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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十三屆臺南文學獎 劇本組 評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23年 8月 11日（五）上午 10:30 

 會議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樓北側 B室 

 會議主席：許正平（由評審委員互推） 

 評審委員：陳建成、許正平、施如芳（依姓氏筆畫排序） 

 紀錄：陳禹翔 

 

本次劇本共收到 30件合格作品，綜合評審委員陳建成、許正平、施如芳意見，

共計 8件作品進入決審會議，如表列。 

 

三票 〈萬象園〉（陳建成、許正平、施如芳） 

兩票 
〈再生緣．鏡花水仙〉（許正平、施如芳） 

〈所以我們點燃火焰〉（陳建成、許正平） 

一票 

〈爺爺養的貓〉（施如芳） 

〈火金姑提著燈回來了〉（施如芳） 

〈臺南醫院福利社〉（許正平） 

〈萃〉（陳建成） 

〈經典文本〉（許正平）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陳建成（陳）：這次有相當比例的戲曲作品，對我而言是蠻新鮮的經驗。有些作

品水準已不錯，代表創作者對這個獎的認可，也讓我了解創作者所關心的主

題和書寫方式，很期待這個獎能繼續維持下去。但同時在參賽作品中依然存

有落差，有些作者對於劇本具備的格式以及如何書寫的基本認識應該還需要

加強。 

 

施如芳（施）：這是我第一次評臺南文學獎，讀起來心情很愉快，我選的作品，

有戲曲也有舞台劇，各有脈絡，而風格不同。單純的作品有其美感和節奏，

只是童年角色在舞台上如何呈現，以文本來看很自然，但若是成年演員裝小

是否會顯得幼稚？至於比較繁複的作品，世故裡頭也有人性深度。戲曲劇本

要寫到不流於套路有難度。總之整體水準蠻好的，件數以我的評審經驗來講

也算豐沛。 

 

許正平（許）：我隔了兩三年沒有評臺南文學獎，這次前半部覺得好像在看戲曲，

跟以往印象不同，現代劇場劇本反而變少，感受上不太一樣。因此我在思考

戲曲劇本和舞台劇本如何放在同個平台評審？戲曲在技巧講究上和舞台劇

不同，如果戲曲劇本量如此龐大，是不是在投稿分類上可以加以區分？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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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捨上會有比較多掙扎。此外這次的劇本從古代的中國、清朝、臺灣、日

本、到學運與當代民主都有涉獵，對歷史題材的詮釋，或傳統題材的新詮釋

是這次常見的主題。因為我們理解脈絡，所以覺得如果可以做出新的觀點，

會更加亮眼。至於技巧上則是五花八門，無論用怎樣的語言和文字形式，更

重要的是題材和文字之間是否能達到更好的平衡，如果文字形式裝腔作勢，

就彷彿辜負題材，讓題材文字能有自然的結合，精彩度會比較突出。 

 

逐篇細評 

〈爺爺養的貓〉 

施：這篇角色非常多，直覺上要寫得好並不容易。但仔細看後覺得很寫實，角色

互動和情境都經營得不俗，每個角色的處境有說服我。 

 

陳：人物塑造與互動有張力，充滿動能。不過我覺得對話塑造上稍微單一，讀到

後面有些疲乏感。貓與爺爺的關係，像是有爺爺內在的投射，相對於他面對

的薄情寡義的家人，有另一個情感支持，作者有企圖心把爺爺的過去和現在

的處境交織對照。但在揭露資訊時，很容易把意圖寫得太完整。 

 

許：這篇用流浪貓觀點反襯人的世界，貓的出現在結尾有了作用，白貓依偎在爺

爺身邊，好像他是爺爺的唯一依靠。但除此之外，其他部分，像是貓因為想

去美國，居然去對另一隻美國夫婦養的貓行使暴力，貓自外於人類世界，但

又受到人的行為影響，這樣的處理感覺有點簡略。爺爺的兒女和孫女的人生

問題，寫得活靈活現，每個都活得不成材，雖然有點刻意，但在情節和語言

安排上能讓我們融入情境。台詞部分，他意欲交代太多資訊，整體看下來覺

得和劇中情境不夠貼合，有點刻意而不夠真實。 

 

〈火金姑提著燈回來了〉 

施：這篇的人設很對稱，對話中童言童語很自然，回頭看每一場，都緊扣著死亡。

整體經營緊扣主題，本篇引用客語歌曲串場，好像不純粹是舞台劇，他用音

樂轉場，以火金姑意象穿梭大人、小孩、陽間、陰間，這些運用親切有說服

力。 

 

陳：他的語言清新，很吸引我，但我沒選的原因是他的創作意念好預測。作品透

過小孩的眼睛重新看待死亡，有潛力兼顧小孩與成人，因為死亡是普世課題，

他讓成人回到小孩立場去看死亡，這潛力有被演到，但希望能更展開，對死

亡意念探討更豐富。我也蠻喜歡搭配歌唱的部分，可能因此讓我聯想到兒童

劇。 

 

許：我應該把他定位成兒童劇嗎？他以兩小孩視角探索死亡，但又能療癒人，用



-3- 

火金姑帶領靈魂，把可怕的死亡帶來療癒，這部分除了是兒童的死亡探索，

對成人也有療癒作用。找道士那段很可愛，但我很難想像在劇場他會帶給我

們什麼感覺，是可怕的還是驚奇的效果？偷阿嬤屍體那邊，有點匪夷所思，

一邊嫌她臭又一邊以為可以叫醒她，這裡對小孩做這些事情臆測有點太理所

當然。後來小孩又都順理成章長大結婚，這邊都少了一點曲折感。另外就是

這部劇本如果要演出，是該找小孩還是大人來演，舞台劇本一旦出現小孩，

就是比較難處理的部分。 

 

〈臺南醫院福利社〉 

許：我覺得有種細膩跟寫實，老醫院福利社曾聚集醫生與離鄉背井的外省人，靠

福利社營生。他把每個年代賣的東西、進出貨動線和人們的消費交流都寫得，

很像是往日重現。裡頭每一場都不長，快速剪影的感覺，剪輯生活場景與歲

月流轉，其中還交代主角夫婦的過去。細膩是我選他的原因，即使沒有太多

情節。裡面有一段記者訪問，記者寫出了有正向意味的報導，感覺有點刻意，

但又符合那年代報導的面向。當店要關的時候，有角色又提到當年那篇報導，

這時這個安排就有了他的作用，彷彿被小小地記得了。結尾提到，店要關了

的時候客人跑來買走所有茶葉蛋，鐵門降下時聽到便利商店音效，作者把變

遷藉由聚焦微小場景寫得十分靈活。 

 

陳：這個作品讓我想到某種可以放在特定場域的演出，為呼應某種年代的主題，

一種命題式劇本。若這是博物館類的作品，其實寫得還不錯，只是若以對於

舞台劇的期待來看，他還是少了更多複雜性。這種平淡的質感不會刻意誇張

意圖，但我們希望平凡是作為質感的鋪墊，他還是需要完整敘事線條或人物

行動來執行。在這裡人物好像是為了福利社服務，只是要營造場域發生的事

情，而人物更深層的糾葛不是重點，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會感覺主角其實是福

利社本身，情節與人物也許還是少了點什麼。 

 

施：感覺比較像影劇思考的劇本，寫得非常細緻。但情味仍然不夠，他的場景生

活感跟變遷是有的，可是重點並不在人，這是我沒有選他的理由。 

 

〈萃〉 

陳：語言使用很精鍊，因為這次有些作品的語言使用是相對資訊性和冗贅的。形

式上有對話與敘事的交錯，非常流暢，光是從書寫台詞與就看出他是有相當

經驗的寫作者。劇本裡三個時序的角色都有變化，作者對於人物行動的想像

蠻好的，這對劇本而言非常重要，透過虛構，讓觀眾探索平常比較少遇到的

倫理情境。只是在處理老婦人企圖了結女兒生命的地方稍微快了一點。 

 

施：看得出這篇是蠻有經驗的人寫的，他的設定、對話與敘事，時空和意象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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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豐富度。從劇情大綱我以為男人撞見老婦那裡會有強烈渲染力的場景，

但蠻快帶過，所以全劇在戲劇性上的變化不強，角色都悶悶的，沒有更強的

秘密探索，不那麼聚焦，引不起進一步的好奇感。女兒與老婦間的母女關係，

太快抵達，缺乏了情理上的張力。 

 

許：我的看法和如芳老師差不多。他耽溺在太封閉的處境裡頭，角色雖然有變化，

也有經歷改變和抉擇，對於感情的安排，試圖帶丈夫走出既愛也要負責任的

枷鎖，但還是會覺得這劇本是平的。也許其實是採用的語言形式沒辦法讓我

們更豐富地認識角色，而是一直回到開頭就揭示的，「萃」是種被困住的感覺，

導致我覺得劇本太概念、封閉。他要談悲傷如何解脫，但人物缺乏與現實的

互動的感覺。 

 

〈經典文本〉 

許：我在這篇和〈萃〉之間抉擇，因為同質性有點高。會選〈經典文本〉的原因

是語言上更鮮活幽默一點。他講一個劇作家因寫不出東西，但在發現陌生女

子借過電腦後，接觸另一些處於他世界之外的事，而浮現出對生命的熱情。

後來出現的女人和女友又可以被連想在一起，會不會這個女子是生命枯槁的

劇作家的某種幻想，實際上那就是和女友經歷過的事情？ 

 

陳：我也有和正平類似的感受，都相對集中而封閉，都是講男子和創作的關係，

潛在問題就是他們展開的世界都不夠現實。雖然有某種詩意，但對人物及所

處世界的想像相對缺少可能性。這是部反身性、反思創作的作品，假設題目

是經典文本，那它只會存在於男女關係嗎？作者想到的超展開的世界，我認

為不太可能只處理和另一個人的關係，這讓我覺得劇本相對缺少說服力。他

的潛力應該尚未發揮完整。感覺作者是相對年輕的劇作者，可能比較重視自

己的世界，從自己的世界取材。但劇中的編劇應該很有經驗，但怎麼在後來

卻聚焦於同一個女子。這樣設定上對我來講有點矛盾，他對創作者的瓶頸設

想有點一廂情願。 

 

施：他的情節對我來講都蠻有說服力的，包含進入到他想瘋狂追逐的處境裡。我

沒選的原因，是女子和女友的塑造沒有擊中我，尤其是女友和他的對話，不

能讓我相信在一起這麼久的人，對話是這樣呈現。這個劇本給我的共感並不

強烈。 

 

〈再生緣．鏡花水仙〉 

許：這篇為歷史人物翻案的企圖有震撼我。這部戲裡的孟麗君拒絕走入社會性的

制約裡面，而是冷靜地自己愛自己，到結尾的時候是蠻震撼的安排。這次的

戲曲劇本很多都平鋪直敘、太拖沓，但這篇在結構上非常突出，他直接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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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場景，將人物心理流動極大化，解決受制於線性敘事的平鋪直敘感。每

一場都很有張力，放到劇場也很適合，能用劇場技術加以呈現，有很高的演

出可看性。有時候我會疑惑角色心理變化，起伏蠻大的，看時覺得會不會太

過戲劇性，但也顯得最特別。 

 

施：孟麗君不容易翻案。他吸引我的地方是押韻押得極緊實，連口白都努力不懈

地押，這需要相當的文言文功力，口白部分也看得出台語文能力。若要挑剔，

就是押到這麼徹底實在不容易，導致多處是以詞藻思考來押韻，實際上用台

語唱念起來，並不夠自然流暢。從口白到唱曲都做到風格化的節制，很適合

小劇場。孟麗君原典裡的重點角色幾乎都寫到，孟麗君是高設定的大女主，

這個始終如一的自戀自溺，使得孟麗君欠缺有人味的動人情節，但劇場效果

會不錯，但我覺得全劇更像一幅畫，一開始就設定好了女主只愛自己，戲劇

流動感稍弱。 

 

陳：第一次看時這作品留給我頗深的印象，因為主題蠻現代的：自戀、自己和自

己結婚。很多現代女性不想被束縛，所以自婚，這是在現代有發生的，對我

來說他的意念是現代的。然而自戀與自婚是基於什麼產生？是為抵抗什麼？

他的理念好像沒有辦法太被讀出來，雖然可以被預測，卻沒有寫出過程。這

篇的文學性應是入圍作品裡最高的，非常適合小劇場，透過某種調度，讓台

詞慢慢展開，這文字的精鍊度與文學性是一大特色，但對觀眾的門檻也相對

較高。 

 

〈所以我們點燃火焰〉 

陳：看得出靈感應來自太陽花，但國會換成市議會。有趣的是他並不是直面處理，

而是講參加運動的人、警察、參選人等等，讓一個抗爭的對立關係與糾葛，

被揭露出來，是吸引人的地方。如果呼應劇名「點燃火焰」，他是在講其中一

個角色的決定，但這個動機與目的少了點必然性，點燃是種破壞的慾望，伴

隨重生的渴望，那他想破壞什麼？想點燃什麼？好像沒有太多線索。我覺得

這篇人物塑造的複雜度優於其他劇本，是非常有經驗的寫作者，只是還是有

些可能問題。人物的設計，因為刻意設計彼此的關係，看起來像某種符號。 

 

許：這是一篇讓我驚艷的作品，語言上比較複雜，詮釋議題的態度比較深層，這

來自於他的幽默感。他把對立、劍拔弩張的是非曖昧化，讓角色顯得深層，

穿插 DJ、新聞報導讓劇本看起來無關卻又有調劑效果。光看故事本身就蠻精

彩的，我喜歡幾個角色之所以身在現場並不因為責任感，而是因緣際會的促

成。要詮釋這種事件，我們容易口號化或義憤填膺，但他用場外場景探討核

心訴求，這會是我喜歡劇本的地方。我的疑惑是黑道的部分，跟劇情在講的

似乎沒什麼符合，這條線有點不夠清晰的感覺。另外作者安排這所有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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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庭，各自代表事件中的某種立場，分崩離析的，有點太過巧合的感覺。 

 

施：他有足夠的的複雜度，人物關係和戲劇情境的營造，也很流暢自然。這複雜

的一家，媽媽去競選市長，但對他的兩個小孩似乎沒有造成影響，感覺作者

對人物的狀態切分得很理性，俐落到在本劇事件發生的當下，生存的狀態不

那麼互涉，為何做或做什麼決定，沒有足夠的脈絡足供預測。 

 

〈萬象園〉 

許：萬象園的敘事過程蠻迷人，有照顧到劇場空間，在閱讀與演出上都是好看的

作品。從四個國中時代的死黨後來的遭遇，去回塑讓他們走向各自人生的真

相。在呈現人物的現實上，場景調換和語言安排都有穿針引線的感覺，在讀

的時候會很想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讀到中段之後，每個人物間的心思，都

蠻錯綜複雜，覺得可以分出更多正反及是非。在當中可以看到這四人都困在

自己的角色宿命，後來都沒有解決和解脫，人物悲劇性的無以翻轉，會深刻

讓我們感覺人物帶來的力量。只不過結局不難猜測，所以好像不是那麼震撼。

其中爸媽是白恐受害者的段落，這件事出現得太晚，不該只有這樣的篇幅。

還有像是空難的情節安排也稍令我匪夷所思，好像有更好的安排。 

 

施：這本讓我蠻驚艷的，他的四個角色和敘事者的運用方式，比較有邏輯脈絡，

壓到最後才讓我們看到真相。結局可以預測，但前面那口氣憋得足夠長。揭

露白恐的那段，讓我驚訝到白恐可以這樣寫，原來所謂歷史傷痕的事件之於

舞台劇人物的生命，可以這樣表達。劇中的唯一女性，投稿不遂的微小事件

可以有如此巨大的情緒，足以顛覆友誼。全劇國台語交錯使用，台語語彙頗

為準確。 

施：這本讓我蠻驚艷的，他的四個角色和敘事者的運用方式，比較有邏輯脈絡，

壓到最後才讓我們看到真相。結局可以預測，但前面那口氣憋得足夠長。揭

露白恐的那段，讓我驚訝到白恐可以這樣寫，原來所謂歷史傷痕的事件之於

舞台劇人物的生命，可以這樣表達。劇中的唯一女性，投稿不遂的微小事件

可以有如此巨大的情緒，足以顛覆友誼。全劇國台語交錯使用，台語語彙頗

為準確。 

 

陳：人物情節與篇幅相當完整，敘事熟練能引導觀眾。處理政治、性別、白恐，

還有都市傳說的味道，劇本層次非常豐富，有很多切入點。看得出作者對人

物塑造有所企圖，語言使用上非常有層次。事件包裝在懸疑的事件裡面，佈

局是非常有意識的。只是我的問題是萬象園的懸疑性，他的安置讓人覺得很

重要，但裡頭的意象對萬象園產生的影響是什麼？連結性會有點曖昧。作者

的意圖在之中有點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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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投票 

經逐篇討論，三位評審決議放棄〈火金姑提著燈回來了〉、〈經典文本〉2篇作品，

並就〈爺爺養的貓〉、〈再生緣．鏡花水仙〉、〈所以我們點燃火焰〉、〈臺南醫院福

利社〉、〈萬象園〉、〈萃〉6篇作品進行計分投票，最高 6 分，最低 1 分。結果

如表列。 

作品名稱 陳建成 施如芳 許正平 總計 名次 

爺爺養的貓 2 3 1 6  

再生緣．鏡花水仙 4 4 4 12 佳作 

所以我們點燃火焰 6 5 6 17 首獎 

臺南醫院福利社 1 1 2 4  

萬象園 5 6 5 16 優選 

萃 3 2 3 8  

 

主席宣布，本屆劇本組首獎為〈所以我們點燃火焰〉，優選為〈萬象園〉，佳作為

〈再生緣．鏡花水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