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 年第十三屆臺南文學獎 華語現代詩組 評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23 年 8 月 11 日（五）下午 14:00 

 會議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 樓北側 D 室 

 會議主席：陳義芝（由評審委員互推） 

 評審委員：林達陽、陳義芝、顏文琳（依姓氏筆畫排序） 

 紀錄：陳兆乾 

 

本次華語現代詩共收到 131 件作品，綜合評審委員林達陽、陳義芝、顏文琳意見，

共計 15 件作品進入決審會議，如表列。 

作品名稱 陳義芝 顏艾琳 林達陽 

秋刀魚之味  ✔  

問卜 ✔   

區間車  ✔  

失意的鯤鯓   ✔ 

他們說他們已經將牆推倒了   ✔ 

碗粿女兒  ✔  

遺忘基地   ✔ 

一些衣服 ✔   

關子嶺大凍山以曠遠等我  ✔  

安平，這條路  ✔  

入睡前幻覺 ✔   

阿雪爬上 25 樓   ✔ 

妊娠腹語   ✔ 

無字碑：懷想民主運動前輩 ✔   

夢見愛因斯坦 ✔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顏艾琳（顏）：這次臺南文學獎的新詩組，整體而言，除了少數沒有臺南味道的

作品被我剔掉，大體上八成都有臺南元素。在這種在地性的文學獎中，我評

比的標準會以是否具有臺南或南方特色作為優先我知道臺南文學獎沒有硬

性要求臺南元素，然身為臺南人，我覺得既然生活在南方，那作品至少要寫

出一點南方味道、生活是有扣緊南方的；第二個標準就是其詩句是否有獨特

的、令人驚豔的味道。在地方文學獎上，並非是將在地性元素寫入詩中即可，

應該能同時讓讀者咀嚼再三。因此，我自己挑選的作品的題材主要圍繞味覺、

家族記憶、風景特色等。風景特色的詩其實很難寫，因此我這次有特別挑出；

此外，我還有挑一些關於親情的作品，這個題材各個文學獎都可以寫，而要

如何兼顧南方特色和寫好詩意，是我這次特別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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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陽（林）：這次的題材蠻多樣的，我也覺得這是近幾年文學獎的趨勢，不像

以前有固定的師承、或想達成的目的較可預期。現在的創作者較敢於做各式

嘗試、關心自己的主題；這讓挑選變得較困難。而關於艾琳老師所提到的臺

南元素，徵件辦法上僅規定創作者有臺南經驗即可，不論是出生、就學、工

作，目前或是過去的經驗都行，而從這個標準來看，即使寫出不那麼臺南樣

貌的事物，也仍然是透過臺南人的眼睛看世界，我認為還是符合臺南文學獎

徵稿意旨的。我的標準是：在有限的票數中，盡可能挑選不同類型、各有完

整表達的作品。當中有時候還是會看到特意討好、寫得很符合臺南刻板印象

的作品，或者刻意迎合時事卻不夠深刻的作品，這些作品在最後挑選時，我

會比較遲疑和保留一點。此外，這批作品中關於年老、飲食題材蠻多的，因

為票數有限、顧及多元樣貌，因此對這兩種題材的標準會比較高；而這兩種

題材也是因為很切身而難寫的題材，很期待兩位評審的意見。 

 

陳義芝（陳）：關於地方文學獎的在地元素，合不合乎徵文對象，我相信作品都

已經過檢查篩選，才送到我們評審手中。因此我在評比時只以詩的角度去看，

如何維護詩的特質，是我在乎的。我認為好詩的語言要準確，詩如果不準確、

讀起來使人不知所以然、沒有韻味，那就沒意思了。而要如何運用詩的語言，

我認為語言呈現有表裡之分：表面是一般的溝通訊息，但詩講究暗示、象徵、

多意的延伸，如此才有詩意。再者，一首詩除了要有韻律和清新的意象，語

境是否完整也很重要，因為這點決定其完成度。在這個資訊活絡的時代，人

們出手快速，容易疏忽結構和完成度，所以我特別強調這點。 

 

第一輪投票 

因為投稿數量多，且每位評審評審角度不同，經評審討論，決議進行投票篩選作

品，每人五票，投票結果如表列。 

作品名稱 陳義芝 顏艾琳 林達陽 票數 

秋刀魚之味    0 

問卜 ✔   1 

區間車  ✔  1 

失意的鯤鯓  ✔  1 

他們說他們已經將牆推倒了   ✔ 1 

碗粿女兒 ✔ ✔  2 

遺忘基地 ✔  ✔ 2 

一些衣服 ✔ ✔  2 

關子嶺大凍山以曠遠等我    0 

安平，這條路   ✔ 1 

入睡前幻覺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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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雪爬上 25 樓   ✔ 1 

妊娠腹語  ✔  1 

無字碑：懷想民主運動前輩   ✔ 1 

夢見愛因斯坦    0 

 

經投票後，評審放棄〈秋刀魚之味〉、〈關子嶺大凍山以曠遠等我〉、〈夢見愛因斯

坦〉3 篇作品，就得票之 12 篇進行逐篇討論。 

 

逐篇討論 

〈問卜〉 

陳：這篇我很欣賞，它的語法帶著思辨性，寫生命的遭遇和感受。第一節的光與

影、第二節惡夢與美夢，全部都可以投映到人生。它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

是語法；他用「即使……也無法……」來表明人生並不單純，有些事是可以

努力的，但也有些是無能為力的。第三節中用這樣的語法，講人生有各種遭

遇，並間接講到什麼是神，作為一個讀者，我認為神就是一種命定。底下這

節，他寫「我在奄奄一息的黑暗中看見一個在摩天輪頂端的吻，無異於一個

分離的吻，無異於一個永遠得不到的吻」，這種句法我覺得蠻有詩意的，因

為這種句法很活、有「皆非……即是」的感覺。在後半段，它表達說要靠自

己修持，很像神跟你說照光的方法，但是你要深鑿自己的光如群山的倒影。

但這種光不是絕對正面的，還有無窮試探的道路，所以它說直到抵達虛無。

讀到最後，講到人生有喜有悲、有得有失，無法避開遺憾，你只能去相信；

生命中有些偶然和必然，把握眼前、有踏實的生活，有無得失你沒有辦法。

人生難免想要去問際遇、問未來，我特別覺得這篇〈問卜〉思索十分深沉。 

 

顏：順著陳老師講的，我自己本身也在寫長詩，這首詩的思辨性在於，我選擇了

「有」，但最終卻又回歸虛空，就是在說我們無法避開遺憾，即便作出了不

同的選擇、走向不同的人生，但最後的失與得都是靠自己的修持。因此到最

後那段「偶然間／殞落將實實在在，從光影中誕生」也就是你問卜抽到了上

上籤，但是這麼好的籤一定有其代價，這是我所讀到的。問卜在我們臺南人，

閩南社會裡，任何事情都需要問卜，甚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盤。整體上，

我覺得這首詩蠻有意境的、詩意和語法也很不錯，所以我也支持他一票 

 

林：我同意老師們說的深沉和精緻複雜的思考，但我覺得他果要使用那樣的語法，

篇幅或許可以再精簡、每個段落再收得緊一些，全詩會更精緻。 

 

〈區間車〉 

顏：區間車是我成長過程的一部分，也是臺南各地方重要的交通工具。這首詩用

快跟慢，從臺南到永康需要同一首歌播六次，回家的去程上覺得很慢，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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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回市區時卻感覺很快。這首詩的鋪陳很生活，用類似散文的口吻交代，

這是必須的，因為這就是來去家鄉與學校間的過程。他好的地方是這樣片段

的形式像散文、電影。但缺點就是某些東西可以不用點破，比如「我要回家，

心很急」、「匆匆」這些太直白的地方刪掉的話，散文詩的節奏會更好，留下

來的如電影蒙太奇的餘味會更豐富。但我還是支持這首詩。 

 

林：這次的作品有一部分是比較年輕的聲音，帶有學生或是青年上班族口吻，我

自己很喜歡也期待。但在這篇，如艾琳老師剛才所說的，我覺得比較破碎一

點，某些地方可以再精減一下。也想過順著時間線寫得這麼緊密，是否要達

成什麼效果？但目前比較沒有讀出來。 

 

陳：我有一部分看法和達陽一樣。用口語寫詩當然有它的生動性，但像「我嫌下

一班電梯四分鐘太久」或「嗶！餘額不足」，行文不免鬆散。另外，開頭時

間標是 17:09，後頭卻變成 5:38 和 6:17，這部分不夠統一。最後「後座，我

雙臂環著／感動在這，故事在這」，感覺較個人、單線，難引起共鳴。 

 

〈失意的鯤鯓〉 

顏：這首詩技法很高，但寫出的句子略嫌堆砌、繁複，形容詞很多。標題是失意

的（形容詞）鯤鯓（名詞），但我在讀完整首詩後，發現重點在失意這個形

容詞，而真正在寫鯤鯓這個名詞的部分不夠生動，味道也不夠好。如果我是

在地人要寫，我不會著重於失意，我會透過鯤鯓過去與現在的風景差異來帶

出情緒。其實一開始我沒有選，是剛才再一次投票時看見達陽原本有選，想

說他是比較知性的人，所以選了，結果最後他反而沒有投。所以，這首詩我

最後選擇放棄。 

 

林：這次的作品有幾篇寫年老、對年老或亡故長輩的作品，這一篇和〈一些衣服〉

都有類似的質地。當初選進來，除了認為要有一些這樣的題材以外，也因為

我覺得裡面所寫的臺南很臺南、也是很在地年輕人視角的臺南，例如寫到秋

茂園的烤香腸，以木麻黃、日落塔去形塑地景意象，這可能不是外地人能夠

寫出的。是對在地有想法、情感真實的作品。但有些文字細節比較雕鑿一點，

有點可惜。 

 

陳：這首詩的語言部分稍嫌矯造。譬如第一節最後「最深處荒蕪纏結的中樞神經」，

但是鯤鯓就只是一個沙洲而已。第二節寫喪失雙足，但鯤鯓是否有雙足？換

言之，語言的使用上建議再斟酌。這是我沒有選的原因。 

 

〈他們說他們已經將牆推倒了〉 

林：這首也是相較之下較年輕的題材，整首的前三分之二我都蠻喜歡的，以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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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敘事者身分，探討教育跟話語權，提到前輩們教育下一代要獨立、要如何

如何辯證思考，這些本來反教條的觀念，卻好像變成新的教條強加在學生的

身上。我自己解讀這首詩，是以民主第三代坐在台下的視角，看民主的第一

代、第二代在台上口沫橫飛地講述當年為民主如何付出、民主如何得來不易、

如何教誨大家珍惜。但那些抵抗舊教條的新教條像蜿蜒的蛇，鑽進年輕的心

裡蛻下死皮。「乾癟的一條蛇皮迎風昂揚，在他們的指揮與期待下嘶嘶吐信」

這部分我很喜歡，諷諭描繪那種「你們一定要長成新公民」的強勢期待，也

開始漸漸帶著一些僵化的說教感。整首詩較可惜的是，結尾寫得太激揚、投

入，有點失去精準度了。 

 

陳：達陽所說的主旨我同意。但需要在整篇的語境找到更緊密的脈絡。我在讀它

時有註記：「他們是誰？我們是誰？」詩中的歧義，也讓我有點猶疑。包括

詩中蜿蜒的蛇到底作為什麼樣的比喻，跟後面的敘述好像有點牴觸，因為緊

接著它說「在我們的大腦上蛻下死皮」，那蛻下死皮不好嗎？它應該是好的。

如果作者是有所批判的話，那麼蛻下死皮是何所指？而我們是蛇嗎？後面說

我們蜿蜒起舞，感覺我們好像就是蛇。作者有企圖心、有大的表現，可惜表

達運用尚未臻於成熟。 

 

顏：我覺得這首詩的歧異性好多，不知道作者要聚焦的是什麼。他第一個指涉是

鋒利的炮火，第二個指涉很明確是「依循的教條是蜿蜒的蛇」，到中間「我

們不是病人」指涉那是教育上的病癥，因為整個環境，所以讓我們集體被感

染。然而第三段「我們薄的透明／薄得，只剩一層皮」是指我們變成蛇了嗎？

後面的句子也是。我知道他在反諷，但我覺得「我們、他們、蛇」三個角色

立場之間的轉換很混亂，我讀不出蛇象徵什麼、他們的牆又怎麼會被蛇推

倒。 

 

〈碗粿女兒〉 

顏：左鎮是臺灣人口消失最嚴重的地方，因為人口少，所以時間緩慢，東西都是

人工的。詩中可以看到粗體字是炊粿的口訣，他透過過程中控制水量的問題

來隱喻親人間的情感。可惜這首詩國臺語交錯，用字也不夠精確，但我喜歡

他詩中做碗粿的過程，如果完全用臺語去寫也可以，但一定要找到正確的臺

語用法。另外，每一段得承襲也寫得很好，情感鋪陳和炊粿流程融合得很棒， 

 

陳：我最初閱讀有考慮選這首屬於親情、憶舊的作品。炊粿的流程給人一種流動

感，稍微可惜的是有些做作的語詞，如中間的無奈、孤獨、濃稠的日子等，

那些地方弱下來了一點。但比較下來，如果要有一篇跟本地有關的作品，也

還是可以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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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有一點像命題作文，感覺像是為了寫碗粿而寫碗粿。整篇讀完沒有得到情感

上或者思想上的新體驗。文中的阿嬤有點像道具，敘事者小吃店家女兒的視

角也缺乏真實感，我對這樣的描寫會較警覺一點。 

 

〈遺忘基地〉 

林：本屆來稿大部分都是比較主題、議題先行，所以想挑一篇較軟性、抒情的作

品。這篇是我所讀到最喜歡的。描寫離開家鄉再回來的遊子情懷，裡面所提

到的人、事、物、情，都很真實，雖然整體表達有點不清楚，但是這批作品

中最為自然、也最有可能打動人的。 

 

陳：這首也是我可以重新考慮的作品。它寫生命記憶中種種，詩中的「我」很可

能就是童年，「你」就是現在。作者試圖讓結構完整，從一開始「溺水的人

游回岸邊」到最後「曬乾的人跳回海洋」，但是還是會覺得詩意不是那麼清

楚。當初在讀這首時，讀到「留下再見的誓言」覺得這句有點作文。整體來

講，有優點也有小小的瑕疵。 

 

顏：這首反而我都沒有選，因為我有這種經驗。我覺得如果〈碗粿女兒〉是作文，

這首詩更作文。詩中的許多元素都是較模糊、大而化之的，如溺水的人和曬

乾的人指涉進出家鄉、中間寫的元素，如白鷺鷥、水田，是在其他詩中也可

以看見的，他也沒有寫到讓你知道這是哪裡，因此得不到地理的感情，所以

我最後沒有選他。 

 

〈一些衣服〉 

陳：衣服是人的符號、人的形象，也可以作為人的環境，張愛玲說：「各人住在

各人的衣服裡」，古代的人因為找不到遺體所以建衣冠塚。本詩作者所用的

一些衣服應該是包括全家人的舊衣服，應該是 20 年前的。所以他看到這包

衣服可以回到從前，顯示這 20 年來的各種情況。最後講到人的記憶最終也

會化為塵土，他在詩中沒有用一些很驚奇的筆法，但在平順當中有可取之處，

所以我覺得還蠻值得閱讀的。 

 

顏：這首詩厲害的地方是作者寫「那些小毛衣已經種成了老男人」把時間壓縮，

讓時間透過衣服纖維變形，但是不管怎麼樣開心或難過的記憶，最後都會變

為灰塵。我覺得這首詩寫得非常好、很有溫度。 

 

林：這篇我也可以選，寫懷念父親也懷念以前的自己，我覺得整體蠻完整的，語

言簡單直白，講的事物、感情都很清晰。若非要挑剔的話，就是寫得略為工

整，題目似乎也有點大，建議可以收在父親的衣服或自己的衣服上就好。我

可以支持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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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這條路〉 

林：〈安平，這條路〉跟剛剛的〈遺忘基地〉有類似的好處，有抒情也很在地，

信手捻來的意象都很自然，例如「騎上老虎的身姿仍閃著英雄光彩」，雖然

句子沒有到最好，但情感很好，我猜可能是寫秋茂園或者是其他市區較老派

的建物的雕塑。整體情緒很感動人，高度一致，也扎實地抒發它跟在地綿長、

細膩的連結感覺，收尾也很不錯，但也許有再寫短一點的空間。如果另兩位

老師沒有特別喜歡，我可以放棄。 

 

顏：我一開始選他是因為安平我去過太多次了，而他寫的東西我都有感覺。但後

來進一步投票卻放棄他，是因為我覺得他的安平寫得太精雕細琢，有點太多

了，把詩塞得太擠。他雕琢，但應該用減法的雕琢，而不適用增加字句的方

式。我常跟大家說，寫詩最重要的是如何用最少的字句把他雕好，而不是增

加字句來多了鑿工，那個鑿痕太深，所以到最後就沒有選。 

 

陳：剛剛那首〈遺忘基地〉，作者寫到我想去看白鷺鷥、我想去看潮間帶等，都

是很鮮明的景象，但這首詩中提到的生活、儀式等，就稍嫌多了。 

 

〈入睡前幻覺〉 

陳：整首詩從入睡前的幻覺起，就是要挖掘內在的心理，用一種奇特的筆法寫奇

特的心理，這點很可取。如他寫「昨天我將自己一隻手和一隻腳／送給了空

氣」，其實就是指露在棉被外面；他寫「其實很想要攤平」，事實上就是攤不

平。詩的中段，我也可幫他解釋一下，他寫灑尿，而且要撒在昂貴的磁磚上，

也許是要表達憤怒，雖然這樣的表達不夠好、不夠細膩。另外還有一點蠻有

趣的，在倒數第二節的後半段，不知道他是詛咒對方死，還是覺得如果死了

他會很思念，我覺得這個地方寫的蠻妙的，所以我在這樣的考慮中選了他。 

 

顏：這種應該是參加報社文學獎。還蠻奇怪的，他的情感從夜間上廁所開始，他

的情緒是攤不平的。然後他腳好像也有點怪怪的，在走樓梯時，他把髖關節、

膝關節、腳踝都寫出來，但他只是要去廁所。他們家世看起來很好，但為什

麼會有這種不平。這些鋪陳最後講到「親近的誰」，然後賞自己耳光、怎麼

可以詛咒人家死呢，可是後來又提到另一個人。我覺得他是個沒事找事做，

好像一個憤恨不平的富家子弟吧，所以我覺得這首詩放在臺南文學獎有點奇

怪。 

 

林：我覺得這篇寫的是類似繭居族、生活在電腦前的人物形象。同意義芝老師對

於以撒尿去寫憤怒的看法，我也覺得很有力量。還有那樣彷彿躺在棺材裡的

描寫與收尾飛蟲的部分，情感都寫得很實，個人主觀上很喜歡這樣自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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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詩，但有些細節寫得比較做自己；寫得很自由同時是優點，也是缺點，

部分詩句不那麼容易解讀。 

 

〈阿雪爬上 25 樓〉 

林：以麥塊世界這個開放式的電動玩具，作為探討成長的引子，我在裡面讀到成

年人／中年人與自己內在小孩──或者真實子女的關聯。「阿雪」這個角色可

解讀成敘事者自己，在成長的過程中要不斷把數字疊高、長大、往上攀爬、

沒有盡頭地努力等等，一直到最後到達高處哭啞了、呼喚外在的自己。我很

喜歡「深夜裡的急診室」這段，「太不喜歡，以至於講出第一句話」我覺得

是很鋒利也很傷心的指控。也很喜歡「最後見到我的眼神／就像他第一次對

我說出了話」，作者的內在或許有一個很強烈的不安、憤怒跟恐懼，推動著

整首詩。但若要挑剔，整體讀來可能是比其他作品鬆散、難解一些，例如 5

歲和 25 樓這兩組具體的數字是否有其他的暗示？無法確定作者是在回應私

人的生命經驗，或者有其他臺南在地人才知道的數字隱喻？ 

 

顏：我覺得這是一個爸爸寫他小孩子生病，開頭寫推出逃生門，而 25 樓我猜是

兒童醫院的樓層數，因為第二段說他才 5 歲而已。第一段寫爸爸希望他能像

麥塊世界的主角可以一層一層地往上爬，而阿雪在他的醫療過程內一度要爬

高了，「在高處哭啞的喚我」就是作者，他的年歲仍沒那麼高，但哭聲就隨

著他的掙扎、他的醫療而一直往上堆疊。後來因為醫療過程很痛苦，他說出

「不喜歡」，而小孩子繪畫卻畫出和姐姐打架，再包括軟軟的海綿子彈，或

是那句「阿雪，你在哪裡──」。到最後是爸爸往上爬到 25 樓找到他，並帶他

回家。可是我覺得原本認為 25 樓是醫院的樓層，這裡的轉換有點令我困惑。 

 

陳：這首詩用電腦遊戲來形成人生情境，有虛擬跟現實互相對照之意，但是問題

是要對照出什麼樣的人生？也許是因為我無法完全掌握它運用的元素，就像

達陽剛剛提到的 5 歲和 25 樓的部分，還有爬高、一開始手裡拿劍等，這些

是什麼指涉？這些如果可以有更清楚的線索，也許就會有不同的感覺。 

 

〈妊娠腹語〉 

顏：我一開始沒有選他，只是想說有男詩人寫這種題材，但是我又覺得這首不夠

好，可以放棄。 

 

 

〈無字碑：懷想民主運動前輩〉 

林：我對這篇的愛好程度跟〈一些衣服〉差異不大，有喜歡的句子，可是對整篇

作品仍有一些困惑與保留。詩中提到很具時代代表性的、擺在臺南也很合宜

的文字。整體來說，寫得很深刻也處理了很大的題材，但可能是因為分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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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或者是那種一句接一句連綿無盡的說話口氣，導致讀起來有點漫長，

還有一種在被上課的感覺。如果其他老師沒有特別想要的話，我可以放棄。 

 

陳：我也可以放棄，因為我最初選它，理由跟達陽所思考的差不多，也就是說作

者用比較影射的方式，如大樹、花瓣、光、碑等，這些似乎都可以投映到臺

灣的民主過程當中，但是有些地方又不是很清楚，我一直想要理清脈絡，如

森林巨響是指什麼？盜伐者是誰？雖然在「有些人驚醒／有些人假寐」，這

部分似乎也有作者的感慨。但後來相較之下，就覺得也可以割捨。 

 

顏：好，那我們放棄。  

 

 

決審投票 

經逐篇討論後，評審決議放棄〈區間車〉、〈失意的鯤鯓〉、〈安平，這條路〉、〈妊

娠腹語〉、〈無字碑：懷想民主運動前輩〉5 篇作品，就〈問卜〉、〈他們說他們已

經將牆推倒了〉、〈碗粿女兒〉、〈遺忘基地〉、〈一些衣服〉、〈入睡前幻覺〉、〈阿雪

爬上 25 樓〉7 篇作品進行計分投票，最高 7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表列。 

作品名稱 陳義芝 顏艾琳 林達陽 總計 名次 

問卜 7 7 5 19 首獎 

他們說他們已經將牆推倒了 2 1 4 7  

碗粿女兒 3 5 1 9 佳作 

遺忘基地 4 4 7 15 優等 

一些衣服 6 6 2 14 佳作 

入睡前幻覺 5 3 3 11 佳作 

阿雪爬上 25 樓 1 2 6 9  

 

因〈碗粿女兒〉與〈阿雪爬上 25 樓〉同分並列，評審決議舉手表決，表決結果  

〈碗粿女兒〉兩票（陳義芝、顏艾琳）、〈阿雪爬上 25 樓〉一票（林達陽），主席

宣布，本屆華語現代詩首獎為〈問卜〉，優等為〈遺忘基地〉，佳作為〈一些衣服〉、

〈入睡前幻覺〉、〈碗粿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