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 12 屆臺南文學獎 漫話臺南組 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22 年 8 月 18 日（四）下午 02:00 

地點：臺南市中西區南寧文學家 

評審：王美霞、王聰威、阿尼默 

紀錄：謝欣珈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本次漫話臺南組初審共 70 件作品，三票作品 6 篇，兩票作品 10 篇。委員們共

同推舉王聰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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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霞（王）：我想先確定辦法。評審時我遇到的困惑是，要是作品沒有遵照

辦法，那能不能選？再來因爲本身住在臺南，會發覺有些照片和其他作品高度

雷同，能不能選？能不能先充分討論這兩點，比較易於進行評審。以及文與圖

都不錯，但是圖有很多張，所以我也想確定辦法是一圖一文，還是能多圖多

文？ 

 
阿尼默（阿）：因為我的工作與專業大部分是畫圖，是圖像工作者，所以看文

章的同時我會看圖。大部分作者對於圖像或攝影，專業度與敏銳度都不太高。

王委員剛剛提到的一文多圖對我來說不是問題，因為那就是作者用圖跟文章表

達的方式，每個人表達的方式不一樣。至於高度雷同的問題，我不太⋯⋯ 

 
王聰威（威）：我們要回歸辦法，守規矩的人不能受害。辦法是說，一張圖講

一件事，還是可以很多圖講很多件事？這部分確定之後我們三人同意就可以。 

 
威：我們看一下實際辦法。「不限圖像創作形式，鼓勵民眾以攝影、漫畫等各

式藝術創作，用圖文搭配的方式呈現出充滿故事的臺南。文類不拘，1000 字以

內華語正體字書寫。」其實多圖搭多文可以。有作品是一系列的街景，下面再

寫短的文字，我覺得蠻有趣的。這次規定確實比較寬鬆，沒有規定圖文搭配比

例，或是規定只能一張，所以我會贊成阿尼默一文多圖沒有問題。另外雷同的

部分，如果可以舉例我們就充分討論。例如剛剛提到的照片可能是很常見的構

圖，但是否會因此產生問題？ 

 
阿：我覺得蠻容易產生雷同的照片，因為場景中能走的路只有一條，很容易產

生雷同的構圖，但每一天的光線、角度、色調都不一樣，所以這個問題我認為

可以之後若有遇到再針對作品討論。 

 
威：我們要選十篇不計排名。現在兩票以上有十六篇，三位委員一致同意有六

篇，先請問兩位老師三票的六篇有沒有人反對？沒有的話，我們從兩票的十篇

中選四篇即可。現在集中討論兩票作品。 

 
王：我想舉薦一票的〈蘆葦之歌〉，因為都是散文。不拘文類，結果就只有一



種文類。 〈蘆葦之歌〉寫得很短，正好是新詩，在投稿作品中是另一種文類，

這是我的考量。圖片也還可以。選這篇假如下次還有這種形式的徵稿，可以鼓

勵參加者不拘散文來創作，大家核定一下可不可以。要放掉也可以，只是我當

時選擇的原因是文類。 

 
威：詩其實還有幾首，我沒有特別偏好，有點太淺，沒有這麼臺南，它寫出八

掌溪是用註來表示，光看詩無法看出在哪個地方的蘆葦之歌。因為這個組別比

較特別，必須扣緊臺南。 

 
王：那我不堅持。 

 
經過討論，六篇三票作品直接保送，後續討論兩票作品。 

 

兩票作品討論 
〈午時水〉 

王：因為我今年有推動臺南龍崎的「空山祭」，覺得他們講到的傳說蠻有意

思，所以我就看這件作品，我覺得還好。我在選文章的時候傾向一張圖片講一

個主題，這篇作品主題意象清楚，文章平鋪直述，所以入選。 

 
威：我覺得這篇作品就是一個記憶，家庭記事。寫了蠻多細節，如「高溫下青

稞朵朵堆砌，於新鮮、於腐敗、於曖昧」，他是有點文學才華來寫這篇。 

 
王：我在選這些文章的時候會覺得個人經驗，誠實與否，有沒有真的深切在臺

南蠻重要的。我們很容易在網路上看到寫臺南，事實上抓了很多參考文字，這

篇是真實經驗。我覺得真實經驗會是非常重要的關鍵，真實經驗能說服你真的

去理解臺南。 

 
威：不過這篇照片呆板了一點。 

 
阿：這篇我有投，但當時有點猶豫要不要選。我覺得照片還可以，甚至比文章

好，老人走進墳墓堆的意象是有趣的，比其他照片有意思。可是因為他雖然是

安平人卻不曾住過安平，文章一直用外來者的角色卻用在地人的口吻談事情。

比如他到了古墓的時候會想到小龍女，我並不覺得他有這麼真切想了解他的故

鄉。他也說一開始是因為不順所以想去拿午時水。他到最後都沒有讓我覺得他

之於他的身份的關係。我不知道這個角度兩位評審覺得？ 

 
王：你的意思是他沒有這麼投入安平對不對？ 

 
阿：就像觀光客來拿午時水，聽一聽故事，看到古墓就想到小龍女，我覺得他

沒有真的這麼想了解臺南。並不是糾結於他的身份，而是，就算觀光客也能有

屬於自己的見地或體會，那種獨特性是文章裡重要的成分。 

 
 
王：我是這樣想樣，其實安平在臺南是比較特別，事實上安平有一半都是過

客，在這樣的經驗選這篇文章，主要的概念作品有老爸與他的對話。安平人口



已經大量外移，但文章還保有爸爸跟他講的經驗，而且文字還行。無論這個孩

子接受程度怎樣。我即使寫了很多臺南，十本書，我也沒有強烈要求臺南孩子

一定要膜拜臺南，只要曾經有這故事傳下來就好，無論你用什麼角度去相應。

你剛剛說他看到古墓想到小龍女，他看武俠小說也許比看安平的經驗還要多，

那也無妨，至少是他印證臺南的途徑。 

 
〈澤蘭佇西拉雅〉 

王：這篇我可以過關，我好像是因為照片才沒選，以文字來說這篇沒有問題。  

 
阿：有時候我覺得文章很容易連結地理環境和生命經驗，這篇跟他自己的生命

經驗比較沒有連結，但他的表達方式與介紹方式，裡面有某種文學性的文字。

他選用的照片讓我覺得他平常有在了解攝影，至少光攝影這件事作者是有著墨

的。  

 
王：這篇我可以無異議通過  

 
威：那這篇就變成三票，三票有七篇了。我讀到這篇並不是全臺文寫作，部分

文字變成臺文，其實是普通話跟臺文混合的作品。這是很有趣的現象，以文學

創作來說，分野也比較清楚，有臺文、華文，但是我們自己的語境是混雜的，

有時候說臺語有時候說普通話，其實香港用廣東話創作也有這種狀況，不管是

文雅混雜，或是方言與官語混雜，這點看來蠻有趣的，是很特別的一篇。我覺

得這篇的照片可以給文化局出版觀光集用，水準不錯。 

 
〈故影，恣蓮〉 

王：我覺得這篇文章的文字蠻投緣國文老師的胃。藉蓮花講故鄉，主題單一，

以文字來說沒有問題。圖片是蓮花符合主題。  

 
威：文章相當成熟老練，起承轉合完整，好好描寫了白河這個地方。但是文學

性相對沒那麼高，是四平八穩的敘事文、抒情文。照片是所有人去白河都會看

的蓮花。 

 
阿：我比較無法投入這篇。我先講照片，白河講蓮花、拍蓮花都是合情合理的

事情，我覺得從我小時候讀書一路看過來，攝影比賽都會有蓮花的照片，幾十

年來拍的方式都一樣。我當然不會要求要有比賽的等級，但是這張照片沒有讓

我覺得與地理環境有關係，因為每個地方的蓮花都一樣。文章形容蓮花的美，

我覺得只在描寫外觀與自己情感抒發，如此而已。看到蓮花吟唱一首歌，很個

人的想法與感受。 

 
 
〈官田西庄〉 

阿：我其實非常喜歡這篇，比起其他講著名的觀光景點，這篇就是在講他家旁

邊的柑仔店，而且作者把村莊裡的人如何使用、怎麼看待柑仔店寫得蠻動人，

至少是一個活生生的生活在裡面。有真實的生活感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 

 
威：照片你會不會覺得有開門販售會更好？  



 
王：我當時是挑剔他的照片，因為我一直以為柑仔店關店，照片看很久。 

 
威：右邊二樓的窗臺、圍牆很好看。我也幫這篇拉票，我也非常喜歡。文筆相

對普通，但是非常素樸，他寫一個很小的小地方，不會有人知道的地方，偏僻

小市，講一個店，人也不重要，他就是講所有不重要的事，寶貝兮兮地在講，

讀起來非常好看，真正符合我們的精神。漫話就是隨便地講，侃侃而談，在庄

腳的人在門口整天都是講這些，誰關店、誰生了，敝帚自珍啦。 

 
王：我有國文老師的職業病，這篇刊出的時候標點符號要不要幫忙改一下？再

來既然是漫談我也不好意思說，因為我寫過藝陣，水堀頭不是這樣，但是要幫

忙改嗎？我想如果出發點是漫談 OK 我給他過，但是想改一些標點符號。 

 
威：標點符號編輯上是可以改。我們可以給他一點建議，標點符號應該還可

以。我們多拉了一票，所以現在三票有八篇了。  

 
 
〈鑄雪呢喃—尋王城建築圖文集〉 

阿：圖很好，技法特殊，因為太多圖畫得不是很好。這個技法有可能是

Photoshop 的效果，但要畫這麼多⋯⋯。  

 
王：如果這個圖不是原創，是用其他圖去改的怎麼辦？ 

 
威：照片改成圖，著作權法來說是沒有問題。 

 
阿：照片重畫沒有著作權的問題。然後我又覺得色調有點染的，我沒有看過這

樣子技法。 

 
威：背後應該是故意坐像電腦的雜訊。蠻特別的。 

 
阿：這有日本風，這應該是電腦處理的，光處理一張就覺得他蠻花心思的。文

章有些地方蠻做作的，但也是算是真切的心思。  

 
王：一種新嘗試，我覺得是這樣。 

 
威：比較有文學性，文學有時候會做作一下。這篇文字質地蠻高的。 

 
阿：尤其是第四段講南美館二館的文字太做作，但是圖太特別了。 

 
威：這篇在知識上有沒有什麼錯？ 

 
王：我覺得知識上有時候我會想，「光影的掌紋，以舊時的地景特色來書寫臺

南測候所」我想很久這是什麼意思？還有提到五條港，五條港離測候所是有距

離的，我要一直去揣測，作者是把海湧的意象放進去嗎？還有「光影的鱗

片」、「生命的掌紋」我看到每個字都會回頭去找，實在非常深刻，文字太深



我看不懂。你注意看他的風土故事，他援引「海洋書寫的措辭」，但什麼是

「海洋書寫的措辭」？ 「著名曲調的熱蘭遮城」 也讓我困惑，這篇一直是我的

迷宮，很多用詞我會想，像第一篇「德記洋行」最後一段「回家時光集合著掌

紋，歷史鑿敲的年輪，船商念親得赴歸，盛綻滾滾白噪音的韻律」什麼是「白

噪音」？  

 
阿：白噪音是有這個詞的，比如睡覺時候放海浪的聲音，是噪音，但不是不舒

服的那種。我倒覺得有些文章寫來不是要懂的，可以去感受氣氛。  

 
威：這篇是我和阿尼默選的，有爭取到美霞老師這票嗎？ 

 
王：我們等下再討論一次。作者用了很多名詞，如 Baslica，我記得已經不符現

況，目前我在臺南已經沒有看到 Baslica。我覺得這篇先存著，待會看一下

他的專有名詞，其他是還好。 

 
 
〈台南好食天〉 

阿：我不知道兩位怎麼看待錯字或是語意不明，有時候我也蠻兩難的，這篇有

蠻多地方不知道在寫什麼，不是上一篇那種，而是在打字拼貼的時候沒有挑出

錯字。比如：「據說臺南隨便一家巷口小攤都值得花一輩子豬心冬粉」都沒有

逗號。但是整篇來講我覺得是順的，而且是在這邊生活的。他把吃的東西跟生

命經驗扣合，生活感是別的地方沒有的。 

 
王：你可以不用被說服沒關係，我也考慮他的遣詞用字，還有為什麼要一再出

現「萱」這個人來帶路。 

 
阿：照片可以更好。 

 
 
〈濡沫—倒風內海〉 

王：第一以照片的景還講蠻好的。第二倒風內海、臺江內海的意象很聚焦很好 

所以在這篇文章來講主題性夠強烈，文字在比較上夠乾淨。  

 
威：這個阿尼默一定不會選，這是標準的美文，把所有事情變得非常舒服美

麗。乾乾淨淨，不像剛才我們喜歡的那篇髒髒的但很親切。他從文字到鹽田都

很美麗，有很多很厲害的譬喻，念起來有節奏感，我反而因為美文選他。 

 
王：文字乾淨得像 slogan，串連上來講比較沒有像〈官田西庄〉。應該叫來寫

詩。 

 
阿：我看圖或看文章，會揣想作者是在什麼樣的心境、狀態去畫、去寫。這篇

裡面一直有幾個問號，比如說「問南風，南風可曾為誰爬梳過？」、「誰是真

正的主人？」、「是否還是內海模樣？」、這些問號讓我困惑他在問誰？他自

己獨處在問天問地，我無法投入這種胸懷。我覺得誰都可以描寫自己看到的景

色有多美，看到美景心中就有一些感觸，但寫得美不美，文字功力的運用就是



看個人的功力，但技巧是可以做到的，更難的是個人的質地與心思，我比較難

理解他的心思是什麼。但我不知道這樣的角度對文學專業的人覺得如何？所以

我這篇放棄。 

 
〈慢.慢〉 

阿：圖像是在畫三格漫畫，有還在念書的女孩喝珍奶、有公車站牌、有圓環。

我想作者應該是一個年輕人所以畫這樣的漫畫，畫得不是頂尖好，但是細節上

面的營造處處用心。圖本身我覺得可以，作者在講等公車，在這裡生活都是慢

的，等公車也慢。除此之外，作者把公車帶入生活，反而覺得慢的、等待的過

程辛苦，但是有另外一種慢的滋味出來。整個看下來蠻順蠻舒服，可以去感覺

圖中的昏黃色調，文章也有這樣的色調。 

 
王：文字沒有問題，講臺南生活的現象。但圖我看很久，無法看出圖好或不

好，但你的專業可以說服我。不過公車站牌長這樣嗎？ 

 
阿：當然你無法比較他有多專業，但他願意一格一格去經營，這點我覺得是好

的。 

 
王：那這篇我可以同意。因為當時我覺得圖畫的臺南真確度不夠，因為臺南公

車也不是這樣。 

 
阿：像〈台南好食天〉的照片雖然和真實一樣，但我覺得不會比〈慢.慢〉的圖

畫來得難得。 

 
王：這也是另一種繪圖的形式。其實我看完之後因為圖才沒有選，要是圖可以

說服我，我就投這篇一票。我一直想問臺南圓環他畫的這些是什麼？可能當時

我對作者有比較大的期待是，應該把臺南地景更寫實些，至少認得出來是什

麼。 

 
阿：寫實是優點也是致命傷，但是我們畫圖，像是我每次來臺南都會租機車到

處騎，圓環對遊客來講就是這樣，我不會去較真畫的那裡一定是哪裡，對應現

實是什麼，否則作者就用拍照來組成三格也可以。 

 
王：我被徵文辦法中「看臺南生成的圖文」框住了。 

 
阿：我相信作者腦子裡有臺南的記憶與印象畫出來的圖，可是是不是長得和現

場一模一樣，對我而言並不重要。比如我畫人並不用長得一模一樣才叫肖

像。 

 
王：這篇我可以投，沒有問題。 

 
威：這篇比較特別是寫臺南公車，這個主題沒有其他人寫，文字上作者是有組

織文字成文章功力的人，這篇也是抒情文章，但他可以掌握節奏感、句子長

短，慢慢鋪陳，以文字來說是成熟的作品。圖像美麗，但我確實與美霞老師有

一樣的疑慮，是圖與臺南的氛圍有點差別。但是如果像阿尼默講的，他就是帶



有一點抽象。  

 
王：我創作的話會丟還給臺南的顏色，但是這張比較像作者自己的內心戲。 

 
威：這篇獲得三票。 

 
 
〈老眷村〉 

阿：我覺得講到國宅、眷村就會想到老兵，我覺得作者用這樣的角度與眼光去

看，不管是房子的過去與現在，還是人物的過去與現在，我覺得是有趣

的。圖像他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大樓。 

王：我就是因為這張圖想很久，我當時想選一篇新詩，所以捨棄這篇選〈故

影，恣蓮〉，因為從圖像的角度看不出眷村？ 

阿：作者應該是處在眷村裡面。 

王：我覺得不是，我問過很多人，沒有人知道這是在臺南的哪裡。我很想問作

者為什麼用這個角度？為什麼是眷村？ 

威：作者有寫到「影劇三村」，是由「影劇三村」往外拍的感覺。如果我替作

者解釋，我就會說，你看眷村是個古老的社區。他拍的是手機訊號塔非常

多的大樓。 

王：但這個地方我也問不出來是哪裡，也不是「影劇三村」。 

威：所以是圖文不符？ 

王：我覺得是，所以我才沒有選。當時我很想選，因為它是新詩，我想讓大家

知道新詩也是可以創作的，不一定要散文。 

阿：不論圖，我覺得文字的起承轉合是好的，而且有種困在這個地方看著外面

世事在變化的感覺，我覺得是如此。 

王：因為我看文就會看到圖，才一直想。現在的「影劇三村」已經是復國路的

國宅。 

威：如果圖沒有人看得出來是哪裡，是不是圖也不怎麼好？ 

阿：我覺得圖是不太合適的。 

威：既然如此恕我無法再支持。 

 
〈我遠方的朋友們〉 

王：我想問這篇的圖沒有問題的話我過關。我當時在想這算是圖文創作嗎？ 

威：這是圖鑑式的圖文創作，講的是臺南的自然景致，切入的角度很特別，因

為我們不太會寫臺南的自然景色有哪些元素。 

阿：這篇我非常喜歡，講植物，每個圖鑑都標日期，可能那天遇到的、看到的

就記錄下來，也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圖，不管，因為每個人紀錄的方式不一樣，

也許你覺得他畫得不夠好，可是這是他日積月累在做的事情。  

 
王：這篇我可以投。 

威：我喜歡這篇超過〈鑄雪呢喃—尋王城建築圖文集〉，所以投這篇。最後我

宣布入選的十篇。三票共有六篇：〈念念戲院人生〉、〈我畫鹽埕出張

所〉、〈停格〉、〈逐夜市而居〉、〈好吃不好聞的現撈海鮮〉、〈芒果

乾的酸甜時差〉。經過針對兩票的討論，選出四篇三票通過：〈澤蘭佇西

拉雅〉、〈官田西庄〉、〈慢.慢〉、〈我遠方的朋友們〉。 



 
經由評審們討論後，除了三票作品六篇外，再由兩票作品中選出四篇。 

並經檢視報名資料，〈我遠方的朋友們〉作品名稱應為〈一切等你們在春天重

訪〉；〈慢.慢〉作品名稱應為〈慢.漫〉。 

 
2022 年臺南文學獎漫話臺南組優選作品獲獎如下： 

〈念念戲院人生〉 

〈我畫鹽埕出張所〉 

〈停格〉 

〈逐夜市而居〉 

〈好吃不好聞的現撈海鮮〉 

〈芒果乾的酸甜時差〉 

〈澤蘭佇西拉雅〉 

〈官田西庄〉 

〈慢.漫〉 

〈一切等你們在春天重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