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第一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 

決審會議記錄 

時間：2021 年 10 月 7 日(四)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南寧文學家 

出席委員：季季老師、平路老師、蘇偉貞老師 

紀錄：李佩勳 

 

本屆葉石濤短篇小說文學獎，共 151 件作品投稿。 

初審由【陳昌明、何致和、楊富閔】三位委員進行審查，初審結果共有 13 篇作

品進入複審。獲得 2 票的有 2 篇，1 票的有 11 篇。票數如表列： 

2 票 
〈植物奇拉美之心〉(何致和、楊富閔) 

熱天个蟬聲〉(陳昌明、何致和) 

1 票 

〈棲所〉(陳昌明)、〈波群延遲〉(陳昌明)、〈鳥語〉(何致

和)、〉(何致和)、〈Pasiwali〉(楊富閔)、〈冬蟲夏草〉(楊富

閔)、〈萬物生長〉(何致和)、〈東宮行啟〉(陳昌明)、〈蛇夢〉

(楊富閔)、〈螽斯〉(楊富閔)、〈幽谷〉(陳昌明) 

 

複審由【季季、平路、蘇偉貞】三位委員進行審查，共有 6 篇作品進入決審會

議討論。獲得 1 票的有 6 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1 票 

〈波群延遲〉(蘇偉貞) 

〈鼠〉(蘇偉貞) 

〈萬物生長〉(季季) 

〈熱天个蟬聲〉(平路) 

〈東宮行啟〉(平路) 

〈幽谷〉(季季) 

 

委員共同推舉蘇偉貞老師擔任本次決審會議主席。 

 

 本屆作品特色及評審標準 

蘇偉貞老師：本次複選的入圍作品，三位委員都沒有交集，一共選出 6 篇。為

了讓各位委員選出的作品有交集，接著再逐篇討論這些作品是不是符合我們的

期待。 

因為本屆的獎金高達 30 萬元，而且是第一屆，具有示範的功能，如果 6 篇

作品都不能達標，也有需要討論是否本屆從缺。 

季季老師：我認為第一屆就從缺似乎不太好，這個獎有歷史的意義存在。 



蘇偉貞老師：但也是因為是第一屆，如果選出來的不是一個很重量級、我們都

不排斥的優秀作品，沒有達成一個良好的示範的話，會顯得這個獎有點輕忽、

草率。 

我們之前都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因為是這次是第一屆，獎金又高達 30 萬

元，加上考慮到我們 3 位委員所選的作品沒有一個共識，代表本屆作品沒有一

個擁有 3 位委員共識最好的作品。這些等我們先討論作品後，我們再來考量。 

我們是不是每個人先選出 3 篇，選出有交集的作品之後再逐篇討論。 

平路老師：好，同意。 

季季老師：同意。 

 

第一輪投票，每位委員先圈選 3 篇作品。 

 

 第一輪投票結果： 

2 票：〈波群延遲〉(平路、蘇偉貞) 

〈鼠〉(季季、蘇偉貞) 

〈萬物生長〉(季季、蘇偉貞) 

1 票：〈熱天个蟬聲〉(平路) 

〈東宮行啟〉(平路) 

〈幽谷〉(季季) 

 

蘇偉貞老師：前面三篇，都各有 2 票，1 票的作品我們就不討論了，因為只取 1

名，就不再詢問是否要爭取了。基本上就討論有 2 篇的作品。 

季季老師：我 1 票的作品放棄。 

平路老師：我的也是。 

 

 作品逐篇討論 

2 票作品 

〈波群延遲〉 

平路老師：我覺得這篇的敘事是我滿喜歡的地方，內容提到雙胞胎之間一些相

似的地方，以及延伸到後天、先天之間，基因跟環境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一

回事。該篇作品用一個故事，很巧妙都套在一起。尤其提到異性戀跟同志之間

的問題，我覺得作品所探討的問題，看起來很平淡但卻又很深刻，這些部份都



非常可喜。 

我複審時沒有選這篇，是因為作品裡的科學證據寫的太多了，第二是那些

跟文本、還有跟故事本身的關連性不太，有些甚至有些唐突。譬如說，故事裡

寫的「波群延遲」，這裡面有許多部份，從塔羅、從數字的密碼，再講到顏氏家

訓，這些部份放進來，但確跟故事的推動沒那麼多的關係，看起來比較分散，

裡面也還有提到易經。如果沒有這些部份，就專寫弟弟與哥哥二人之間的故事

也已經非常動聽了。加上這些看起來好像有學理，後面還有一堆論文的痕跡，

跟故事本身的相容性不高，甚至找不到存在的必要性。基於以上理由，我沒有

選擇他。 

蘇偉貞老師：這篇我有選，我稍微說明一下。 

這篇內容講得是一對雙生子趙礎東、趙礎然他們之間的故事。他們二個本

應該是基因最相同的人，但確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個體。故事最後告訴我們一件

事，就是，就算是雙生子但到了最後還是會成為不同的人。 

這篇作品裡頭引言太多是不爭的事實。但這裡頭，趙礎東是學生命科學

的，在基因公司工作，所以「波群延遲」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基因資料。裡面延

用的是像 SNP 資料庫裡的編號，這個編號的受測者就是哥哥趙礎然，一個早弟

弟 4 分 15 秒出生的哥哥。而後面的「七種命理揭示的人類學」，是趙礎東他在

生命基因科學的單位裡的研究，研究顯然就是針對他和他的哥哥。前面我們會

看到二人基因的不同，比如說哥哥是外向的、語言及數字記憶較好的部份，後

來發現哥哥是個好動兒，與弟弟完全不一樣。 

我喜歡這篇小說的原因是，作品用一個雙生的概念，發展出來二個截然不

同的方向。主角二人其實很少見面，想想看，他們二個在母胎裡頭一起待了十

個月，但後來因為爸爸媽媽離婚了，弟弟就跟著媽媽，哥哥趙礎然跟著爸爸，

二個人就變得很少見面。但是他們總有一個奇妙連繫，就是會回到對方的身旁

來。那個連繫，譬如說，其中一個交了女朋友，就覺得應該帶給對方看。我覺

得那句話很打動我。還有一個地方也是很動人的，就是他們的媽媽。哥哥的記

憶與弟弟的完全不一樣，他記得去淡水、好美的夕陽，可是弟弟，他其實知道

那天媽媽是要帶他們去自殺的。 

我覺得這些對於生命的內容，差異的 4 分 15 秒、秒針所夾的 90 度角，似

乎那個角度是要迎接一個美好的生命來嵌合進去。對弟弟來說，他從古希臘哲

學家畢達哥拉斯找到的數字的規律，二人似乎應該是一個很圓滿的角度，但是

卻差了 4 分 15 秒的時間。 

全篇裡沒有真正悲劇呈現。二個人雖然命運大不同，哥哥曾經被霸凌，但

最後還是回到一個科學的基因來理解生命。如果媽媽知道哥哥是個好動兒，她

在一開始的時候，會不會選擇的是哥哥。這一切的偶然，科學會告訴你，受基

因影響，不管怎樣，兄弟最後還是會變成二個人。 

季季老師：這篇作品我一開始也沒有選。這篇有一個優點，就是作者的敘述邏

輯、敘述文字都非常好，我沒有選是因為裡面的那些研究報告，我覺得是在賣



弄科學，賣弄的太過份了，已經超過兄弟或者是爸爸媽媽他們的生命進展的節

奏，而且破壞了整體故事的進展、美感與感動人的部份。 

雙胞胎大家早就知道是不一樣的，不必用這些科學證據來說服讀者，這些

理論的東西放在這裡，對讀者的閱讀、理解，坦白說是一個嚴重的干擾，所以

我不是很喜歡這篇作品，但是這個作者是很有才華的，這點我是肯定的。 

 

〈鼠〉 

季季老師：這篇的故事很好，但是使用的文字非常瑣碎，而且錯別字、漏字非

常多。我覺得作者可能不是老手，但一定是位生命經驗非常豐富的人。 

作者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產生了一些危機感。而這個危機感跟家

裡出現老鼠，是不斷的互相乎應。這個設計呈現的很好，但就是文字有非常多

的問題，影響閱讀，我沒辦法給予很高的分數。 

蘇偉貞老師：這篇我有選，主要是考慮到記敘小說裡敘述層次的部份，在這篇

小說的敘述層次是比較多的，包含對鼠的像徵跟隱諭的部份。 

故事內容說的是主角在望從軍中退下來到工廠工作，為了增加收入，所以

不斷的加班。九年前他們家把房子賣了，租了一間很舊的公寓，這時，鼠的意

象出現了，他們家鬧鼠患。但是在望非常清楚，鼠裡頭有隻鼠王，他們抓了半

天都沒辦法抓到這隻鼠王。在這個過程當中，另一條平行線是在他們的工廠，

等於是第二現場。在工廠裡，他常常加班，工廠生產管理的經理跟他們的老闆

娘有些外遇勾搭之類的事，因此對員工說經濟不好要減少加班什麼的，可是對

在望來說，因為收入不足，他是期望能加班的。在望在這個地方已經如同被困

在某個地方的老鼠一樣，困在他人生的工廠裡，他不喜歡這個經理，但是他又

不得不屈就。在望想了很多方法來抓老鼠，最後他們想到用水淹的方法，用一

隻雞腿來引誘老鼠。後來工廠的經理辭職了，要把他的工作推薦給在望，在望

接到電話的同時，鼠王也受到誘惑被淹死了。在這中間，小說也揭示了在望為

何會離開軍中，就是因為「賭」。所以另一條線索就是在望在軍中時常去簽賭，

「賭」在這裡就像是吸引老鼠跟吸引他加班賺錢的餌一樣。他在軍中簽賭輸

了，沒有錢交賭金，以致他的部下阿寬的手被人砍了下來。整篇故事的層次很

多，但也如同季季所說的，他的敘事、他的文字比較不那麼文學語言，但他的

象徵用的不錯，雖然可以說有點老套，但老鼠、工廠、賭的象徵，就像是人生

中的困境。 

平路老師：二條線的重合，在職場上的出路、家裡的鼠患以及各種撲滅鼠的方

式，我覺得這樣的二條線是優點，因為看到會動心，但缺點就是太明顯、太可

預測了。大概可以很容易想到一定是二條線都無路可出，所以是優點也是有一

點點套路的感覺。 

我有二個原因沒有選他，一個是他的敘述有時候會出格，有時候會用在望



的眼睛來看，有時候又用忽然變成全知觀點，或從金諾的眼睛去看事情。不是

那麼穩準的抓住敘述的調子，但這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另一個小問題，就

是阿寬的手，最後那個很驚悚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結果，前面應該會有個伏

筆。在望在之前提到阿寬時，讓我們沒有想到會有這個的結果，好像是二件不

同的事情，當然某個意義上又好像製造了效果，但用真實的人生經驗來講，如

果阿寬跟在望是那麼的密切，又帶來手被砍掉的驚悚事件，這件事真實發生在

我們身上的話，前面一定會透露出一點情緒、或是噩夢的夢境，但是後來的結

尾出現的有些太過突兀，居然打開塑膠袋裡面是一隻手，太灑狗血了。 

 

〈萬物生長〉 

蘇偉貞老師：這篇的時間拉得很長，從嬰兒咪咪出生到她高中考大學，是一個

十幾年的故事。這裡我比較印象深刻的部份是，作者用一個很冷靜的敘事手

法，在處理母親與咪咪之間的故事。還有讓我覺得有種驚悚的部份是，這個作

為母親的人，她對於嬰兒咪咪，很坦白的說對她沒有愛，就像是一個 AI 機器人

似的。在沒有疫情的時候，他們家有不同的阿姨來幫忙帶小孩，主角是一個不

樂於當母親、用育兒書的理論來帶孩子的母親，這些都讓我覺得是一個很冷靜

的敘事手法，我認為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主角的先生一開始就讓她只要專心照顧小孩就好、不需要工作，因此等咪

咪長大了，去幼兒園、去學校，她只要適時的出現接送小孩外，而他先生也去

工作，她就一個人待在家裡。等到疫情開始後，所有人只能待在家裡，也因為

防疫，不讓阿姨於家中出入，煮飯變成是迫切需要學習的事。那一刻她的家居

生活大為改變，她開始意識到一件事情，「是我成為母親的時候了嗎？」，這讓

我覺得滿聳動的。 

主角開始學習做家事、向阿姨討教，學做一些菜來吃，有時做的還不錯，

但導火線也是她煮的東西沒弄熟，另外就是空間也改變了。疫情之前，她不會

想要涉入孩子的空間，也許是情感、也許是其他的。但當這個情感改變的時

候，她開始會想要探索女兒的空間，結果在咪咪發現媽媽入侵了她的空間後，

雙方起了衝突，這部份是這篇小說我覺得最失控的部份。前面是很冷靜的如 AI

的敘事概念，到這邊全都改變了，每個人都變得情緒很澎湃，包含了他的先生

也是。總之到最後，這個摔門、那個摔門，最後咪咪說考上大學後要離開家

裡，當咪咪關起門後，主角似乎回到了咪咪小時候，那段家裡很安靜的時光，

那種情緒起伏，最後又回到了安靜，這一切都是因為咪咪。看著故事，看到後

面我也覺得好傷心，覺得這裡頭看不到對於當母親的愛。但是要怎麼去定義這

個疫情，我比較抓不到那個點在哪裡。 

季季老師：這篇也是因為疫情的出現所以改變了生活。我從頭到尾都感覺這個

母親是一個非常冷感的人，而且是一個自私的母親。在疫情之前，因為先生上

班、女兒上學，她可以自己一個人在家安靜的聽音樂、看書，非常享受獨處的



時光。但疫情開始後，她們家的阿姨不能來打掃了，也不能幫他們做飯。所以

她必需學習做飯、打掃。也因為要做飯、要打掃，所以裡面出現了很多的改

變，包含炒了帶血的豬肝被女兒大大的責備，弄得全家一頓飯都沒辦法好好的

吃。母親對她的女兒、先生其實是沒什麼感情的，只是覺得就是盡一個家庭主

婦的責任、母親的責任。而先生本來都不管家裡的事情，後來在吃飯時，母女

之間語言的衝突，先生打了女兒一巴掌，她說這是先生第一次介入她跟女兒之

間。因為這樣女兒把自己鎖在房間裡，大家束手無措，整個家一片寂靜。 

看完這篇的結尾，我也很為這個媽媽感傷，她想付出的東西不多，但就算

是這麼少她也得不到什麼。這篇的優點是文字相對其他幾篇來說，幾乎沒有什

麼缺點，敘述也相對完整，我給予滿高的分數。 

平路老師：如同二位所說，這篇作品的文字、敘述，整個節奏都很隱準，步調

也抓得不錯。我很喜歡的是，作者以一個非典型的母親為主題，在我們這麼容

易刻版印象的認為什麼是母親、什麼是母愛的時候，這樣的題目是很有趣的。

但仍然不是我心中首獎的作品。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覺得主題非典型的母親，

非常值得肯定、而且值得看，是小說可以創造的另外的視野。但是用疫情帶來

改變，我覺得顯得太倉促了。故事中，因為疫情，太太要煮飯，然後把食譜列

出來一大塊，然後也因為疫情的關係，跟孩子之間似乎會有比較多的體諒。我

覺得這個部份非常像是因為現在有疫情，所以硬把它安裝過去，讓整個故事有

下一段的發展。但真正推動事件的契機，似乎應該要比疫情更有張力才行。疫

情太方便了，今年寫作，大家都會想到疫情，可是疫情這樣使用，有點太過容

易，似乎發展的飽滿點不夠。另一個我有點意見的是，不知道是不是現在比較

流行這種書寫法，就是開題要引用一個西戎的話，後面還有李蘋芬、德勒茲的

話，這些放在裡面是要做什麼用，沒有意思。也譬如像不時的出現關門的聲音

「碰！」。這些似乎跟原來很喜歡的節奏跟敘述的穩準就不一樣了，至少我覺得

把前面的句子全部拿掉，也沒有關係，跟故事走向一點關連都沒有。 

蘇偉貞老師：因為他是個非典型母親的角色，所以我們不會用很世故的眼光來

看待這篇。但他疫情使用太方便、太容易了。 

 

 結論 

蘇偉貞老師：2 票的作品我們都討論過了，現在應該可以選一篇了吧？1 票的都

不討論了。 

季季老師：1 票都可以放棄了。 

平路老師：如果這三篇大家都有不便認同的地方，不是那樣的完整。我們是不

是可以討論，是不是要從缺。 



蘇偉貞老師：我們從缺有沒有需要選一個二獎？ 

平路老師：但簡章規定今年只選一名，沒有就沒有，今年就從缺，希望明年有

更好的作品。 

蘇偉貞老師：那我們來表決一下，這是我們必需要承認的事實。這三篇都有很

大的缺點，譬如說我很喜歡的〈波群延遲〉，但是整篇的「註」實在很難讓人接

受，而且他的引文太長了。 

季季老師：他把那些拿掉就很好。 

蘇偉貞老師：只要有一個重點就好了。譬如說第一段，其實只要寫「真理都是

由圓滿的整數構成」，這樣就很完整了。一個人的性格與生命的意義，很簡單的

句子，我們反而可以很集中的來看作品。但他來參加比賽，我們又不能把那些

引言、註拿掉來看，這樣是不合適的。 

〈鼠〉也有它的問題，〈萬物生長〉也是。一個 30 萬的作品，是不是應該要有

30 萬的樣子。 

平路老師：尤其第一屆，反而更應該要有典範的作用。 

蘇偉貞老師：所以經過這些討論，我們是不是要贊成從缺？ 

季季老師：葉石濤、葉老是我最敬重的臺灣作家，能擔任第一屆的評審，我非

常容幸。但是看到這些作品後，我是有點失望的。如各位所說，幾乎每一篇都

有非常大的問題。文字結構、敘述語言都沒問題，有一個大的敘述主題，然後

故事很感動人的作品，好像都沒有看到。 

本來我以為〈東宮行啟〉應該是向葉老致敬的最典型的作品。這篇前面寫

郵票的部份寫得非常好，但後面錯誤百出，可能作者對當時的歷史不是很了

解，皇太子的行程直接從史料上照搬還搬錯，有時還把皇太子寫成天皇，類似

的錯誤太多，所以我很失望。 

平路老師：我會贊成從缺。 

蘇偉貞老師：我也贊成從缺。因為是在向葉石濤致敬。 

季季老師：我也贊成。但是這是主辦單位承辦的第一屆葉石濤短篇小說獎，是

有歷史定位的，從缺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蘇偉貞老師：其實這也是代表著一種姿態，大家對這個獎是有期待的，希望可

以選出一篇優秀的作品。 

平路老師：如果給了任何一篇，反而失了示範的作用。 



蘇偉貞老師：這三篇都是 2 票，每篇都有它的問題。如果硬要在缺點裡選出得

獎者，對其他二篇也說不過去。如果有一篇我們三個都覺得還不錯的話，也許

還能說服人，但都是 2 票，真的很難選出一篇大家都喜歡的作品。 

平路老師：這三篇程度不相上下。我覺得倒不如推持一個姿態，將來第二屆也

許可以考慮增加獎項。大家可能會覺得這一屆從缺，表示評審對於作品的要求

很高，下一屆在葉老的名字之下，可能會有更好的作品出現。 

 

 決審結果： 

經討論後決定第一屆葉石濤短篇小說獎首獎「從缺」。 

 散會： 

當日下午 13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