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組

高雄獎 ／ 林念慈    〈聽說，冰箱裡有光〉

優選獎 ／ 馬尼尼為 〈我睡覺的時候〉

佳   作 ／ 馮國瑄    〈印記〉

佳   作 ／ 何承蔚    〈克拉克結業報告〉



162

總評
散文組　總評 

凌性傑

二〇二一年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工作，由廖鴻基老師、

孫梓評老師、黃信恩老師、言叔夏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

推舉，由廖鴻基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

一如既往，初審、複審到決審的稿件，都是交由同一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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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最能反映生活，每一篇文章都是時代的切片，生活的縮

影。或許是因為疫情險峻，徵稿期間居家時間變多，今年打狗鳳

邑文學獎的散文稿件暴增。決審會議前，五位委員各自圈選五篇

作品，結果共有 21 件作品進入決選：得 3 票有 1 篇（〈聽說，冰

箱裡有光〉），得 2 票有 4 篇（〈克拉克結業報告〉、〈掠龍母女〉、

〈島嶼群像〉、〈太陽照在路上〉），餘為 1 票作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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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決選討論的作品，水準相當整齊，各自的人生故事有各

自的精彩，職場身份也各有難處。有評審注意到，這次有不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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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者關注於身體，深刻挖掘性別意識。幾位評審一致認為，不少

作品篇幅填得太滿，逼近五千字上限，塞了太多不必要的訊息，

讀起來很有壓力。

我喜歡好看的散文，看待人事物的眼光，直接影響到這篇散

文好不好看。無論是處理私人記憶或集體記憶，好看的散文應該

有覺察、有洞見、有敏銳的感受、有動人的情感。如果散文是一

門聊天的藝術，適度留白不聒噪才是上乘之作。不虛張聲勢、不

張牙舞爪，寫非寫不可之事，用最理想的節奏與口氣說話，往往

最能引起共鳴。我常常被素樸純真的文字觸動，因為其中有滿滿

的誠意。

今年的散文作品仍以親情書寫為大宗，關於養生送死的諸多

遺憾，是高齡化社會必定會出現的情境。私人情緒方面，這次的

參賽作品中，寫抑鬱痛苦遠多於寫爽朗豁達。我相信書寫是有能

量的，文字能量可以是昇華淨化，也可以是耽溺自陷，端看個人

取擇。悲劇裡有救贖，喜劇裡有眼淚，都是美麗的收穫。

〈聽說，冰箱裡有光〉的作者善於自嘲，以幽默語調敘寫胖

胖宇宙，一併交代自身即地獄的內心交戰歷程。這篇文章刻劃肥

胖者處境顯得游刃有餘，流暢中夾雜著誇張。〈克拉克結業報告〉

以見習醫學生的眼光洞察醫療體系的階級與權力，文字乾淨素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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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了非常迷人的職場新手故事，「已長大、未成年」的自我定

位尤其精準。〈掠龍母女〉寫一對母女熱中按摩，一方面寫肉身

重塑，一方面暗示心靈重建，文字平實自然。〈島嶼群像〉像是

紀錄片導演寫給故鄉的一封信，作者透過教育行動試圖建立集體

記憶，是文學獎場合少見的論述式散文，理念呈現相當精彩。〈太

陽照在路上〉用「單獨完成意義」的方式鋪陳一段感情事件，文

中的「阿卡人」典故相當迷人。

〈我睡覺的時候〉迷離恍惚如詩，敘述方式別有神采，作者

以文字修自己精神的破船，然而生活仍像是一場無解的夢。〈藝

術邊境〉援用《擁抱之書》精彩片段，自行鋪衍香港學生抗爭運動，

順帶論及寫作的真義。〈靜物之聲〉寫捐肝之事，器官移植之時，

亦有感情的修補。〈消逝的書桌〉敘述極有層次，是女性主義的

新聲音，書桌的訂製與移除，在在都是自我定位的暗示。妻與母

的身份框架底下，最難的仍是日常功課。〈印記〉的作者善於說

故事，畫面感十足，人物刻劃極為生動。文章裡，外婆的生命遭

遇簡直就是一則傳奇。〈雜物〉標舉新時代的空間哲學，精確示

範斷捨離之道。〈等雨〉把公務員生活寫得細膩有味道，結尾的

曖昧情境顯得餘韻無窮。〈北臺灣大逃亡〉勾勒出鮮明的九〇年

代社會檔案，以及那個年代的身體覺知。

這些精彩的作品帶來了新的知見，啟發我用另一種視角看待

生活、看待世界。感謝所有參賽作品，願意如此交託真心，用書

寫傳遞能量。祝福所有書寫者，在文字世界裡得到最好的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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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委員們共同推舉廖鴻基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位

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廖鴻基（廖）：今年稿件特別多大家辛苦了，按照慣例我們請各

位委員發表整體作品意見。

黃信恩（黃）：各位評審大家好，我先說選七篇是我，不好意思

讓大家多看兩篇。這一次作品跟我前年 (2019) 來當評審時相

比多了近百篇，好的作品很多，但要選出一枝獨秀的作品還

是有難度，許多作品都在伯仲之間。來稿的作品有許多寫到

會議紀錄
散文

時　　間：2021 年 9 月 27 日（五）下午 15:00

地　　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言叔夏、凌性傑、孫梓評、黃信恩、廖鴻基
                     （按名姓筆劃順序排列）

列　　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李毓敏、陳昱瑄

　　　　  《聯合文學》 雜誌　邱美穎、高翊瑋

紀　　錄：謝旻恩

攝　　影：高翊瑋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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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過世、籌辦喪禮的過程。另外因為是高雄的文學獎，所

以在這兩百多篇作品裡有很多提到高雄元素，但大多流於表

面，僅有地名的提起，有些又太像讀史，敘述過於生硬，比

較沒有呈現在地生活細微的感受，是這次以高雄為主題的作

品比較不足的地方。這次入圍的 21 篇作品在文字、結構、題

材上都有一定水準，不過因為我當過 2019 的評審，這一次的

入圍決選作品，從文風和技巧來看，發現有很多似乎與 2019

的作品是相同作者。我個人選擇的標準之一是自然，太過設

計精巧的作品會失去自然的味道，這種自然也不是閒雜無章

地寫，而是一種經營得自然的狀態，另一點是我希望作品讀

起來是深刻的，有一種來自第一手現場的感覺，能夠超乎我

的想像，比方描寫一段社會觀察，能呈現出電視、雜誌這類

報導無法概括的個人性。另一個評斷的標準是風格，這個風

格包含文字、結構、題材、句式。最後純粹是直覺，這種喜

歡比較難解釋，可能就是對到自己胃口吧。

孫梓評（孫）：各位老師大家好。閱讀本屆作品，最大的感觸仍

是素材和技術的貧富不均。也許五千字篇幅確實提供一個夠

大的舞台，允許作者揮灑故事，但是單純述說故事並無法成

就散文的寫作。如何述說，仍左右了作品的完成度。本屆作

品，不約而同有比例較高的關於女性身體受到傷害、或是擔

心身體受到侵害的主題，少部分與性傾向相關，最大宗仍是

「人」的寫生。因此，在閱讀所有作品之後，雖然有許多篇

都很「好看」，也會忍不住思考：散文，還可以有怎樣的可能？

相信這也是所有散文寫作者除了服務敘事之外，如果對美學



207

還有追求，也會自問的。因此，我初選的五篇，挑選五種不

同面向、不同主題的作品，或許也包括五種寫作者的態度吧。

凌性傑（凌）：大家好，這次數量 224 篇真的很驚人，因為每一

篇上限五千字，我看到許多作品其實是兩三千字就可以解決

的事件，作者希望把五千字填滿，這樣過度填滿的作品，閱

讀起來很有壓力。我覺得散文最能反應現實生活，在這次作

品中看到很多人生故事大集合，最吸引我的是各行各業職業

身份各有難處，把自己的生活交代出來這部份很吸引我，所

以我選的時候會照應到不同性別、身份、職業類別，各選了

一篇。其中親情家庭書寫是最大宗的，這次我也看到過去比

較少出現的職業類別，比如教師、代理教師、公務人員。公

務員的故事我認為不容易寫，有一篇把單調重複的生活寫得

很有趣。我覺得散文是一種聊天的藝術，藉由聊天把感情或

是故事訴說出來。我在欣賞作品的時候會傾向於挑選那些適

度留白、不過度聒噪的，這才是上乘之作。那些過於虛張聲

勢、張牙舞爪的文字我在第一輪會先淘汰掉。在這一批作品

我看到台灣的高齡化社會現象，寫育嬰的變少，歌頌青春的

變少，寫老的、寫病的非常多，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篇文章說：

老人的朋友是肺炎。從這些作品裡面可以看到大家有一種共

同的關懷，面對這些共同關懷的時候我喜歡有個性的作品，

寫作者看待人事物的眼光會直接影響散文好不好看，我會留

意文章是否有洞見、有覺察、有敏銳的感受。在這些作品裡

面我特別保留位置給一篇論述型態的散文，這篇說理說得很

高明，帶有感情，讓我被說服。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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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叔夏（言）：各位老師好，因為這一次稿件很多，我自己覺得

要其中選五篇太難了，第一輪就挑了十幾篇左右吧，很多伯

仲之間很難取捨，最後也只能用其他老師提的方法，選題材

或敘事表達上特殊的作品。這次其實水準很一致，文字技巧

上也在類似的水平上，但讀下來感覺好像亮眼的作品比較少，

不會有一讀就是第一名的作品，可能跟老師說的跟字數問題

有關。另外過去在同一年文學獎上會看到某些議題被大量寫

作，而這一批給我的感覺是呈現各種不同群像，這種群像的

邊界不是很清楚，好比作品談論的議題涉及疾病並混雜談性

別，出現議題消彌的狀況，所以沒有過去集中特定核心關懷

議題的狀況。當然還是有許多關於女性或是同志命題的出現，

但相對的比例或企圖心並沒有呈現出這個時代的大家都必須

要做這件事上，所以相對來說很多作品讓我感覺表現很樸素，

技術方式也是絮絮叨叨的在寫的。這種很直白、敘述感強烈

的寫作形式讓我覺得文字的完整度上不足，會覺得整批來看

大家有各自不同人生，但是差異度不大，只是置換另外一種

故事而已，讓我覺得挑選有些困難。那最後我還是回到文字、

文學技巧上，作者有沒有選擇從一個位置出發，去看待與他

人能共享的經驗或身份。散文對我而言是一種從某一個點開

始朝向另一個點發散的過程，展開流域，如同河流在日常中

穿行，可能觸碰某些沙洲、樹木、河岸產生自己的生態系。

我自己會希望在這些作品裡面找到作者可以很自由的去看到

生命當中不論這個議題的界線或有沒有這個界線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能否栽植成自己的生態系，這樣的作品是我比較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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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說服力。

廖：我非常認同剛剛梓評說的散文寫作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

性。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多文學獎件數，在這樣競爭激烈的情

況下，但也因此看到了不同作品類型與其帶來的可能。各位

委員有不同標準，我會比較認同開創性，他突破了過去散文

書寫的範圍限制，比如說剛剛性傑提到的講道理那篇，我就

覺得是很特別的呈現。那這樣的形式最後考驗的就是是否整

體的感覺自然或是過度修飾或經營。整體來說優秀作品很多，

要選五篇很困難與掙扎。那我們進入一票的討論。

複選結果
本屆散文組總收件數為二二四件，複審結果共二一件作品進入決

選。三票一篇，兩票四篇，一票十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三票  〈聽說，冰箱裡有光〉孫梓評、黃信恩、言叔夏

兩票   〈克拉克結業報告〉凌性傑、孫梓評

   〈掠龍母女〉黃信恩、言叔夏
   〈島嶼群像〉廖鴻基、凌性傑
   〈太陽照在路上〉廖鴻基、黃信恩

一票   〈反作用力〉黃信恩

〈我睡覺的時候〉孫梓評
〈藝術邊境〉孫梓評
〈靜物之聲〉黃信恩
〈橋〉言叔夏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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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書桌〉凌性傑
〈紅酒燉牛肉〉廖鴻基
〈末路狂花〉言叔夏
〈我們慢走〉黃信恩
〈印記〉言叔夏
〈雜物〉黃信恩
〈等雨〉凌性傑
〈移徒〉廖鴻基
〈北台灣大逃亡〉孫梓評
〈一本為完成的變態觀察日記〉廖鴻基
〈師父藏鋒〉凌性傑

經評審委員討論，兩票以上作品進入最後決選，一票作品有一位

以上評審附議者，也進入最後決選投票。

一票作品討論

〈反作用力〉
黃：〈反作用力〉的題材在此次是比較少見的，藉由運動游泳來寫其

中的故事。我選他有一個原因是讀完這個作品有身歷其境的感

覺，彷彿作者把我帶進泳池游泳，我喜歡這樣的臨場感。但作品

也有缺點就像言老師說的有絮絮叨叨的感覺，可精簡的事件卻拉

長敘事，讓作品到最後覺得有些冗長。這篇作品可以再多帶入一

些深刻的哲學啟發與反思，把敘事視角拉開拉廣。不過主要還是

因為游泳的題旨讓我選擇了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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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覺的時候〉
孫：這位作者的寫作風格基本上像是一種簽名，很容易就能讀出是誰

寫的。我們往往會預期一篇散文應該有形狀清晰的故事，但這是

一篇很長的敘事詩，將自己身處台北做為人妻，住在一間市值

一千五百萬的大倉庫裡面所必須忍受的種種，與可能是馬來西亞

的外公、媽媽，還有自己成長中所經歷，如今因疫情暫時無法重

返的故鄉記憶，用一種厭世的語感呈現。我覺得他最強大的是對

散文的破壞，雖然有四千多字，卻縝密地以意識流的方式，編織

出文本。「睡著」像是回憶與夢境，也是可以離開現實的方式，

但這種「睡覺」又是岌岌可危如履薄冰，隨時會被現實叫醒，比

如最後的結尾。作者以詩意的方式寫出一種普遍的，現實如同服

勞役的狀態，看似散漫卻風格飽滿。

凌：這篇我剛開始有選後來放棄，這是很適合用佛洛伊德理論來解析

的文本。我想到《空間現象學》作者說過：「有一些文本刻意作

成詩的樣子，但其實不是詩，只是一種壯麗的語無倫次。」這一

篇文章似乎比較適合跟精神醫師溝通，而不是跟普通讀者溝通，

所以我放棄。這批作品中有很多寫到精神疾病或憂鬱症狀態，我

閱讀作品時如果感覺到身心能量有一些不舒服，也會直覺的放

棄。如果讀完能夠有慰藉、救贖之感，就會選擇保留這篇作品。

言：我原本有選但為了五篇就放棄了。但昨天再看一次我是可以支持

這一篇的。當然大家也知道這是很風格化的文本，一看就知道作

者是誰，當初沒有選作品進來很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作品篇幅很長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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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硬要填滿空隙的部分，但是這一批作品裡面少數寫出他個人風

格的作品，所以文字上是願意支持的。那這一篇跟〈反作用力〉

也有想選，但昨天在重看的時候我會覺得找不到作用力與反作用

力指涉的對象，但是這一篇〈我睡覺的時候〉，是有一個相對尖

銳的批判對象或是批判性的存在在那兒，用像是貓毛般的語言包

裹他跟世界摩擦的靜電與火花，讓我覺得即使他是厭世的，也仍

然有燃燒的可能。

廖：這一篇各位是否覺得很像美術作品中的印象派，用色彩塊點

來拼做好的作品，那我原本也是支持這篇開放性、風格化的

作品，用睡覺代表對現實生活的無奈感，十分強烈，所以我

會支持這一篇。

黃：我覺得讓我閱讀起來有種隔閡，我通常在選一個作品時我會找很

充分去支持他的理由，但我讀這篇有時候覺得太跳躍了，讓我接

不太起來，可能是風格之故產生了隔閡，讓我很難被打動。

討論結果：獲廖鴻基、言叔夏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藝術邊境〉
孫：這篇可以搭配〈末路狂花〉來討論，因為都提到了香港抗爭

運動。作者先以第一人稱親臨現場的筆法寫 2019 年 11 月香

港理工大學圍城事件，把那經過，以紀錄片方式紀錄下來。

但是，文字有用嗎？對抗爭和受苦的生命有幫助嗎？他對此

進行反思，舉了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所寫的例子：一對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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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屠村的戰爭，一個攝影家找到了血泊中的兄弟倆人，

原本已經擎起相機，最後卻放棄了拍照。由此，又帶出一個

從香港到台灣讀書的研究生，香港的抗爭者／台北的研究者，

兩人命運如同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筆下的孿生兄弟／攝影家，

此時文章思考的點同樣聚焦於：書寫或研究，對這場被迫中

止的抗爭，能產生什麼意義嗎？藝術究竟是有其「邊境」，

或是在那看似「絕境」之處，還能逢生？作品結構很有趣，

非對稱式的開展，如同破碎的鏡子，照映出他自己，甚或是

做為讀者的我們，也感到困惑的部分。其中的思索，是文學

／藝術面對殘暴政治／現實時，人的作為與不作為。雖不能

說是很成熟的作品，卻相當真摯。

廖：他用事件本身反思了「為何我要寫」、「寫了有什麼用」的

這些命題。我覺得有點矛盾是，作者質疑書寫有什麼用？而

最後還是寫下了這篇作品，而為何書寫的命題最終仍無解答，

這感覺就有點落入矛盾裡。

〈靜物之聲〉
黃：我想在座幾位評審對他的敘事會有印象，因為 2019 年時有一

篇文章叫做〈所見〉，內容是說他要去捐肝，在病房等待的

過程。印象很深刻是那次廖老師還問我說捐肝要切掉肝臟的

多少。這似乎是同一位作者寫的，也許計畫要寫一系列捐肝

的故事，在這系列挑出一篇來參賽。我覺得作者有找到自己

的聲腔，不是普通常見的選字措辭，另一個優點是在於他會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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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膩的感受病房的事物，不過也出現一個問題：在這麼大的

篇幅裡，有很多片段是圍繞在一個不斷想像的思考中，好像

沒有辦法跳出一個層次，繞圈子，有一點像是原地踏步，若

此文能隨著文字一層一層推進，也許會更好。此外，我蠻喜

歡他的題目〈靜物之聲〉，當中寫去捐肝後回到加護病房，

因為插管而喉嚨受傷沒有辦法發聲，他的結尾很好，像是想

說什麼但沒有人聽得懂，這使得他更能在加護病房裡面感受

幽微物事。心思很細膩，這個細膩是很特別，也很值得鼓勵。

孫：不知道是不是人格特質的關係，黃老師圈選的作品，都是「流

速」比較緩慢的？並借用很小的場景去開展觀察。〈靜物之

聲〉的文字頗為講究，作者可能是詩人，有自己文字的模組。

許多身處加護病房中的細節描寫都很生動。只是會有點猶豫，

用這樣篇幅來寫這個主題，會不會稍嫌太長。

〈橋〉
言：我覺得這一篇作品用小說式的筆法開展，他寫的是一個強烈

的當代感，比如每天上班前要越過幾座橋，到幼稚園去當老

師，但其實內在有很多對生活的不認可。那我覺得作者掌握

到抒情散文寫法，從一個意像去開展。所以雖然整篇文章的

句子、技法很斷裂、跳躍碎片化，不斷在意識裡面與世界對

話，可是我會覺得他帶來一個很好的暈眩感，圍繞在這橋的

意像中心，跟世界進行對話，同時又有開展往外迴旋、暈眩、

破裂感，這讓我讀來很容易跟著作者一起在他的生活中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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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閱讀感受。這一次很多作品都會處理這樣的題材：

許多篇處理到當代生活的問題，二、三十歲的世代，他們在

城市生活的迴旋中無法出走，我覺得這一篇是裡面處理比較

好的，有一個反覆追尋的過程，但在這過程中一切是碎裂掉

的，可是他把這個碎裂製造成自己的鱗光。橋代表了溝通也

代表斷裂的意向，溝通與斷裂的意像在這裡反覆的編織，編

織的過程既有漏洞卻又結構起來，所以我還蠻支持這篇。

孫：重讀時我也想支持這篇。作者用第三人稱寫出連結的斷裂：

「橋」的意象很聰明，橫跨在人我之間、人神之間、人和自

己之間。作者的文字表述往往是意在言外的，常有帶刺的說

法，但這個刺，是為了帶出那種沒有希望、被困、受傷的感覺。

整篇傳遞出的一種適應不良，很像沒有順利跨進成人世界的

小孩，是某一個世代的群像。

廖：我有意見的是在：三頁「滿口謊言？」、七頁「一片嗡嗡黑影」、

九頁「橋已斷」，這樣寫我覺得有點刻意。不過如果他能維

持前半段的書寫是好的、矜持的文章，後面有點鬆垮掉。

討論結果：獲孫梓評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消逝的書桌〉
凌：我很喜歡〈消逝的書桌〉這一篇，作者應該是熟讀女性主義理

論，但女性主義理論在他的生活裡像是完全派不上用場，所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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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只好用〈消逝的書桌〉來重新書寫屬於自己的女性主義

和女性意識。我發覺我選的五篇裡面，最喜歡的前兩三篇的

都是跟女性身份、女性在職場和家庭角色的故事有關，可能

因為我不太能理解那種生活，所以很容易被他們敘述的細節

打動。我覺得作者可能對數學很迷糊，作品當中的一百四十

公分卻寫成一百四十米，雖然這是細節上的小瑕疵，可是她

也很清楚地記得這些數字，代表著他不斷在空間中壓縮自己，

把自己的空間退讓給丈夫和小孩。他原本選擇的人生應該是

充滿挑戰的吧，最後也不得在世俗的眼光底下結婚並生了兩

個孩子。作者的某些觀點我很喜歡，讓我想到五月到七月的

疫情時期必須在家煮三餐的感覺，她提到魯迅，說人生最難

的是那些川流不息的吃飯。意思就是不斷被瑣事襲擊。這是

一個在職場與家庭的女性面對的最真實情境，藉由這張書桌

來進行自我定位，寫得很流暢生動，似乎可以把職場身份和

家庭角色寫成一本書的感覺。

黃：這一篇我可以支持，這也是我當時想要選的作品之一，我覺

得她的文字十分直白，有散文如話家常的感覺，在文章敘事

裡面可以感覺到人生價值觀的變化，這部份蠻吸引我的。她

的結尾也下得很好，通篇從書桌的消失寫到自己的故事，夾

雜豐富閱讀經驗，算是經營成功的散文。

討論結果：獲黃信恩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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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酒燉牛肉〉
廖：雖然飲食為題材的文章很多，但會選這篇是他把人生、家庭的問

題跟飲食結合的幾乎沒有縫隙，非常自然的安排幾乎看不到刻意

的痕跡，包括對話也十分恰當自然。

孫：透過料理的過程，食物與抽象狀態的對位，把憂鬱的童年和失敗

的父親形象給表現出來，有部分的描寫是精采的。但文中出現大

量的對話，使整個描述略為鬆散，末尾的「微和解」有點落入俗

套。

〈末路狂花〉
言：這篇我有猶豫是否選進，最後就選進來了。這篇跟〈藝術邊境〉

也有觸及到香港的問題，不過他用一種邊外的方式去寫。裡面說

他朋友得文學獎要他幫忙去領獎的過程。這篇作品有一種雙層對

寫的意味、企圖存在，二者都是很徬徨的，不論在台灣或在香港

的人，寫到後面我會覺得他幫忙領文學獎獎項時，也碰到了〈藝

術邊境〉同樣的問題，這個年代面臨到的暴政與極權世界如此龐

大，那寫作有什麼用？他們去探問這個問題。也從這個問題去連

結到香港作家黃碧雲，以及他要在公館找舊書的過程。寫來雖然

他一個人在那裡晃蕩，但其實他在寫跟香港這位朋友，不論你是

香港人、台灣人在這個時代大家都是在逃亡的，既是面對彼此，

但也同時面對同一個地平線。這篇在處理上把一個蠻現實的、政

治的、硬的東西放進去，使用抽象的方式翻出來，所以書寫上有

一種轉彎的過程，所以我最後選了這篇。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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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我覺得這篇篇名可以改成〈尋找黃碧雲〉或是〈論寫作〉，我在

讀的過程中就想到很想把手邊所有黃碧雲的作品送給作者。這一

篇跟〈藝術邊境〉我覺得這兩篇都有一個核心主旨叫「論寫作」，

我可以接受全篇都用論述性語調來寫，不過其中一些敘事內容和

主要論述是脫鉤的，那種斷裂感有點怪。那時在談〈藝術邊境〉

時我有個想法，在談寫作的時候，作者會想要炫耀所有讀到的東

西，但這樣反而尷尬，作品中最亮眼的文字都是引述來的。有點

像是引文精彩度大過論文主體，是很尷尬的情境。所以這篇寫到

「寫作的追求、信仰和實踐的議題」時，總覺得似乎還少了什麼。

〈我們慢走〉
黃：我整個被孫老師說中，我選的作品都很慢。但這篇是讓我讀起來

很有溫度的文章，貫穿全文的字眼是「慢」，把「慢」處理得很

有味道，比方他很慢但他的爸爸很急，有父跟子之間的對照，在

開車的回憶裡，爸爸在副駕駛座叫他快一點，還有回憶以前他曾

是快的孩子，但漸漸發現自己人生中有很多慢的事件，包括他跑

步是最慢的，甚至像是爸爸也覺得他人生進展很慢，希望幫他趕

快安排人生大事。讀完後有很多回音的感覺，在慢裡失去也獲得。

〈印記〉
言：這篇不知是他的斷句或陳述的方式，我讀起來的感覺有一種日本

散文的感受，他有一種很清淡從一種情境滑移到另一種情境的過

程。這個散文寫的是親情的素材，在這次作品中很多這樣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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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很多人在處理這種素材的時候，好像很靠近的去處理他，但

是這篇在處理時，有一種像隔著紙門，從洞裡窺看的感覺。這種

感覺可能就像是信恩說的，也不知道為何理由但就是非常的喜

歡，透過一個洞去看外婆和媽媽的歷史。其中這個故事裡面不

免有許多蠻驚人的片段，主角是一個很特別的外婆，她會打扮去

參加聚會，她有一個情人也同時和外公住在一起，這部分有點戲

劇性，不過這樣懷疑人家人生也不好，我讀來會覺得最後選這篇

是雖然有許多 drama 的片段時，但陳述的方式是能說服我的。

另外作品有時會出現一個反身過來看自己的感覺，比如後面寫到

外婆問作者一句， 作者說：「我天生諂媚」，我覺得時時會被

這種回馬槍指向自己的感覺觸動到，很像紙門後面的自己突然冒

出來，有一種驚喜和快感，所以我很支持這一篇。作者的處理舉

重若輕，比如他們家露台後面可以看到太平洋，故事最後收在那

邊，就收得很漂亮。

凌：我很支持這一篇，這也是原本選十篇的時候很亮眼的作品。在處

理隔代教養、母親死亡、阿嬤跟外婆間的權力關係時，都非常細

膩。這也是這批作品裡面說故事能力最好的，故事也真的很好

看，尤其是外婆特殊的人物形象，一妻多夫的關係。另外，還有

特殊的生命遭遇，譬如說簽六合彩致富，後來賠光錢，最後又選

擇上吊自殺，這些都是很不尋常的人生經驗，反而覺得這篇的標

題可以改成叫做「末路狂花」，這個外婆真的有末路狂花的感覺，

我覺得他在寫外婆形象時真的很動人，戲劇感太強了，比如說幫

孩子量身高用唇印去量，這個部分很有趣、情節離奇，尤其是結

尾又故意做了這樣的設計，「那是來不及的告別，彷彿外婆將親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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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停在我額頭上」，這樣的重複連結是比較多餘一點。

孫：作者透過一種佯裝輕快的口氣，將外婆佻達的形象給鮮明呈現，

隱藏在外婆個人人生底下的，其實還有許多傷痕，輕輕帶過，卻

不讓人覺得不滿足，更引人遐想。外婆這一幅驚人的畫像，不因

「我」追憶的口吻，容易出現某種耽溺，而顯得厭膩。相反，作

者非常清楚調味的輕重，使原可能流於感傷的材料，節制而有溫

度。也正因如此，文中的小缺陷便有點離奇：一，清明節和愚人

節應該不會是同一天。但也可能是小孩記憶不清楚？二，外婆若

晚年中風，需要人照料，如何能夠獨自前往一棵樹？

黃：他的優點大家都有提到，故事很有張力，文字也非常好，感覺是

很有經驗的寫作者，不過這篇讀起來也像大家提到的，有一種戲

劇感。我想這種戲劇感，有部份源自精巧的行文，那是作者經營

此文的用心，但它卻可能削弱了真實感，即使是作者的真實經驗。

廖：這篇我傾向支持，因為他寫的是一種巨大的悲傷，但又要幽默敘

述，我覺得講故事能力很強。

討論結果：獲廖鴻基、凌性傑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雜物〉
黃：這篇我會跟〈消逝的書桌〉一起看，他們的寫法很類似，從生活

裡面常見的事物做深入探討，這篇作品是從雜物的取捨來延伸探

討的一篇散文。作品中間有一段先談到育兒，在大約第三頁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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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才討論到雜物，有些敘事還不錯比方第四頁說到「衍生細長而

頑固的根系」，用這樣的比擬來寫雜物我覺得很特別，到最後她

要買新家然後清理雜物。我覺得這是很典型從生活經驗啟發的散

文，要說缺點就是少了那麼一點新意，是否能夠在這些生活經驗

裡做取捨，並帶給讀者更多新鮮的感受。不過就一篇散文來說已

有一定的水準。

〈等雨〉
凌：〈等雨〉是一篇，我覺得是把公務生活寫得很特別的作品。公務

體系的職場經驗其實不容易放在散文中，因為都是重複一樣的事

情，他做的工作也很單調，是在測量降雨的資料，這個菜鳥公務

員用很直覺式的寫法呈現內心細膩的感受，特別的是他跟夥伴浩

哥之間的相處，尤其是結尾那邊有一點曖昧，這是很突如其來、

很動人的一筆。但錯別字太多了。

孫：我想要支持這篇。等雨是工作，兩人一組，但「我」在實施等雨

作業的細密觀察中，不時流露對於搭檔的凝視，那些眼神似乎是

自知但不願踰矩的眼神。於是在豐富的氣味，截斷的語言，看起

來缺乏交流的對話中，「我」讓自己藏得更深，因為他已經知道

道路落石的下場。卻又忍不住在拍照時，流露出真實的心意。那

麼，他等的，就不只是雨了。

討論結果：獲孫梓評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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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徒〉
廖：我其實後來覺得可以放棄這篇，當初選這篇大概是因為自己有女

兒，會有同樣不捨的心情吧。

〈北台灣大逃亡〉
孫：這篇結構很特別。雖然篇名叫〈北台灣大逃亡〉，看似寫的

是陳進興的逃亡過程，但作者鎖定的主題，其實是女性（及

其身體）如何置身於 90 年代。將近一千多字的開場，從多年

後她成為週刊記者所見所聞，帶出 90 年代的陳進興事件，並

寫出當陳進興成為逃犯時，自己的小歷史如何跟台灣的大歷

史交織起來。當年陳進興犯案，搶劫、擄人、強姦，犯案細

節被報導，成為閱讀者杯弓蛇影的心理感受，那些恐懼的陰

影面積，被描寫得很細膩。而透過這個奇特的結構，作者不

僅呈現了自身獨特的身世，也用側面的方式，為已經消失的

90 年代留下拍照。

廖：我覺得作品想批判媒體報導，但又很血淋淋的表達事件，我覺得

如果批判嗜血媒體但又寫出這樣的東西有點矛盾。而且牽扯得太

大了，一直覺得不知道跟達賴喇嘛有什麼關係，讓我覺得作者想

要做大，但是礙於篇幅的關係，還有作者本身的高度是否足夠來

看待 90 年代所發生的這些事情。

孫：拍攝達賴喇嘛的攝影記者，認為那是他自己職涯中的重要紀

錄，但同時，他又必須為了報導工作去酒店偷拍，甚至與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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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興的太太有情色交易，這樣的矛盾呈現出工作中不得已的

地方，還有聖與俗的對比。另外，作者控訴當年嗜血的媒體

公布案發細節，讓身為女性的她深感恐懼，但後來她自己成

為週刊記者，也進入這樣的體系運作——似乎，那不只是一

個人被迫面臨改變，還包含整個台灣社會共同面臨的窘境。

〈一本未完成的變態觀察日誌〉
廖：雖然有一點把大學生當作試驗品，但是作者當大學老師的觀

察，從新生到第二期，用昆蟲變態來形容，包括這個書寫都

相當深刻、特殊的視角來看大學的百態，這是我選擇的原因。

〈師傅藏鋒〉
凌：這篇我可以放棄，但這是好看的散文，吸引我不斷看下去。敘述

流暢且恰到好處。學太極拳的主角，去跟拳擊手對戰，藉由轉學

現代武術引出傳統與現代的爭辯、信念的轉移，行文老派但內容

吸引人。作者引用電影一代宗師的句子時，就把核心主旨說完

了，作品的見解也沒有超越一代宗師的經典名句。核心理念來自

別的作品，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兩票作品討論

〈克拉克結業報告〉
凌：這篇作品寫醫療，從實習醫生角度切入寫醫療體系，寫得樸實但

散文組 —— 會議紀錄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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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豐富具有層次。以實習醫生的身份帶出這個體系的階級差

異，這樣的階級差異也可以置換成實習老師或是流浪教師的生

活型態，他們都有種很尷尬的社會處境。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

同點，我原本找不到那適切的形容，但這部作品卻為我找出來：

「克拉克代表已經長大但未成年的狀態。」我覺得不論在寫實習

老師、流浪教師或實習醫生，都有這樣共同的生存處境。敘事方

式簡單明瞭沒有太多複雜的技巧，是十分誠懇交代生涯故事的作

品。

孫：我一直覺得在台灣，醫師作家的散文自成一格，可能因為這種特

殊的專業與經歷，是一般人不容易接觸到的。此篇以見習醫學生

為主角，筆法跟另一篇〈聽說，冰箱裡有光〉都是容易取得讀者

好感的寫法，流暢而詼諧。還有一個優點是，當我們身處一種身

分或階段時，會擁有該身分或階段才可以感受到的細節，作者很

聚焦地寫出其中甘苦，讀起來很觸動。

黃：我好像應該講點話。先解釋一下克拉克的階級是比實習醫師再下

一級，他是實習醫學生（或稱見習醫師），在醫院還是定義成學

生的階段。這篇是很難能可貴，很多散文會從實習醫師、住院醫

師、主治醫師的角度出發，卻很少從克拉克階段出發。也誠如評

審提到，這個結業報告深刻的寫到克拉克在醫院生態的角色定

位，作品比較多焦點放在位置的探討，卻比較少寫到身為克拉克

階段所面對、看見醫療現場的衝擊。可能因為我在這樣的環境裡

面，所以看到他的結業報告時，會想要看到更多自己可能忽略或

沒有注意到的東西，一種克拉克階段在第一線現場深刻強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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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比如第一次看到人的胸腹被剖開的畫面，這個感受是很

深的。在這篇作品比較沒有寫到這些，而是聚焦在身在醫療場域

學生的某種矛盾身份認同。如果能增加這方面的書寫或許更有可

看性。不過基本上我也支持這篇作品，因為在克拉克階段的醫療

寫作是比較少看見的。

廖：門外看到這樣的身份是很新奇又好奇的，以前也不知道醫院有這

樣的身份。

〈掠龍母女〉
黃：我蠻喜歡這篇掠龍母女，「掠龍」就是台語的「按摩」，文章蠻

樸實的，不會太多文學炫技的情況，但平淡卻不枯燥，真誠自然，

寫按摩的劇情鋪陳有層次。一開始寫到小時候按摩是為了增高，

後來是為了要紓解壓力，雖然單寫按摩但故事是有在前進的，隨

著人生的階段、時間的進展，帶來不同的按摩感受，當中也寫到

男按摩師和女按摩師和母親的事情，想像母親在接受異性幫她按

摩會有什麼想法。透過按摩處理了母女之間的關係，並對按摩描

寫做了很好的經營。

言：這一篇確實處理很平實，這一次有許多處理女性身體，這一

篇關於處理女性的政治與意識，我覺得他的好處就在於似乎

要拿起什麼但在某個地方停下來，這樣的處理方式成為我選

這篇的原因。因為按摩這個空間是私密、陰暗、人與人的接

觸只有身體，卻也同時是很細微、曖昧的界線。我覺得作者



226

的這篇文章用一種很縝密的方式，去慢慢推進到那個界線的

時候，好似要碰觸到那個界線卻什麼又沒有觸及，這篇文章

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這種「又沒有」的感覺。她處理她跟

她媽媽的關係也是如此，裡面提到媽媽去按摩，當時父母已

經分居十年了，那時她就在想母親被按摩時是不是也有慾望

的部分在。她有趣的是她都在某個地方停下來，似乎是作者

的某種人格特質去引導我進入這篇文章，總是保留一個空間

給別人。就如同我們被按摩的時候，可能人與人的防禦界線

也是被保留的，保留一個空間讓疲累的身體得以從中休息。

這篇也是寫的絮絮叨叨但讓我有一種休息的感覺。

凌：這一篇也是很喜歡原本有選，那時候我有先去谷歌查一下「風

雅養身館」在哪邊，覺得有那麼好的地方也想去一下。最吸

引我的地方，是作者啟動直覺式的寫作，文章自然流動，大

量把場景描述給我們。剪裁或許有一點問題，在讀跟按摩有

關的散文時，我自己最喜歡的還是鍾文音寫過的〈骨肉〉：

其中的「骨」「肉」有多重意思，代表母女的關係、身體骨

頭肌肉的關係，其中講到筋膜沾黏、身體結構，要推開時會

痛，但痛完後會獲得和解與重生，這個象徵也折射文中整骨

師的妻離子散、骨肉分離。〈骨肉〉的層次非常多樣，但這

篇作品的結尾有點失控，敘事論調拔高，好像一定要做一個

高論，有點突兀。

〈島嶼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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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我剛剛說這是散文比賽很稀有的品種，一般文學獎不會有作

品敢這麼大膽的嘗試，也不是一般文學獎會出線的主流敘述。

作者夾敘夾議，尤其議論多過於敘述。此文講述紀錄片導演

的生涯，原本是一位老師，辭掉老師後出國唸電影，念完電

影後在諾曼第偶然想到台灣這片土地。作者的生活經驗並不

是偶然，似乎有一條線隱隱連結著，心中的鄉愁跟引文可以

互相對照，引文我非常喜歡，扎根的需求於是就顯現出來了。

作者從個人的記憶出發，想要去建構一個集體記憶的教育行

動，讓我非常感動。這種論述式散文不容易寫，理論呈現非

常精彩，中間很多片段的部分也是適可而止，比如紀錄片拍

過那些原住民、客家女子、雙胞胎、鄒族小女孩，紀錄片出

現過的不會多說，而用以自己的理解方式來看待台灣島嶼群

像。

廖：作者很大膽的用論述道理的方式在書寫作品，我選他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社會是需要這樣的思考想法理論的，理論非常精

準。

孫：讀此篇時會想：為何文中提到的素材是以羅列的方式，而非

敘述的方式呈現？讓我覺得它比〈克拉克〉那篇更像「結業

報告」。此外，這篇最後導向一個立論，但似乎太過輕易，

沒有說服我。最後，從文章內容的線索可以查到這位作者曾

經寫過的一篇得獎感言，居然跟此篇開頭一模一樣，這似乎

不是一個理想的處理方式。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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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這篇當時讀到覺得有企圖與抱負的，所以當初在挑選複選時

也掙扎很久。但我當初沒有選他的原因跟梓評很類似，前面

這三段很像官網上的制式簡介，整體讀起來像是成果報告書，

我後來想想文學的韻味在這篇文章中是缺乏的，文學當然也

不該被限定，或應該長什麼樣子，任何作品都應該是文學可

以包覆的範圍，只是對於我閱讀上的文學喜好，還是會希望

有那種「散文韻味」在。

言：我簡短地講一下，雖然篇名叫〈島嶼群像〉，但在我讀完時

會覺得作者似乎自信很強大，像是通篇在說他做了什麼事、

他做了什麼事，這會讓我對這種自信很不安，彷彿所寫所文

並非私密，而是為了一種展示目的。其中也對文中的龐大敘

述感到不安，或許群像也只是一種自我的投射？種種都令我

感到困惑。

〈太陽照在路上〉
黃：這篇我還蠻喜歡的，第一個她的文字很好，像是職業作家水

準，這篇文章也是很有詩意和浪漫的，書寫男女之間特別的

情感，整篇讀起來充滿浪漫和自我，非常有藝術品質感的作

品。這篇文章讓我聯想到 2019 年〈離開妳城，走他方〉這篇

作品，場景也在法國，也是一段奇妙的感情。我上次沒有選

那篇但這次有選，因為這次比較具體更容易進入她的敘事場

景中。第二頁第三段「像你包圍過來未經修飾的遠古的骯髒

的卻又詩意的氣息」，句子十分個人風格，並為了那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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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台灣不帶任何東西，希望進入他的作品以更認識他本身，

但這一切卻只是她當下的愛戀。整體讀起來就以愛情來說寫

得很有藝術與質感。

廖：我也是認為他是這一次作品裡面藝術性極高，不論美學的、情感

的、意識的、肉體的都很優美，如同黃老師說的這篇可能是捲土

重來，但我比較傾向作者能寫新的東西，而不是修改舊的捲土重

來。

凌：我原本有選，我被其中的情調所吸引，但後來想一想，作品

的引文也是強過於正文，覺得可惜。我比較疑惑的是人稱的

使用方式，原本沒有交代為何用「你」作為敘述人稱，後來

人稱變成「我」的段落彷彿就沒有神采，讓我覺得困惑。

三票作品討論

〈聽說，冰箱裡有光〉
黃：這 篇 跟 2019〈 三 十 而 慄 〉 好 像 是 同 一 位 作 者， 行 文 會 用 自

嘲幽默的方式，但又似乎包藏一些悲傷。當然是不是同一位

作者，並不是主要該考量的問題，主要還是要看他的文字和

寫作的新意。這個作品的文字和結構具備一定水準，能夠把

「胖」在生活當中遇到的事情幽默地寫出來，似乎這個胖對

作者來說不具殺傷力、能夠和平共處。這篇文章有個小缺點

是，文章中有些畫面敘述可能為了彰顯效果，而略顯誇張。

不過整體讀來，把胖寫得精彩豐富。相對整批作品是比較輕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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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幽默的，所以選了這篇。

孫：這次有多篇作品呈現女性對於身體的反思或焦慮，這篇也是。

作者有強壯的寫作能力，將自己身為豐腴的女性如何面對長期

以來各種挫敗的心境，不使用控訴，而改以自嘲的方式流暢

傳達。通篇書寫穩定，不會突然失控，最後又有神來之筆，

是一篇讀起來感到愉快，但本質其實悲傷的作品。

言：這幾年在文學獎容易看到類似素材寫作，比如清大隔幾年就

會出現類似的素材，今年也是。這篇如同兩位評審說的她很

幽默，佳句也是不斷迸現，而且穩定，不會偶有一兩段好，

是通篇均質。裡面也反覆用自嘲的方式，但不是以承受不起

的自嘲，而是會讓人笑出來的那種，讓我覺得在這麼沈重的

議題，她卻處理得很可愛，慢慢的深入，裡面留有一點空間

給她與她的世界。有些笑話很高明，比如裡面寫到一段她喜

歡的人是她的讀者，所以她說那這個讀者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了，讓我看到她把吃食還有寫作兩件事輕巧並聰明的連結起

來。讀完這部作品不會覺得輕鬆，但讀完時感覺能進入到她

的空間當中看待這件事。

凌：我真的被她的身體意識深深吸引。開頭作者提到「每個胖子

都有一次減重的機會」，可是有減重經驗的人就知道減重是

循環反覆的命運。作者好像把肥胖的心情寫的太理所當然了。

文章我看了好多次都很喜歡，後來有點挑毛病的部分也是敘

事人稱的問題，為何用「你」不用「我」？是為了保持距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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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把「我」客體化嗎？還是用「妳」比較好寫嗎？這是

我的疑惑。那也因為用「妳」這樣的人稱敘事，行文口氣有

點像脫口秀，語調與幽默必須拿捏得很好。冰箱概念到最後

一頁出現：「聽說冰箱裡有光。」末段的語調和內文油滑的

腔調感有極大的斷裂感，這是我比較困惑的地方。

進行投票
經由評審們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 10 分、第二名 9 分……，依

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列表：

散文組 ——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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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審討論後決議，〈聽說，冰箱裡有光〉為高雄獎，

〈我睡覺的時候〉為優選獎，〈印記〉、〈克拉克結業報告〉

為佳作。

2021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聽說，冰箱裡有光〉

優選獎〈我睡覺的時候〉

佳作〈印記〉

佳作〈克拉克結業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