都設計得很「漂亮」。

劉：對，這篇比較像是小說，不像是散文，寫法真的很特別。

林：補充一下，我的想法跟老師們很接近，這一篇就像上面的萬

仔一樣，當時看的時候我覺得很像在看小說，所以我沒有投

它。

〈燃後〉

凌：我對吸菸者有一股莫名的同情，他們總是用一種很邊緣的方

式存在於都市角落，尤其禁菸區塊越來越多。作者題目設計

得很有意思，「燃後」跟「然後」有個意義上的相關，這樣

書寫吸菸者的心境，很像最近心理學書籍常講的高敏感症狀

的自述，作者到頂樓燃燒一個人的淒涼，孤獨、逃避、厭世，

很可能作者生命還蠻年輕的，但要吃下五顏六色的藥，這是

我在這次作品裡看到內心挖掘最深刻的一篇，所以我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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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養蝦人家〉

劉：這篇我可以放棄，但還是稍微講一下，我實在不喜歡成語不

斷出現，但作者把養蝦這件一般人不熟悉的事物寫得非常生

動，如果不是用文言式語言會更好。

〈雨後〉

孫：〈雨後〉是個有難度的題材，作者要寫的是信仰跟傳道，要

如何寫得讓置身事外的人感到興趣，很不容易。整篇文章寫

他到澳洲一處華語村傳道，要把傳福音的影片給一定數量的

人看，做完這些事情後要離開了，跟一起傳福音的人有個聚

會，整篇文章既寫聚會的場景，也回憶傳道的經過。文字很

有風格，讀第一句就被吸引，「影子非常銳利的從椅腳後方

切上來」，作者很懂得利用細節，讓所經歷的環境和事件立

體化。

〈家在白城〉

柯：這是一篇在結構和文字上都相當符合抒情傳統的散文。作者

寫離開家之後對於家鄉城市的懷想，對於高雄的感受相當靈

敏，色彩描述豐富。行文是分節的，這些小節是作者對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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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還有對於城市地景地貌的回想，我特別喜歡他下的

這些小標。這篇相對沒有那麼顯著的故事線起伏，這篇散文

就是悠然的心情的描述，或是一些青春期的想法。

凌：我想支持這一篇，我覺得作者用一個非常老派的敘述方式，

以優雅的語調去講他青春期的故事，尤其最後的亮點是，年

輕時候遇到，喜歡在愛河旁遊蕩的詩人，這應該是一個比較

落寞的、疏離感很強的詩人角色，雖然詩人的那一節在整篇

文章中看起來有點突兀，但我很喜歡這樣的參差感，作者沒

有刻意要做什麼，自然的表述他對於城市的記憶。

林：我也支持。

〈如岸的女子〉

林：這篇與〈家在白城〉我覺得某些地方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我

還是著重在技巧，不知道其他評審老師對這篇有什麼看法。

柯：我也很喜歡這篇。一開始不理解為什麼叫如岸的女子，後來

知道是表示一個可以做為倚靠的女人，作者整個情感非常豐

沛但是沒有失控，寫母親可以寫到這麼滿但沒有哭天搶地其

實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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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這一篇可以請評審老師考慮，它就很像之前那篇〈萬仔〉，

但作者寫得很清楚，也不會太悲傷，像在說教。

劉： 如果是〈家在白城〉跟〈如岸的女子〉比較的話，我會覺得

〈家在白城〉用字上更好一些，這篇比較會有些像是說教的

文句出現。

孫：我附議劉克襄老師。〈如岸的女子〉很熟練，熟練到有些敘

述有點作文感；〈家在白城〉四段的敘述則有點參差，第三

段和第四段寫出某些哲學式思考，但前兩段就青澀很多，甚

至有些不必要的枝節會被寫進去。

〈網字〉

孫：我本來提醒自己不要選擇過多親情題材，因為親情主題是在

散文書寫中，能打動所有人的最大公約數，可我還是選擇了

這篇。因為我喜歡作者觸及很多寫作者會遇到的問題—有

人問你「寫作有什麼用」，且這個大哉問還是出於你的至親。

所以，雖是寫很常見的兩代互相無法理解，以及「父不在」

的心境，但作者還是寫出了細膩的細節。我也喜歡最後提到

的「字在人在，字亡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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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網字〉如果篇數不夠的話，我會支持這篇。

〈漫遊隱於市〉

柯：以漫遊者目光完成的作品，高雄一日漫遊的所見所聞穿插自

己的人生經歷。甚至將高雄這座城市發展過程與經濟興衰，

交織在自己回憶與家庭狀況中。雖然這篇只是講逛街，但它

有多重視線，既看向過去也看著此刻，作者在遊蕩時節奏相

對是流暢的，沒有造成時間跳躍或空間不清楚，且也有對自

己人生的不滿和失意，這篇在許多寫街景的文章裡面，算是

控制得很好的，如果要選一個都市流動的文章，我會選擇這

一篇。

林：這篇我也看了好幾遍，我覺得它的文字非常穩，我可以支持。

劉：作者描寫得失業過於流暢和刻意，失業可以是很無心的去看

到悲傷，可是我覺得這裡面幾乎可以預測到每個橋段的轉折

和情況，這樣的失業太奇怪了。雖然文筆很好，但好像少了

點什麼。

孫：我也覺得這篇很會寫。但有個使我困惑的關鍵點是，作者居

於什麼年齡？他為什麼稱別人為「舊時代」？他的孩子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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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歲了吧？不然怎麼會出社會了。此外，文中提到辦卡

是送趴趴熊，現在趴趴熊已經不流行了，就變得很不像現在

進行式⋯⋯因此我沒有辦法拿捏它的時空位置，可結尾處寫

得真好。

凌：我覺得這篇在描述事情的文字技巧上可以舉重若輕，可是在

情緒抒發上好像不太能舉重若輕，尤其是第五頁，「小時候

父親失業之後就會帶我們來搭渡輪」，還有作者自己中年失

業後變成一個城市的漫遊者，這個想像似乎太過文青，我覺

得現實生活是沒有那麼輕盈的，我身邊失業者的狀況，跟這

篇比較起來，這篇文章中的輕盈會讓我有點疑惑。

〈香蕉〉

凌：這篇的文字敘述非常樸實，但在樸實之中講到很動人的鄉土

故事，特別是作者講到一個很帥、卻很渣男的阿公，造成阿

嬤很多傷害，這個家庭故事連結到旗山美濃那一帶種了很多

香蕉，把當地的物產連接起來，尤其是這個寫作者有提到一

些很動人的細節，像第三段他有提到「當別的女人幫阿公洗

澡的時候，阿嬤是什麼感覺呢」，作者其實很細膩的觀察到

阿公跟阿嬤之間的生活，尤其是很帥的阿公到老了之後，身

體退化了，家裡多了越南看護，我覺得這很能夠反映臺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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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社會的一些現況，所以我蠻支持這篇的。

劉：這篇勉強可以支持，但我覺得越南看護那邊要有一個交待，

要有一個轉彎讓故事再回到自己的時候，可以處理得更好，

作者這方面有點閃掉。

〈告別練習曲〉

柯：這篇乍看沒有什麼太深奧的涵義，就是一個洛杉磯的作者看

見他後院的一隻鳥，那隻鳥被黏鼠板黏住，作者想要救牠，

但最後鳥還是死了，這篇文章也是在那裡就收起來了。我

投這篇的原因是中間寫鳥的部分，充滿了細節以及幽微的心

情，寫得非常仔細，很吸引我讀下去，而且鳥的名字還取作

發財跟發粿，這都是一些小小的鉤子可以把人勾住。前半提

到洛杉磯的疫情，中間就沒再提這部份，最後又接回在醫院

看到這些生死，作者其實是有更大更深的想法要說，但他淡

淡地把這些細節講完就停了，它沒有特別設計，文字也都是

穩的，最後仍然可以給人感動。

劉：我可以支持，但作者的文字太像是一個沒有寫過文章的人，

把事情鉅細靡遺的寫出來，可也不容易，因為處理的是這樣

的議題。飽和度很夠，只是就文字精煉度而言，在散文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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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上是相對吃虧的。

林：我是覺得文字太多，如果可以再簡練一點，應該就很好。

〈敵人〉

凌：這篇是在文學獎中少見以軍中故事為題材，它重點就是結尾

的阿輝死掉那樣巨大的撞擊，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這個敘

述者「我」，自己的處境跟心態上的變化在文章中沒有讓讀

者看見，純粹就是因為題材特殊。

〈尋衣啟事〉

林：這一篇我覺得它是在用技巧，所以我不堅持。

孫：一般來說，作品前面使用引言或詩，常常沒有發揮作用，但

這個作者滿有巧思，前面引的詩，是談「存在」這件事。而

整篇〈尋衣啟事〉則寫作者遺失了一件毛衣，之後發現有個

男人竟穿了他的毛衣，他跟蹤那個男人回家，突然出現一個

魔幻感覺，彷彿作者預見了未來的自己。可是，全文的重點

又不是預見未來，而是在「遺失」跟「預見」之中，把「現在」

的自己給袒露出來，暗中呼應了前面所引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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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calisian〉

劉：這篇我想尋求支持，因為 kacalisian的意思是住在山坡上的排

灣族人，作者來到高雄後受到都會人的歧視。住在五樓沒有

電梯的地方，工作又受到欺負，而同時身為一位研究生還面

臨論文寫不出來的困境，回到大武又被視為部落裡面比較有

機會往上爬的人，在這種矛盾與掙扎下，他以種小米來做為

寄託，我覺得這篇提供了很多可以思考的面向。

柯：我本來也支持這篇，我喜歡這篇的原因是雖然有很多篇主題

都在講困頓，而這一篇的作者算比較平實敘述，種小米的那

部份很不錯，雖然事實上小米很難以那樣的方法種出來，作

者在做一件徒勞的事。寫得相當好的是回到部落那段，直觀

的把所見所聞以及反照他自己問題的這些對話，就這樣寫出

來。

凌：我也可以支持，但我還是有點疑惑的部份是，作者說故事的

能力非常好，尤其是這兩個主角，他們兩個的交會讓整篇文

章的元氣是比較飽滿的，不會只有孤零零一個人在都市裡面

討生活，然後藉由對照，文章就會有張力和神采，但讓我比

較疑惑的地方是，它某些小細節上讓我有小說感，特別是作

者用了兩個註腳，一個是排灣族語，一個是阿美族語，但他



208

在敘述部落裡向大伯伯敬酒的時候又用漢族的稱呼，通常比

較細膩的寫作者，常在原住民的新詩裡面看到，他們就會用

原住民話語去稱呼家庭關係，所以我覺得大伯伯這邊是讓我

比較疑惑的地方，當然他整體感非常好。

孫：我有個小疑問是，阿美族人懂排灣族語是很尋常的事情嗎？

因為裡面有提到說，「你是個 Kacalisian。」但，Sua’l怎麼

會知道這個典故呢？讓我覺得一切情節都是作者設計好的，

但此處出現了小 bug。

林：我覺得這篇就像梓評說的，作者把很多原住民在都市會遇到

的困境都列出來，我覺得很有計畫。

兩票作品討論

〈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

凌：我很喜歡〈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作者其實訂題目有一點

失誤，如果是日記體的話不太會用這樣的形式表露，但整體

來說這篇是我的前兩名，我非常喜歡他對螞蟻的觀察，對於

孤獨自我的觀照，這個飼主本來是想養大隻一點的生物，但

受限於自己的空間，自由度也不夠高，只好養高雄巨山蟻，

我在看文章時也一邊 google高雄巨山蟻。在養這樣的寵物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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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作者看到了生死流轉，受困在自身的處境，他將很深

的情感投射於螞蟻身上，所以高雄巨山蟻的死亡也凸顯了這

個敘述者生存的困境，他的自由度是受困於社會的，作者想

表達他跟螞蟻的關係，當然我是覺得最後的兩三百字有點多

餘，文章可以再省略一些，把話說得太滿了，只要把螞蟻跟

自己的狀態好好表現出來就非常動人了。

劉：我也支持這一篇，但讀完有一點點小瑕疵，這篇好像到最後

結束的時候有一種單薄性，就像一面牆沒辦法看到完整的豐

厚度，但也可能是作者的生活裡就是這樣子，她受困於這個

世界，只能用巨山蟻來療癒，這個療癒本身相當卑微而無奈，

也說不定這就是作者想要的表達方式。

孫：以蟻喻人，並不新鮮，生存在現代都市中的孤獨寂寞，也早

有太多人寫過，不過，因為寂寞而豢養螞蟻，就有點特別，

結尾也好。

〈調度員〉

孫：題材很新鮮，如果要做地域或地景書寫，沒有人比在路上送

貨的騎士更了解，作者很聰明地選擇調度員的眼光，像以神

的視角在觀看路上發生的事情。另外作者寫物和人的交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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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使文章更立體，文中強調比如鯨兒這樣的角色，可以讀

到新生代的生活樣貌。

劉：我喜歡的原因和孫老師類似，這篇極富創意和巧思，生動地

呈現這個社會的生活趨勢和新邊緣狀態。我本身好想寫一個

Uber eat的送貨員，一邊載著女兒去送貨的故事，因為有這

樣的目睹，更被這篇文章吸引。

凌：我一開始很喜歡這篇，作者用在路上送貨的形象來接觸高雄

整體，我覺得這是很貼近土地的方式，甚至會覺得鯨兒才是

這篇主角，如果角色聚焦在鯨兒，我應該會更喜歡，因為這

個「我」暴露得非常少。我之所以選擇割捨這篇，是因為我

有些疑惑，這個「我」的存在感跟真實感讀起來有點弱，敘

述方式也不太像是調度員的語氣，比較像是文學院學生的手

筆，特別是作者會關注到中山大學最裡面文學院的位置。當

然可以說這是調度員本來就應該知道的事情，但我又想到下

一層，調度系統如果自動化的話，「我」這個角色要怎麼凸

顯出來，他可以比電腦更強，這是我有點疑惑的地方。根據

這個行業的細節呈現，「我」的部份揭露得比較少，也讓我

覺得讀起來有小說化的傾向，尤其是第三頁中間加入劉慈欣

的《三體》，作者特別去寫了這個科幻故事，以此當作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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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然後「找出配送異常的物件，安排人工排除，秩序如

常」這個部份對我來說，有點用力過度，特別是作者又深一

層要去挖，「人這樣的靈體在地球上，也許一百年對宇宙來

講也只是小小的一瞬。在我們消亡之後，會抵達另一個終點，

或是起點嗎？」哲學的探問用在這裡會跟前面的語氣略顯落

差。

柯：我也有類似的想法。

四票作品討論

〈夜知道〉

劉：這一篇有四個人投，那請沒有投的林文義老師表達一下。

林：說老實話這篇我很虔誠地讀，我覺得它太阿彌陀佛了，我不

是說排斥宗教，而且作者的筆法讓我覺得很平，不夠特別，

若可以寫得像林清玄這樣大家都看得懂會更好，不然可以像

吉廣輿或簡媜，有一些人生在裡面。

凌：我一直覺得只要相信就有力量，因為我在仁武的老家周遭都

是神壇，會來問事的都是類似於生活在現實底層的人物，他

們最無法解決的難題就是經濟，只好把錢又花在一個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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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這其實是很多底層人物的生存困境。不過我覺得這裡面

有一點點希望，因為這個書寫者是會唸書的，是會反省的，

甚至是有機會帶領這個家庭走出貧窮的。當媽媽在求問神

佛的時候，這個受過教育的孩子懂得去質問這些事情，可是

受限於親子關係，他只能順從媽媽去求神問佛。我覺得〈夜

知道〉這個題目非常漂亮，神佛到底存不存在，其實當事者

「我」是疑惑的，他覺得大概只有夜知道吧，那這個夜就是

暗示黑暗之中，神佛所在之處可能有一點點光和希望，讓媽

媽開車上山去求神問卜這件事情，是追求希望之餘，想要換

取更好的物質生活，在孤立無援的時候去做一些事情。我覺

得作者的處境處理得非常細膩完整，當然有些字句文青感比

較強。我想這位作者應該是念文學院的，作者用這種表述方

式是不突兀的，而且他把那個夜裡的景觀描寫得非常動人，

修辭方式也不會太過份，這是我喜歡的原因。

林：不好意思我補充一下，我覺得有一點請原諒，因為我對宗教

是非常疏離的。以前在學生時期有過一些經歷，這幾年旅行

去中亞、土耳其，也有看了可蘭經，我覺得寫這樣的東西是

比較危險的，也許這是我對宗教的偏見，這篇文筆還不錯，

有文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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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我也很喜歡這篇。家庭教育是每個人都很難抗拒的，尤其小

孩子往往是無能為力的。作者描述自己在這樣無能為力的家

庭環境中，面臨了什麼，事過境遷後，又回頭去看自己經歷

了什麼。乍看是要寫家庭關係中的渾沌不安，或是這樣緊張

的親子關係中母親的畫像，但慢慢我們才發現，真正的主題

是命運，或是對命運的理解。整篇文章有個很珍貴的部分是：

當敘述者還小，看待母親就只有母親這個角色；但當敘述者

成長後，可以對母親生出多一點理解和同情，那是對另一個

「人」的理解和同情。這份理解和同情使我們可以跟自己的

人生和解。因為有些東西是沒有解答的，理解，有時候就是

解答。

柯：這篇是關於自省跟回憶的文章，處理宗教、家庭還有生命，

但並不是信教。作者甚至有一段幾乎是在壓抑自己的心情，

以及對於母親、宗教和這些師父的恨意。基本上他的情感豐

富曲折，文字也很自制。作者沒有自制的地方反而是用了太

多比喻，過於蜿蜒、想要表現。作者很仔細且有耐心地鋪陳

對於救贖的想法，這篇文章是寫在事過境遷的回顧，他和弟

弟都長大了，也對這些事情瞭解了，所以末段特別花了一些

篇幅處理跟弟弟的對話，他非常感謝母親當年沒有把他們帶

到深淵，他比喻說，即使山路是暗的，母親仍然往上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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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沒有原諒那些師父，但是原諒了母親，或者是理解了母親。

這部份在處理情感上已經高出其他文章很多，這是我支持的

原因。

劉：三位評審委員的意見我都非常認同，我在讀的時候強烈感受

到一種隱藏，幾乎每段都會覺得作者快要受不了，要爆開了。

他善於描述情境，讓閱讀者一直進入其中，可到最後作者回

憶過去與母親的時候，他選擇理解，感謝母親曾做過這些過

去以為荒唐可笑的事情，但作者也認定了，也許母親做的這

些過程，正是穩定家庭的力量。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包容，本

文不像一般書寫迷信宗教的文章，總帶有批判之味。這是作

者在書寫上高明的地方，也是這篇文章會受到大家青睞的重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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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投票

委員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五分，第二名四分，依此類推依序

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

投票統計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劉克襄 柯裕棻 孫梓評 凌性傑 總得分

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 4 4 1 4 13

調度員 3 3 6

家在白城 5 4 3 12

網字 4 4

漫遊隱於市 1 2 3

夜知道 3 5 5 5 5 23

告別練習曲 1 3 4

尋衣啟事 2 2 2 6

kacalisian 2 1 1 4

〈調度員〉與〈尋衣啟事〉同票，須再表決一次，以舉手方

式進行決定。

〈調度員〉獲得 4票，〈尋衣啟事〉獲得 1票，

由〈調度員〉獲選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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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夜知道〉

優選獎－〈高雄巨山蟻飼養日記〉

佳作－〈家在白城〉

佳作－〈調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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