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 12屆臺南文學獎 華語劇本組 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22年 8月 18日（四）下午 2:00 

地點：臺南市中西區南寧文學家 

評審：陳昌明、杜思慧、徐麗雯 

紀錄：謝旻恩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本次華語劇本組初審 39件作品，共有 16件作品入圍，三票作品一名，兩

票作品六名、一票作品九名。委員們共同推舉陳昌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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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昌明（陳）：劇本組是臺南文化局蠻重視的一個組，過去好幾次差點取消，

因為篇數太少，早期曾有一度只有五篇來參選，我們開會時一直告訴局長

不可以取消劇本組，因為不論劇本或是小說都希望有演出機會，如果不做

未來會有很大的問題。現在文策會也一直想把這塊推出去，成大也在起步

的階段裡嘗試推動劇本學程，希望更多學生參與，現在看到有三十九篇實

在讓我太興奮了，一年比一年多。三十九篇以地方文學獎來說相當精彩，

這次劇本組的參與篇數很令人驚豔。臺南文學獎在長年耕耘後總算有了收

穫，在這樣的背景底下，臺南推廣劇本這件事應該更用力，如果未來設立

文化園區，應該要有一個劇場，讓不同劇團能夠進駐表演與排練。真的要

做文學都市，劇本是不能缺少的，很多人太忽略臺灣戲劇的部分，這使得

我們戲劇演出找不到好劇本，連小說改編成劇本都非常匱乏。所以我一直

認為劇本這組帶有一種使命感，希望未來所有文學形式都有轉譯成劇本的

可能性。 

陳：當然篇數多不代表水準高，有些作品不太能掌握劇本寫作，甚至可能也有

沒寫過劇本經驗來參賽，可以看到常常會把粗糙的東西拿進來，然而整體

來說把這次徵稿放到各地方文學獎裡比較，臺南市還是精彩的。可以看到

有些作品粗糙，太著力於情色的描寫，這些以為是過去的禁忌，但其實早

已不是禁忌了，如果你不能隨著情節推演，這些元素都是多餘的。如何擬

定好的架構、情節是寫劇本的人要好好去學習的。未來我們也希望有更多

好的老師推廣劇本寫作，像兩位老師比較專業，能夠帶動更多學生在這一

塊出力，可以好好期待。 

 
杜思慧（杜）：我非常贊同昌明老師說的。以前學長跟我開過這樣的玩笑：

「你想害一個朋友很窮，叫他去開出版社，如果要讓他更窮，叫他去出版

劇本。」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子，劇本已經要變成顯學了。劇本本該是更

能夠呈現長年人的生活樣態與空間轉變的媒介。這一次看臺南文學獎，我

會分成三類：有一類是作品很精彩沒有大問題，當然這樣的作品不是那麼

多。有一類是像昌明老師說的，為什麼要那麼八點檔，人設要這麼扭曲才

能成為家庭情境劇，這些我就打入沒機會的名單。但卻有三分之二的作品

是需要仔細讀一遍才能判斷的名單。在臺南文學獎裡面可以看到這樣的份

量讓我很驚訝，以前我有參與過其他的劇本比賽審查，一百多個劇本裡臺



灣作者都沒有這麼多的作品，可見臺南文學獎在劇本的能量非常豐沛，希

望能持續下去。另外我也贊同昌明老師說的，當劇本寫完後還是要有被展

現、執行出來的機會，所以如何經過比賽被看見，又能真正帶到舞臺去，

這是我的感想。 

 
徐麗雯（徐）：我自己一直是投稿者的身份，所以當我看到這個數量，其實比

想像中少很多，身為投稿者總是以為自己有很多競爭者。但之前經驗確實

是投劇本稿的很少，所以這次有增加真的蠻不錯的。剛剛兩位老師說劇本

出版變得很普及，我自己在讀本時也會想說他是不是一定要變成實際演

出，因為劇本也可以文本化，比如一些新的文本形式不一定要被演出，而

是可以被閱讀，也有這樣的作品存在，提出一個劇本的新理念，可能不是

用小說、散文的寫法而選擇使用對白、獨白。這次投稿的題材很常圍繞家

庭故事，也有幾個蠻特別的題材，比如男男戀、或是女性在傳統價值裡要

爭出頭的一些省思。不過這次有些傳統書寫讓我蠻驚喜的，做了充足的功

課，幾乎是可以直接拿去演的程度。 

 
陳：兩位老師都提供了很好的方向。當然我們都知道能夠演出是最好，不過也

不是所有作品都能夠全部演出。臺南市的作家作品集也希望每一年都能出

劇本，近幾年只要有劇本投稿都很容易被印出版，也是因為希望這一領域

能有更多作品產出，如果還能夠更進一步讓更多劇場、劇本有演出機會，

才真的是讓人很期待。除了劇場外也希望戲劇能在電影、影視上更蓬勃發

展，甚至是八點檔，看韓國可以把連續劇演到這個程度，這也是臺灣該走

的路。他們研究商業、好萊塢的演出，不斷研讀世界暢銷劇本並將這些元

素放進來，做了許多工作，同一個劇本可以改寫很多版本，也可以變成能

夠演出的內容。一旦戲劇變成影視作品，比賣一萬本書的影響力大太多

了，臺灣也需要有好的連續劇，不能只是灑狗血的八點檔，這些是我更遙

遠的期待。 

 
經過討論，評審先再次投票決定決審討論名單，後續將討論兩票以上作品。 

 

作品名稱 陳昌明 杜思慧 徐麗雯 

只有我缺席的記憶 v v v 

彼年的蝴蝶 v v v 

賴和不怕事 v v  

孟婆  v v 

一千  v v 

回家須知 v  v 

伐。子都 v v  

 
〈彼年的蝴蝶〉 

杜：我剛開始看這篇時覺得進展慢、劇情流動停滯，我特別關注劇情的形式，

劇本是接近歌仔戲的形式，我希望保留這個劇種類型的討論。不過在我重

新細看後，發現這個作品其實需要穩定的心來閱讀，裡面包含蠻多的主

題，尤其是性別議題，但是最後的解決有點太容易和理所當然，但這也沒



關係，這是寫作的選擇，作者拉這條男男線出來做現階段的結局，但一切

也太理所當然、如此和樂。剛開始雖然覺得文本很凝滯，但在凝滯的狀態

下需要從許多劇情中做出選擇，比如一夫多妻的設定，如果設計了三個太

太的爭執，就沒辦法著重在性別的討論，所以劇本裡設定伴侶間的和平相

處，進而延伸家族裡傳統習俗的探討，或是後來第三、四代跟社會連接的

新觀念，可以感受到是有鋪陳的，所以我投下這張票。 

徐：我覺得作者有掌握到本質上會感動人的戲劇元素，沒有很取巧，十分穩

當，會在某些時候感動你，這也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能看出作者功課做很

足。不過我希望未來徵件上面能夠避免出現「這部作品已經被某劇團排

演」的註解會比較妥當，作品寫上那句話反而讓我不知道要不要投給它。

這個意思是因為它比較可能有演出機會，所以我們也該選擇它嗎？ 

（作品註解：本劇本唱詞部分，以情商明華園總團協助譜曲） 

（由於此作品沒有公開發表過，故符合徵稿辦法） 

杜：還是說這個人可能已經是長期有合作編劇的經驗，讓我們有多餘的遐想。 

徐：我是不是也可以在最後面寫說我已經請吳念祖幫我演了？ 

陳：這種情況下我們通常會在初審把這種語句蓋掉，不要讓它進入到決審。一

來是避免顯露作者身份，二來是可能影響評審判斷，好像他在這個圈子裡

很厲害，這可能使比賽不公平，讓評選受到引導。這種情況又涉及另一種

情形，像是寫論文如果寫出已經得到科技部補助，就會很加分，但一般來

說文學獎比賽應該避免這一塊，以維護公平性。不過我們應該不會受這個

影響。 

徐：整體來說這部仍然是很認真做了田調、功力穩當的作品。 

陳：這一篇花了很多功夫，背景設定在 1980年代初期〈梁山伯與祝英台〉風潮

下的歌仔劇場故事。作者找了很多資料以呈現當時風貌，然而也並不是有

那些材料劇本就會成功，當然也包括人物塑造很動人，那些性格與事件讓

讀者覺得怎麼這麼有意思。關於結尾大團圓的味道，我也覺得是小缺點，

不過這在傳統戲劇裡又有一定的觀眾，我想很多人看戲不希望有太多傷

心。不過重點也不在團圓聚的收場，而是每一個段落塑造許多角色，包括

高天鳳、楊蓮亭、許乾明，比如許乾明一個人有三個老婆，這在過去的歌

仔戲環境裡是很常見的事，他塑造的人物每個都點到獨特個性，又看到彼

此之間的互動動人的部分，非常不容易，作者不只是把歌仔戲與時代的人

物互相連結，文本中有歌仔戲的情節推動過程，也與現實中的劇情互相呼

應，除了文字動人外，對人情練達的掌握到位，另外除了歌仔戲的劇本文

詞修飾很好，連現實劇情裡的文字也修飾極佳，不是每個人都能寫歌仔戲

戲文，又能寫現代文學的劇本，從這兩者的協調來看光是這點就顯示了作

者的功力。這是一個蠻有創作經驗的人寫出來的作品，文筆真的很老練，

結構也很完整，我相當推崇。 

 
〈只有我缺席的記憶〉 

陳：這一篇也是很好的作品，三位老師都有投票。這是屬於觀念性的作品，相

比上一個作品沒有那麼聚焦在角色塑造，沒有如此豐富的人物刻畫，但也

是能夠在舞臺上演出，讓不同人飾演角色變換的演出方式。後面也有會讓

人反思的結局，是一個關於人物改變、角色變換的主題。涉及到長照、失

智、精神障礙等議題，很有意思的把這些主題納入，甚至也思考到記憶到



底是什麼的主題。觀念上來說蠻精彩的，也能讓人反省一些東西，是一個

思想性很好、也很適合演出的劇本。 

杜：我跟老師有不一樣的說法，但我覺得應該是殊途同歸。如果把上一部作品

比擬作圖片，就像有一把大傘，底下有一家人撐著，每個人的面相都很明

顯；而這一部作品的圖像就會是 zoom in到傘緣下幾個人聚焦的臉。所以

我反而覺得就演員的角度來說，這個戲的表演推進，反而比上一部更困

難。我是以一個演員或導演的身份來思考，這一部戲很多沒有被訴說清楚

的部分，將交由演員透過表演來參與並填補。這個作品絕對可以被展演在

舞臺上，不過演員必須對這三條交錯的劇情線都很清楚，所以對演技來說

是很大的考驗。我會覺得乍看下像交替寫作，卻不會混亂，且觀眾可以持

續的了解到每個角色是有往前推進的。 

徐：我自己蠻喜歡這個作品的，用字簡單、話少，但是內在有濃烈的風暴，使

用很安靜的方式開展，這點是我很喜歡的原因。關於解離症，是蠻常在劇

本裡製造成戲劇效果的技巧，我會感覺有點取巧，當然對演員和導演來說

是有趣的。不過在這部作品來說懸念的掌握蠻好的，讓觀眾保有懸念，雖

然我在中斷就能猜到角色可能扮演多重人格，但還是會想看下去。而他最

後也給多重人格一個很好的說法：「人必須逃到其他角色裡才能活下

去。」這有呼應到人生生命的反思，不是無端使用這個技巧，賦予了角色

情感，讓解離症在這篇文本使用上能說服我。 

杜：我覺得麗雯老師提供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我也想另外提一個無關評審會

議的小問題：「編劇寫劇本要寫得多滿？」雖然他沒有形容很多，不像

〈彼年的蝴蝶〉一樣，在這把大傘下每個人都被清楚塑造，但劇本希望每

個扮演角色的演員去填補角色空間。這雖然跳脫評審內容，但關於編劇應

該寫得多滿，是否有讓導演與演員一起參與創作的空間？ 

陳：是讓人想要填補的劇本，屬於導演可以從中發揮更多的劇本。這兩個劇本

各有優點，兩種不同類型。從不同優點去看，即使哪一篇得到第一名，另

一篇也毫不遜色，我甚至坦白說，換一批評審也可能更換名次，他就是兩

種不同面貌，都有各自的代表性。如麗雯老師提到〈只有我缺席的記憶〉

用解離的方式去寫他的回憶，透過角色更換這件事，在劇場上也常見到，

確實表現不俗。而〈彼年的蝴蝶〉也很精彩，怎麼可以把每個點都寫得這

麼到位的，每段劇情的發展都有滿足到，這不是一般劇作家寫得到的，很

多劇作家可以有很多想法，但要讓每個人物到位實屬不易，即使是我們上

網看很多影片，也會有這樣的問題，都會覺得有些東西還沒被滿足到，而

這齣劇本很細膩。所以兩篇都很傑出，一個是想法精彩，一個是細節到

位。 

杜：〈蝴蝶〉是格局蠻大的。 

徐：產業、社會、歷史，觀眾環、演員環等方方面面都有寫到。他寫觀眾那邊

很感人，還有撐傘的老伯伯。 

陳：傳統歌仔戲真的會有這些人，所以我說他會喚起很多人的感動。 

徐：他可能是長年觀眾或是長年圈子裡的人。 

杜：我覺得是經驗豐富的劇作家。 

 
〈賴和不怕事〉 

徐：這篇拔掉名字之後，角色形塑沒有很理想。 



陳：這是敗筆，已經有賴和這個人了，又同時讓老師和學生用同樣名字，這種

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另外怎麼在討論過程中都沒有意識到大家的名字問

題，這是不太可能的，他們在演出過程中也沒提到這件事，讓這件事理所

當然是設計上的敗筆，不過有些情節也很有意思。 

杜：中段有些概念不錯，但其中一大段從歷史書中拉出來掉書袋，我覺得不太

行。所以雖然我有投他但有但書。 

徐：大家對賴和都會有期待，當這一齣劇本沒有翻轉或是昇華賴和時，就沒有

到那個高度。 

 
〈孟婆〉 

杜：這篇也是難得的歌仔戲形式，這次真的很多歌仔戲形式的劇本，很特別。 

陳：臺南會把歌仔戲與現代劇本結合在一起的比較多，也跟傳統地方戲曲在臺

南的影響力比較大有關，所以每年都有跟歌仔戲連結的劇本。 

杜：我覺得他的戲有些非常重要的衝突點，只是簡單帶過去有點可惜，因為劇

本就是應該寫有衝突的地方才好玩，我自己會更推〈伐・子都〉。 

 
〈伐・子都〉 

杜：這篇給我韓劇三部曲〈與神同行〉的感覺，好像今天要把傳統的文化做成

有現代感的東西，作品給我一種興奮感，不過這是以導演角度的想像。以

劇本來說，作者有給予畫面與空間，這是有想像力的，故事跟線條與呈現

手法，寫得都蠻好的，如果是我會想推這篇。 

陳：我也贊成杜老師說法，裡面的內容有些人不一定那麼喜歡，不過作者使用

一些一般人不熟悉的傳統典故，把這樣的架構放在現代來讀一開始會讓人

有些陌生，這個架構甚至使用陰間、陽間穿插使用的過程，有的人也會覺

得格格不入。但如果以〈與神同行〉的想法來閱讀的話還蠻有趣的，而且

對於議題思維也很到位，甚至裡面寫到傳統戲劇文字時執行力很高，我覺

得這一篇我也蠻推的。 

徐：我附議一下如果是〈子都〉與〈孟婆〉比的話我也會給〈子都〉。孟婆那

篇除了「孟婆非婆」的主題比較有趣以外，男男之間的掙扎太多了，一直

反覆在掙扎裡。但是〈子都〉多了很多不同事件的反覆處理蠻好的，所以

這兩篇相比我會選擇〈子都〉。 

 
〈回家須知〉 

陳：這篇當然有明顯的缺點，也有一些小優點，想了解大家對這一篇的想法放

入紀錄中。 

杜：我沒有投的原因是，這篇不如〈手足須知〉來的切題。劇本中談到怎麼回

家、如何回家，題目確實可以抓大一點的範圍，但是太著重於手足的交

流，我反而會疑惑如果跟手足感情那麼好，為何不跟他回家？所以覺得

〈手足須知〉似乎更好，因為我沒有被故事感動與說服。 

徐：〈回家須知〉我有投，也是平淡卻有味道的作品。我會把〈子都〉放在一

起看是因為都是女子被壓抑、需要爭出頭的作品。可是我覺得這首有一個

缺點，太頻繁使用瑣碎的對話，好像講電話就講完一切。 

杜：我覺得這同時是優點也是缺點，作者很中規中矩用電話推進兄妹之間情

感，卻也因為只有用電話，少了心事，使戲劇性顯得單一。 



陳：這是大架構故事的缺點，不過這個題材可以被發展，如果更深入寫，在當

代家庭裡面，可以涉及到家人問題、職場問題，都可以在這之中有一番處

理。這一篇在形式上比較單調，題材與故事本身修一下會蠻有機會的。 

 
〈一千〉 

杜：其實我蠻喜歡〈一千〉，比起〈回家須知〉和〈孟婆〉，作品中髒兮兮的

場景很吸引我，我自己作為導演會怕處理這些，卻是非常好可以處理的東

西。這可以是非常有戲劇張力的東西，所謂髒兮兮在舞臺上可以有很多處

理樣貌，美學、畫面可以很多作為。但很可惜在以上討論中他沒有跳出

來，在格局和角色細膩度相較之下沒有那麼出色。 

徐：我自己重看〈一千〉後覺得他人鳥對應蠻有趣的，有些怪點子，比如爽身

粉、雪天使、用經血寫血書。 

杜：我覺得他敢處理這些事，非常好玩。 

徐：最後回到生態的命題上，跟鳥、跟女兒告別蠻有趣的，而且做紙紮的師傅

生出做設計的女兒，有一些巧思。 

陳：這一篇有些地方蠻到位的，寫傳統男人為了工作奔忙，弄到最後婦女情感

隔閡，也有灑狗血的部分。其實徐老師說的這些怪點子是真的很特別，如

果變成劇本要看導演怎麼操作，否則會看不懂是怎麼回事。但是就劇本來

說沒有很精彩的把東西鋪陳出來，有一些可惜，不過觸到的點蠻不錯的。 

 

進行投票 

經由評審們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 7分、第二名 6分……，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

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陳昌明 杜思慧 徐麗雯 總得分 

只有我缺席的記憶 6 6 6 18 

彼年的蝴蝶 7 7 7 21 

賴和不怕事 1 3 1 5 

孟婆 2 2 2 6 

一千 4 4 5 13 

回家須知 3 1 3 7 

伐・子都 5 5 6 16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彼年的蝴蝶〉為首獎，〈只有我缺席的記憶〉為優

等獎，〈伐・子都〉為佳作。 

 
 
 
2022年臺南文學獎華語劇本組獲獎名次如下： 

首獎--〈彼年的蝴蝶〉 

優等獎--〈只有我缺席的記憶〉 

佳作--〈伐・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