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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第十四屆臺南文學獎 青少年散文組 評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24年 8 月 29日（四）上午 10 時 30分 

會議地點：臺南市永華市政中心 6F北側 D 室 

會議主席：蔡素芬（由評審委員共同推舉） 

評審委員：朱國珍、林達陽、蔡素芬（依姓氏筆畫排序） 

紀    錄：黃淇郁 

 

本次華語散文組共收到 49件作品，綜合評審委員朱國珍、林達陽、蔡素芬

意見，共計 11件作品進入決審會議，如表列。錄取名額共為 6名，第一名 1

名，第二名 1名，第三名 1名，佳作 3名。 

 

作品名稱 朱國珍 林達陽 蔡素芬 圈選數 

七里傳音 ○  ○ 2 

生活，街頭巷弄間 ○   1 

綠蔭  ○ ○ 2 

狗兒狗兒水中游  ○  1 

綠色生活 ○   1 

紅燈籠，正亮   ○ 1 

雞湯   ○ 1 

字母 A ○ ○ ○ 3 

上癮  ○  1 

校車上 ○   1 

零計畫公路旅行  ○  1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朱國珍（朱）：這次雖然件數不多，但質卻非常好，普遍來說文字都非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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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而且篇篇可愛，我難以挑選。各篇文字運用優美，即使字數少，文章

也可圈可點。我的評審標準，首選是文字優美流暢，我認為這是一篇文章

的基本功；其次是個人關照的體驗、作者選擇的題材、他關照這件事情的

心態，以及這些素材對應在一篇文章所使用的意象、隱喻，這些元素越能

夠相互對照，豐富又有層次感，就會成為我的首選。在青春期很熱血的年

紀，讓我非常驚艷的是，這次作品普遍文字情感節制、冷靜，不會把抒情

變為吶喊式的煽情，更能夠增加吸引力。 

 

林達陽（林）：和我所認識的青少年相比，這次入圍的作品更正向，許多著重

於表現明亮、好學生的那一面，描寫沮喪、暴烈，或困惑、迷惘的比例稍

微低一些。可能在這個階段，整體格式受作文影響比較多。 

圈選時，我有意從不同類型當中選出寫得好的作品，也被部分作品熱烈、

年輕的口吻吸引，並不僅僅圈選完整度最高、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的。對

生活和情緒，敏銳、直截，有強烈的話要說，也滿值得鼓勵。 

 

蔡素芬（蔡）：我們看的四十九篇作品裡面，其實談到高中生感情的部分，還

是佔了一定程度的比例，但是挑到決審裡頭的就都沒有這樣的作品。也就

是說，我們還是在挑一些體裁和表現力上比較特殊的作品。 

我在圈選時，會針對體裁看起來比較特殊，又希望作者可以寫得好的。如

果不算特殊的話，起碼他可以把所要表現的主題表達得比較完整。散文的

字數很有限，要有一個重點出來，然後我會去看作者用什麼角度切入，有

些體裁類似，但切入的角度有個人性且不通俗，也會給作品加分。 

再來，語言的表達力是最基本的，作品要可以看到文字與作者的內在，感

受得到他的情感和表達方式。 

 

 

一票作品討論 

 

〈生活，街頭巷弄間〉 

朱：這篇文字非常成熟，而且具有很難得的幽默感，作者本身應該就是住在臺

南，所以這個城市已經融化在他的基因裡面。他的幽默感顯現在第二段，

追逐美食的過程「在三十五度的蒸籠矮舍艱難享受薑絲虱目魚肚熱湯，大

汗滿頭又手忙腳亂地拍照打卡，忙著『休閒旅遊』」。這四個字的嘲諷和

幽默跳出來，開始令我眼睛一亮。 

 文章視野不限於臺南市區，和台北做了比較:「臺北棋盤式的道路看似進步

整齊，但是也像棋盤一樣的無情」。後面則是越寫越好，倒數第二段的文

字很美，作者說：「此時此地是某一道府城的風景，恰好契合著黃昏的橘

紅與灰黑，」也是我前陣子 long Stay所看到的臺南。 

 

蔡：這一篇我給它的分數也不錯，這次也有幾篇談臺南生活的作品，如果要選

會選這一篇，因為有談到臺南的美食巷弄等等。但是我覺得這篇的文字稍

微比較雕刻一點，比如說〈綠蔭〉，就是一種比較自然的文字，這一篇的

文字就有點刻意的去雕刻，可是作者所傳達的臺南，巷弄啊、美食啊，還

有慢活的感覺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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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這篇作品全文都強力推薦家鄉，描述方式比較單一，讓我圈選時比較猶豫

一些，會更期待看到作者如何呈現這裡真實的生活，人的感受往往是錯綜

複雜、會不斷在正反面之間游移著的。我覺得這個「喜歡」如果能夠再深

入一點點，可能會更能夠說服讀者。 

 

 

〈狗兒狗兒水中游〉 

林：圈選這篇時有些猶豫。這次收到的作品裡面，敘事上帶有強烈動能的不太

多，但這篇寫得很瘋。文章描寫家人照顧失智狗的過程，有很多人的無

奈，也寫出一種直截的鋒利，例如身為家中較年幼的小孩，口無遮攔地說

想把牠丟去外公家；或例如他描寫看著狗好像在看一個跟自己無關的東西

等等。全文用魚的記憶很短暫的這個特質，來比喻狗現在失智了以為自己

是魚的古怪狀態。我覺得作者把身邊重要存在的老去寫出一種少年的殘忍

感，我喜歡這個切入方式。 

 另外，這篇的文字質地相當獨特，很多地方很詩意，捕捉到的畫面細節也

都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提到狗趴在溢出的水裡面，吃著從櫃子上掃下來的

羅漢魚飼料，撲撲搭搭個老半天，卻突然叫了一聲，暴露了自己是條狗。

我覺得這種因為老去而改變了、卻反而短暫的恢復自己原來本性的狀態，

不只寫出哀傷，也寫得很有野性，但是並不博取同情，我喜歡這種很有野

性的說話方式。所以，雖然滿多文字細節可以更好，但是我喜歡這種詩

意、野性，瘋狂的說話方式。 

 

朱：作為一個養狗有三十年的經驗，養貓也有二十多年經驗的寵物照顧者，老

實說我覺得本文有些單薄，他對狗狗、鸚鵡、魚的描述也就是另外一種生

物與他共處的時光，不斷展演這個劇情，特別打動我的地方是他媽媽一天

到晚碎碎念，但私底下會上網找狗失智資料，這段很生動寫實。 

 

蔡：我對這篇比較有印象的是他帶狗狗去看心理醫生，希望他這部分可以多寫

一點，但是我在閱讀時感覺好像就跳過去、沒再延伸了，所以敏感、細節

的部分比較少。作者給予了一個概念，用了狗與魚的比喻，我認為還可以

更好。 

 

 

〈綠色生活〉 

朱：我選這篇是因為想給議論文一點空間，它是在我自己的寫作經驗裡面最難

駕馭的。我覺得作者很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不會沉重，不會盲從。 

 

蔡：裡面談到說，現在大家在談核能發電，那表示我們的用電量過度，才會有

這個議題出現，所以他一直在鼓勵我們要減少用電。這是一篇對現在的生

活環境有檢討性的主題，但就是教化性稍高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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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籠，正亮〉 

蔡：這一篇談到「陣頭」，書寫民俗，年輕人去描寫民俗還滿值得鼓勵的，而

且他有提到現在陣頭所面對的問題：因為素質良莠不齊，造成外人的觀感

上，會認為去練陣頭的人當中有很多是不良少年，或者不念書，但是裡面

其實有很好的人。 

 另外，這也是鼓勵「庄頭」的向心力，他有寫出來，因此我覺得滿值得鼓

勵的。我個人認為若有好的作品去表達民俗技藝目前的狀況，我會想要讓

它被看見，因為可以讓更優秀的人加入、參與這些民俗技藝，很不錯。 

 

朱：這篇我也很喜歡。我覺得作者很熱情，連粉絲專頁都成立了，也獲得爺爺

的支持，是很有心在做民俗活動紀錄、傳承跟延續，透過自媒體的力量來

達成這件事情，很值得鼓勵。加上作者有身歷其境地去體驗，才可以把插

角、踏七星，甚至這些參與者背後的故事，包括跳宋江陣還願的原因包括

考大學、要結婚等等。作者實際參與地方民俗文化生活，充滿感人的質

地。 

 

林：我喜歡他敘述粉絲專頁的段落，很期待他講更多。但是文章後半段回到自

己心裡比較有情緒的部分，說宋江陣從未是為了取悅他人，講得比較直接

一點。相較之下，文中許多地方更有發揮空間，比如說媽媽的朋友、中產

階級的人們對民俗文化活動的冷漠，還有因為家長的刻板印象而要求小孩

遠離、有點尖銳的狀態。這部分更鮮活、引人。像是阿公覺得粉絲專頁的

點子很棒，因為會被拍照上傳到粉絲專頁，而使大家更願意認真參與，這

樣屬於人、並且寫出深意的描寫，我就還滿喜歡的。 

 

 

〈雞湯〉 

蔡：寫阿媽的篇章有好幾篇，其中這篇是作者在外面唸書，看到阿媽的次數少

了，所以透過當初嫌棄阿媽給他做的雞湯來書寫。事後長大在外面唸書

了，才發現那個雞湯是阿媽對他的照顧、對他的愛護，所以產生了這個感

情，在外地思念已經少見的阿媽。 

 原則上這種親情的書寫就是顯得很溫順、好看，透過雞湯在這個主題中凸

顯出孫輩對祖母的懷念，因此從幾篇跟阿媽相處的文章裡面，挑選這一

篇。 

 

林：我在自己的評語裡註記是「溫暖完整的安全牌」。有一些亮眼的小地方，

比如說阿媽會在讓他們帶回家的雞湯包保溫袋前面放入紅包，真的滿動人

的。 

 

朱：這篇被我定義為美食散文，作者很仔細地去描寫食物，像茄冬雞湯會帶著

酸甜氣味，茄冬的澀氣在入口瞬間酸味會在口中蔓延，毫不留情地刺激唾

腺分泌。我沒有嘗過，看作者的敘述覺得好像很好喝，故事也很流暢。 

 

 

〈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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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這組的投稿年齡是十三到十八歲，我認為這篇文章中呈現出中學現場的真

實狀態，對自殘行為的心理，有很貼近、帶有痛覺的描寫。作者把那種既

冷漠、疏離，又絕望的感覺寫出來，脆弱而且年輕。當然，如果能再多一

些描繪可能會更好，但目前已經很打動我了。這是唯一一篇這樣書寫的作

品，誠實而且激烈，除了文字水準好以外，希望同學們這樣的情緒也能被

看見。 

 

朱：這篇文字是不錯，但有些地方的隱喻，例如我討厭學校的廁所、我厭惡鏡

中的自己、我感到噁心的對象，這些情緒都很直觀，沒有理由。文中描寫

半夜咖啡因作祟而睡不著，然後「好冷，心痛，」到底為什麼痛？也沒有

上下文。青春期難免會有無法承受的痛苦，但一篇好文章要懂得運用文字

的力量具體展現痛苦的紋理，但通篇幾乎看不太到具體的痛苦是什麼。 

 

林：我同意這相較之下不是健康的情緒，但是我覺得應不應該寫、應該怎麼寫

著重於什麼，是有討論空間的。他單純寫出了這個年齡段會有的情緒和掙

扎，這個是這一世代的眾生相，無關乎他可不可以，或我喜不喜歡，這個

眾生相是既存的事實與普遍的經驗，只要寫得夠有力量，我認為是值得被

選出來的。 

 

蔡：這一篇我沒有選，主要是覺得我們是散文獎，但作者是用小說的方式在

寫。就體例來講，他是用第三人稱去產生距離，而臺灣的散文，是跟小說

區隔的，在國外可能散文也包含小說，例如日本文學，但在臺灣，散文的

定義通常就是比較自身的、真實的描述。 

 另外，我也同意國珍所說的，他沒有寫出他為什麼要那麼痛，看不太到他

想法的根源，沒有告訴我們根源在哪裡，說服力上就會稍微比較弱。 

 

 

〈校車上〉 

朱：這篇乍看是一個坐校車的過程，但其實是作者在這個被框住、被限制卻又

不斷移動的空間裡，在裡面思考自我，也向外觀察人生，例如:「我們這群

學生被裝箱、密封後，一車一車地送往學校。」這段文字可以看到背後的

無奈，甚至痛苦，來自於競爭與封閉。然而作者處理升學壓力或同儕壓

力，他並沒有絕望，都能夠透過一些很細微的情節來融化、面對。 

 最後的哏就是經過孔廟，孔廟象徵求學、教育、知識的無限追求，作者看

著孔廟心裡面有很多小劇場，有一段描寫很美：「車上的大家都在學習效

率這門學問，有些人已執行得有聲有色……大家都想成為那個最先抵達終

點站的，因為前方那個終點站，大概也只會是新的起點。搖晃的車程讓大

家早已麻木。」如果說高中生有什麼痛苦的話，我比較喜歡他這種透過文

學的眼、文學的心，藉由文字來抒展的處方。 

 

林：我覺得在校車到孔廟之前，我都很喜歡。但孔廟之後的收尾好像就有點刻

意做正向的情緒轉向，似乎就沒有前面那些，像剛剛國珍老師提到的、很

精彩的段落。然後他有些錯字，例如「光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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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第三段寫他在校車裡面看老街，看到觀光客，他就覺得自己好像在度假，

這個我覺得滿有趣的。作品前半段很精彩，後段就拉回到一種學習性的思

考，回到學校對他們的規範，規訓學生就要專注在學習上面。這可能是一

種不自覺的，或者是作者意識到並決定還是拉回學習吧，前面那些有趣的

東西在後面就比較淡掉了。 

 

朱：我覺得新手寫作都會有這種束縛，等他走出自己的風格，又能受到肯定以

後，他就會慢慢去展現自我的、藏起來的部分。 

 

 

〈零計畫公路旅行〉 

林：這次有少數幾篇寫出夏日年少漫遊、彷彿時間不用錢的感覺，然後以目的

來說又是一個滿失敗的漫遊，這很有意思。這次投票時想說要挑一篇重點

是講臺南好話的作品，那就是這篇了。相較於其他正向、帶有歌頌意味的

文章，這篇比較活，書寫方式比較動態，其中寫人情味那些段落，處理長

者關心一個阿妹仔的口氣，寫得像是一個小小的青少年喜劇。全文雖然沒

有把細節全都照顧得很好，但有些地方單純依賴過程的趣味性就足夠支

撐。 

 

朱：譬如在講電動車沒電嗎？ 

 

林：對啊，這樣的遐想滿棒的。 

 

蔡：這是滿有趣的，但是他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騎到高雄也是會有人幫，你

去鄉下或其他地方人家都會來看一下。相較之下，他的文字就比較沒那麼

濃烈，別篇有的文字是滿濃密的，年輕人在學習寫作會經歷過一個很濃稠

的階段，也許他會慢慢變化，因為有些高中生寫的作品就是很抒情，堆疊

形容詞、堆疊他的惆悵感傷，傷春悲秋。 

 

 

兩票作品討論 

 

〈七里傳音〉 

朱：本文呈現出一種節制而優美的情感。二胡的聲音可以傳七里，又對應到七

里香的味道，我認為這是作者的設計，非常自然。作品佳句非常多，我個

人很喜歡他看這個世界的方式，比如他說小小的樂器乘載壯闊的世界，也

說二胡的想像世界是一場不用說話的旅遊。也有許多細膩的描寫，例如平

常嚴肅的父親在作者參加比賽前會握著他的手，這個動作呈現出就算是感

覺疏離的父親，也都有鐵漢柔情。 

 我覺得最高明的就是作者沒有描寫這場比賽的輸贏、勝負。因為整個過程

對照的就是人生，重點在於享受學習過程與音樂世界，而不是在最後的爭

輸贏。這讓我感受到他的成熟度，我非常喜歡。 

 

蔡：他是用音樂的角度去切入，是我們所見唯一一篇談到音樂的作品。他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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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很精準，對於樂聲、樂器跟曲子的運用，感覺得到他對樂器的嫻熟度與

心得。 

 嚴肅父親的握手鼓勵，對他來講很重要，但是他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部分、

帶入到他因此對父親如何，包括後面也不去談名次，我覺得這種書寫就不

會過於僵化。最終我們依然不知道他為什麼不參加比賽，可是那似乎也不

是重點了，也就是說這篇其實是在講樂器、音樂與他之間的關係，和學琴

的過程。整體來說我覺得他的文字形容貼切，這個貼切就可以把他對那些

樂器的感情表達出來。 

 

林：這篇我沒有圈選，並非覺得不好，這次的作品裡面有一兩篇我很喜歡，其

他有許多也很不錯的作品像這篇，介於可選與不選之間。 

 沒有選出這篇是因爲文章裡設定了幾層，從一個階段到另一階段，他對音

樂的理解就又多了一些，但是我似乎沒有讀到其中的轉折？比如說「我對

二胡的想像又翻篇了」，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翻篇了；後面又寫「我漸漸

懂得用純粹的心靈與二胡相處」，但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為什麼突然對

音樂的理解又前進一步？所以最後斟酌的時候沒有挑選這篇。 

 

 

〈綠蔭〉 

朱：接續著達陽說的，文章中出現翻轉卻沒有辦法讓讀者去理解到底為什麼會

變化。這篇也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整體而言這篇的藝術完整度是很高的，也在我的選取作品當中。但我所說

的翻轉在第二頁，作者用第三者的眼光來描寫大伯，所以他沒辦法代表大

伯內在的小劇場來說話。 

 故事有張力，藝術完整度也很高，但也是剛才達陽提到的，轉折過程不夠

細膩，讓我對這篇有所保留。 

 

林：他寫大伯那部分確實寫得比較少，但是我不會覺得有跳躍感。我自己的家

族也經歷過類似的事，老人家離開以後，晚輩們對於往後生活的樣貌和祖

產，都有不同想法，本來非常在意的東西，好像反而拿掉，大家會覺得比

較痛快。這些環節不全寫出來，只有前後情節暗示，有時仍然是能想見

的，而且呈現上更顯溫柔。 

 整體來講，通篇滿聚焦的，首尾相銜，也有把人跟家的那種複雜，以兩三

個不同的切面，都經營起來。我也滿喜歡最後收尾時展露的情緒。 

 

蔡：我也選這篇，因為這篇是散文，不是小說。這個家族從小就住在一起，長

大後都搬出去了，所以他對大伯已經不能近距離地觀察，他也就不太能了

解大伯心裡到底在想什麼。他就一個孩子的眼光，去看整個家族的變動，

很多事也只能揣測，因此主要談論自己的感覺和心思。 

 我覺得他是有這種念舊的感情的，而且能夠感受到時光已經回不去了，也

就是說以前用小孩子很純真的眼光在看事情，可是人事變化，家族也會變

化，他只能面對並懷念過去的時光，心裡也是不勝唏噓。 

 所以，以散文的眼光來看，第一是把自己的情感交代好，第二，讓別人存

在揣測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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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作品討論 

 

〈字母 A〉 

朱：這篇是這次參賽非常突出的作品。「A」隱喻人生最完美、頂尖的追求過

程。作品金句也非常多，看事情也很精準。雖然字數稍微少了一點，但是

表達完整，像他講述 A的筆畫，就很精緻，又很精準，從這個 A來對照，

有非常豐富的多重隱喻在這篇文章裡面。 

 

林：我覺得切入點很新，雖然對得很精準，精準到好像有一點縮小了遐想的空

間，但是我沒有看過這樣的切入點，覺得作者很厲害，是方向感清楚的創

作者，但偶爾好像又保有一點人的猶豫不決搖搖晃晃，隱隱約約可以觀察

到小孩子模擬大人寫字的樣子，有一點羨慕，又有一點自得其樂，「好」

的標準在青少年心裡轉變的過程，都乾淨簡潔的表現出來了。確實有寫出

一種獨屬於這個年齡的青少年感，我很喜歡。 

 

蔡：這一篇我覺得他的角度相當特殊，而且很仔細，我們今天在寫 A也不會去

找到這樣的題材和切入點。從字的工整到最後講字的鬆散，他在講的其實

就是字不必那麼工整，最後在比喻，人都是在被磨平的。對高中生來講，

這是一個很有思考性也很穩重、精細的作品。這一篇，我覺得總算看到面

面俱到的作品，但是面面俱到是不是很好？不知道。他寫這一篇就是像他

小時候在寫 A的筆畫，一定要這樣或那樣，所以一篇好的散文一定要這樣

或那樣，如此工整嗎？ 

 

朱：到底會不會長成自己的樣子呢？文中提到「長大是自標楷體的圭臬脫序，

成為自己的筆跡」。究竟以後會不會成為他們所說的大人字體？留了一個

無底的懸念。 

 

 

決審投票 

經逐篇討論，三位評審進行計分投票。最高 6分，最低 1 分。 

結果如表列： 

作品名稱 朱國珍 林達陽 蔡素芬 統計 名次 

七里傳音 2  3 5 佳作 

生活，街頭巷弄間 3  1 4 佳作 

綠蔭  5 5 10 第二名 

狗兒狗兒水中游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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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    0  

紅燈籠，正亮 4 2 4 10 第三名 

雞湯 1  2 3  

字母 A 6 6 6 18 第一名 

上癮  3  3  

校車上 5   5 佳作 

零計畫公路旅行  1  1  

 

    〈綠蔭〉與〈紅燈籠，正亮〉同分並列第二，評審委員決議進行舉手表

決；〈綠蔭〉獲得蔡素芬、林達陽兩票。〈生活，街頭巷弄間〉與〈狗兒狗兒

水中游〉同分並列佳作，評審委員決議進行舉手表決；〈生活，街頭巷弄間〉

獲得朱國珍、蔡素芬兩票。 

主席宣布，本屆青少年散文組第一名為〈字母 A〉，第二名為〈綠蔭〉，

第三名為〈紅燈籠，正亮〉，佳作為〈七里傳音〉、〈校車上〉、〈生活，街

頭巷弄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