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臺南文學獎 【短篇小說】會議記錄 

時間：2020 年 09 月 16 日 下午 2 時 

地點：新營文化中心 4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甘耀明、郝譽翔、鍾文音（順序按姓氏筆劃排序） 

紀錄：林品潔 

 

委員們共同推舉鍾文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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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甘耀明(甘)：來稿七十篇水準滿整齊的，題材非常多元，我後來才知道徵文沒有

限定主題要以臺南市為主，所以各地區主題都有，除了有歷史小說，也有現代

都市文學。從中可以看到年輕世代的影子，也有老手出手。這是一個繁花盛開

的文學獎。 

 

郝譽翔(郝)：我覺得這次的稿件裡面都有可看性，有些是鄉土小說，可以看到描

寫傳統的、底層的、弱勢的書寫，可是寫到後來都能夠加以反轉，而不是都只是

流於傳統老派的寫法而已。這次來參賽的寫作者都有一定的寫作功力，所以我覺

得讀這批稿件是一個滿愉快的經驗。 

 

鍾文音(鍾)：這次文字的密度都還滿有實力的。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鄉土的題

材都能寫出新的生命力。鄉土題材已經被挖掘很多了，這次的徵選裡面有一些角

度重新演繹了新鄉土的可能，特別是觀點、文字，然後我覺得寫實、關於告別的，

或是自我觀照的一些新意，所以這次看稿我還滿訝異的是，臺南文學獎的水準很

整齊而且有可看性，所以我選的時候很難選出前五篇，因為至少有五篇以上都還

不錯。 

 

本屆華語短篇小說總收件數為 70 件，複審結果共 25 件作品進入決選。三票 2

篇，兩票 7 篇，一票 16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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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作品 

〈金堆和銀堆的自強旅行〉 

鍾：其實中間有一段我看不太懂。我覺得它中間的敘事有點亂，而且它動員了南



管有點刻意。不過算起來是滿有創意的。 

郝：我覺得它的風格很特殊，可是中間就是有一些地方看不太懂，跳得太快了，

可是整個是很大膽的寫作！但因為今年好作品太多了，所以我就把這篇放到後面

了。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延平郡王回來了〉 

郝：我覺得這是一個滿有趣的寫法，就是一個狂想曲。當然這個梗也不是非常的

新鮮，好像有一部電影好像叫《希特勒回來了》，就是希特勒回到當代，但是我

覺得它很能凸顯臺南的在地特色，非常有趣。 

  

鍾：我覺得主要是「延平郡王」這個太落入臺南的刻板印象了，這個名號太大了。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當兵時的一件小事〉 

郝：這篇也滿不錯的，但是我本來在看的時候就很期待他後面到底會發生甚麼事，

可是後來好像就有點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 

 

鍾：而且他後來跟心理醫生說有點可惜……敘述上很流暢啦！那種當兵的狀況也

寫得很好。 

 

甘：我覺得後面寫得很怪，太擁擠了，但前面寫得很好。 

 

鍾：後面跟心理醫生說的部份就跟前面的文氣不太對。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兩票作品 

〈戰鬥田螺〉 

鍾：其實這個事件有點久，這篇文章我以前好像看過，它不知道是投過哪個文學

獎。 



甘：它有創造力的地方，像是把臺灣福壽螺的養殖歷史融入到小說裡，然後推演

到鄉村瘋狂養金寶螺的經驗，最後造成災難。我選它是因為整個敘事滿清楚的。 

 

郝：我選這篇的原因是因為故事很完整，作者從小孩子的視角來寫也變得有點荒

謬劇或悲劇的味道，然後這個題材也是有意思的，雖然不是那麼的新鮮。整個寫

法是完整的，但這篇不是我前面的作品，就是可預期的、很完整的故事，這次好

作品太多了，就被我排到比較後面去。 

 

鍾：藉著田螺的強悍生命力帶出整個人跟土地之間的、少見的哀愁性埋在裡頭，

那個東西都不錯。可是就是我覺得敘事比較呆板、文字上比較平板一點，說不定

這也是它的好處，不會有文學上的炫技，比較孩子氣！比方說「臺灣就是寶島」

或「慶祝長輩生日的『福壽』的用語」。我覺得它用孩子的用語還滿可愛的，可

是孩子的觀點往往有侷限性，就不容易拉到很深的地方去，就變成是滿好的童年

往事，去對應臺灣這塊土地被「螺」所掌控的狀況。 

 

〈告別〉 

鍾：我沒有選，可是我可以支持。我後來又看了一次，我是被前面的學生氣息給

忽略了，但是我後來覺得到後面越寫越好，因為一開始花太多時間在學校了，考

試啊、考古啊、應用力學等，但是它寫到父親的時候就不錯了，還有惡化的爺爺

也不錯。所以我覺得他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學校和父親的切割太大塊了，如

果它能夠融進去會更好，最後一堂戴老師的課又回到學校了。在切的塊度上形成

塊狀式的分裂性，沒有辦法使這個小說的串聯有一種更有機的處理，是我覺得這

一篇很可惜的部分。如果把父親跟爺爺那一塊統合起來，我覺得會更好看吧！因

為後面很好看。 

 

甘：這篇的文字讀起來還滿低調，剛開始看的時候比較難以進入，但是中段之後

可以品嘗到從平淡的生活提煉出的深層況味。包括大學上課地質學老師說的離岸

風力哲學，有些指涉意義存在。再講到姊姊從香港回來、生病的祖父過世，甚至

是研究生對學術、對工資的追求和他在家庭生活的夾纏，即便沒有太強的「情」

變化，但是過程中令人體會有一點點的「感」滲出，讓小說起了一點變化。 

 

郝：我滿喜歡這篇的因為這篇，我猜這是理工科的學生寫的，所以才可以力學寫

得這麼深入，這也就是我喜歡它的原因，它沒有以往文學獎的文氣，就是文青會

使用的技巧或概念甚麼的，不同於陳腔濫調的文青氣息，它有一種新鮮的吸引力。

那它的土壤和耐震好像變成一種家庭的隱喻，分崩離析甚至正在搖晃當中，但這

之中的串聯不夠圓熟，但也因為不圓熟所以讓人覺得自然，而不是刻意的。我選

這篇是喜歡它的後面，因為單看它的前面會很擔心後面不知道會走到哪裡去，可



是它後面收得很漂亮，而且把情感的力度寫出來。 

 

鍾：但是他後面把敘事轉換了，就會變成塊狀切割。他那種寧靜的、理工的冷度，

所以傷感的告別就不會出現，這是他的優點，像我們會寫得很用力。 

 

郝：他不會太濫情。 

 

〈燒大厝〉 

郝：我沒選的原因就是中規中矩的作品，用燒大厝呼應家族的狀況，小說的情節

比較可以預期。 

 

鍾：我覺得現在短篇小說的問題就是不知道寫到哪裡去了，像那篇〈告別〉雖然

說很好，但也有這樣的問題。這篇小說相對來講就比較集中，完全沒有跑離他想

要講的事情，這是他的優點。我想「短篇小說的回歸」可能還滿重要的，現在的

短篇小說寫得好散亂、好輻射，但這篇就是他把輻射都收到一個很小的事情，用

燒這個東西去回應家人的離開，再把自己都攏進去，就是那個「阿發仔」。是短

跑型的短篇小說。 

 

甘：可能受到〈通靈少女〉的影響，這幾年來講鄉土的、通靈道士的作品很多。

這篇小說的敘事比較密集，文字的效率比較高，我當初會選它是情節與結構上有

比較清楚的脈絡。但我也發現，可能是戲劇化需求，有些小說細微的經驗與線路

沒有辦法顧及，比方說阿發仔跟他兒子的關係、阿發仔跟他同學的關係，沒有交

代清楚。甚至小說只是為了達到戲劇效果，使得阿發仔的性格沒有完整，小說後

面有點弱掉了。 

 

〈喜愛痛苦的人〉 

鍾：這一篇我看起來就很像是村上春樹的東西，因為它動用的是代碼式的生活，

比方說她自己的編號、她會用生日去分類、她在酒吧遇見了誰。我覺得她有很可

愛的村上風，她會把她的生活空間對比當代，所以也有落入散文化。像她說她喜

歡火車，但那些東西卻被科技所取代的情形，好在那個老巴有出現了，所以有推

動故事這樣。然後寫那個「幽靈月臺」就有點像現在的敘事，可以看見青春的、

沒有被僵化的心靈狀態出現在這篇小說裡頭。幽靈月臺就是車子有來，但是車子

不會停下來，那故事就在這邊做一個時間的流逝，感情上的討論滿有意思。就是

她其實喜歡一個學姊，覺得那個學姊很帥氣，但那個學姊是喜歡痛苦的人。作者

把青春愛情故事找到一個不錯的點去切入，這是她的優點，這讓我想起卡夫卡有

部小說《飢餓藝術家》，喜歡痛苦跟搞飢餓的表演藝術家好像有種奇特的對應，



但文風完全不是卡夫卡，而是非常村上的。 

 

甘：這是一個女孩跟老巴的故事，以兩個人的對話為發展軸線，延伸出各自的記

憶，比方說敘事者想到了「牛奶糖女孩」為重心，老巴便回憶了便利商店的女孩，

和她愛上的女孩，並在故事中穿插了幽靈月臺的意象。文風可能是受到村上春樹

的影響。我沒有選它是敘事上有點破碎又不完整，幽靈月臺雖然有指涉，但指涉

不夠飽滿，是他們看到的嗎？還是他們自行的創作？還是他們內心交流的世界？ 

 

郝：我選它是因為它寫出一個情調，氛圍很迷人。 

 

〈導師〉 

甘：這篇很有趣，講「乩身」的故事，主角從小學就能起乩，後來讀了成大，成

為駕前導師。小說有幾個亮點，一個是主角身為駕前導師時，跟「豆花」角色的

關係，另一個是主角在小六時起乩，描述到深刻細節，兩個亮點吸引了我。但是

小說的結構有點怪，時間軸幾乎是在回憶裡跳動，不斷流連主角小時候，又處理

了「豆花」角色的人生，欠缺當下的時間流動。結尾又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快喀

掉了，好像還沒有發生甚麼就終止了，是可惜之處。 

 

鍾：它有些專業用字嗎？「起乩」為甚麼要寫成「起童」？我覺得他很有趣，就

是白天跟晚上是不同的人，但是並沒有再挖掘下去，就一直再寫說他的體質，就

好像這類型的小說沒辦法長出別的樣子的感覺。 

 

郝：我是覺得他的題材很有意思，但是就像兩位評審說的優點和缺點一樣。它又

一直強調自己是老師，有點說教的感覺，好像就是要去教育「豆花」的樣子，太

正派了。很可惜，它應該可以寫得更放一點。雖然說把八家將太汙名化也不好，

可是太正經化在小說中也不好。 

 

鍾：可能多摹寫導師起乩的模樣吧！可能多寫一些他的生活而不要去管他要不要

去教化這些人。 

 

〈捉迷藏〉 

郝：其實我還滿喜歡這一篇的，我覺得好感人喔！可能是因為我現在當媽媽，看

到故事中有小女孩我就……我是不是太濫情了？我覺得〈捉迷藏〉的結尾很感人，

作者寫這個小孩的狀態，她的那種孤獨、她自己一個人翹課然後去找媽媽，可是

那個媽媽又來去一陣煙，像夢又像真實的存在，這個部分寫得非常好。她爸爸的

那個角色也形塑得非常成功，就是一個單親的爸爸，他很認真地在做一些事情，



可是他畢竟是一個爸爸，他沒有辦法進入這個小女孩的內心。他對小女孩的愛寫

得很不濫情又很動人，這個捉迷藏也成為一個隱喻。後來這個小女孩也長大了，

成為一個媽媽，可以說這個結尾收得太漂亮了，太想要給小說一個結尾，但是也

不錯。我滿喜歡這一篇的。 

 

甘：這一篇有少年小說的味道。它的特色是點到為止，在一個看似平常的翹課之

旅，去找外婆和舅舅的過程中，帶出了啟蒙經歷。尤其是在神桌底下的片段，作

者處理得不錯。小說比較大的問題是，敘事觀點在父親和女兒身上跳來跳去，最

佳敘事觀點是放在內心有所成長的女兒身上，而不是放在父親身上，放在父親身

上是比較沒有效率的。 

 

鍾：我覺得這篇比較大的問題是在後面，從女兒想找媽媽，到她後來也當了媽媽，

這之中的跳躍太大了，有點可惜。 

 

郝：我是喜歡那段找媽媽的旅程。 

 

〈髒衣服〉 

鍾：就洗衣服變成他們家的儀式，因為它把所有的髒污都給清掉了。 

 

郝：我就是喜歡它的這個設計，可是其他的部分，好像就都比較四平八穩。 

 

鍾：我覺得它有些細節還滿有當代性的，病人的衣服在洗衣機裡面是一種很哀傷

的旋轉，我很相信這個除汙的過程，我選這篇是因為它跟我的心靈有一種扣近。

它寫生病的人跟日常生活的扣近，也沒有太多情緒化的字眼。只是它的題目不好，

因為它直接點名了髒衣服，我覺得有點可惜，就都知道它要寫甚麼——生活中有

點腐朽的部分埋藏在衣服的變形下。 

 

郝：我覺得它用平靜的手法寫出生活的敗壞腐朽。然後它的對話不多，但是我覺

得都滿精準的。 

 

甘：我沒有太多想法，都被你們講完了。 

 

 

 

三票作品 

〈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 



甘：這篇的取材滿吸引人，從敘事者「我」和她弟弟關係發展下去。這弟弟還是

由男變成女，結果得了乳癌死掉。藉由「我」去幫弟弟冥婚，拉出一連串的回憶。

小說的調性還滿不錯，但是時間軸不穩，除了前後之外都是回憶，作者沒有在處

理那隻民俗雞引爆的當下現場，大部分都是回憶。另外，小說的民俗資料太多了，

包括換斗的儀式、冥婚的方式……太多的資料塞進去，而不是建立在人物的立體

上。 

 

郝：這個「我」是女生吧？好像他們就是雙雙性別不正確，然後被父母所遺棄的，

我覺得在寫「我」跟弟弟的感情部分其實是相當動人的，然後變性的過程也寫得

很自然。因為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的同志題材相當多，在這麼多同志的書寫當中，

我覺得這篇是滿有創意的，比較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書寫。而且我也喜歡它明明

是在寫一個悲劇，可是它的文字比較不那麼悲苦，有一種幽默氣息。 

 

鍾：所以他用很多「咩咩」啊，我覺得那個代稱還滿可愛的。它可以把變性的議

題這麼輕易地嵌進一個短篇小說，然後又不說教，是還滿不錯的。讀的時候一口

氣就可以讀完，除了耀明所說的民俗的題材可以再融入一點外，其他的我覺得沒

有什麼缺點。 

 

〈月落山前〉 

甘：我比較接受〈月落山前〉的情感張力。小說寫美麗女主人帶著她的四個女兒

和受傷的丈夫，在遠村生活，她開了小吃店，小吃店熱鬧，女主人的手藝也很不

錯，引爆了風波。作者把部落的文化，以隱性、傷痛的方式寫出，包括去都市謀

生的丈夫失敗回到部落，不甘心之後想要回到都市發展。而美麗的女主人周旋在

眾客中，她如何拿捏？又如何處理邊緣化、被冷落、只能當提水工的丈夫，在這

之間的互動如此微妙。唯一的問題是，「貨車男」寫太多了，擠壓了不少文字空

間，即便是為了結尾的互動做鋪陳……，但我覺得筆墨放太多在「貨車男」身上

了，騰出來放在女主人的身上會更有張力。 

 

郝：我也很喜歡這一篇，就像耀明說的，部落的書寫我們也看很多了，但這一篇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它不會刻意呈現「我就是在寫一個原住民部落」，感覺

非常的真實。這樣子的狀況：一個魯蛇的丈夫與能幹的女主人，你會覺得身邊好

像比比皆是。女主人美麗、很能言善道、很「勥跤」，但你又不會覺得她討厭，

她與丈夫的幽微之處掌握得很好，但是結尾是不是有點太浪漫了？可是好像也不

無可能，在看前面的時候不會預期到它會有這樣的結尾，這樣的轉折好像就是在

不動聲色的日常生活之間。 

 

甘：我覺得結尾推貨車的合理性不高，貨車太重，部落地勢又多起伏。但兩人靜



悄悄地推著車子，這意象不錯。 

 

郝：我覺得它有些語言寫得很有意思，幽微地去寫彼此之間的那個情感。我覺得

作者還滿高明的。 

 

鍾：它後面如果有些字句再精煉就好了。它也有好處，就是我們到最後才知道這

個人長甚麼樣子，它的好就好在回到短篇小說上的精鍊性，這篇在這批稿件中比

較沒有甚麼缺點，在力道上、語意上都有去注意的一個作品。 

 

 

三位委員決議，最終投票最高 6 分，最低 1 分，依序遞減給分，結果如下： 

〈月落山前〉十五分，〈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十分，〈捉迷藏〉六分、

〈告別〉五分、〈髒衣服〉四分。 

 

經現場委員一致決定，〈月落山前〉獲得首獎，〈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

獲得優等，佳作分別為〈捉迷藏〉、〈告別〉、〈髒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