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屆臺大文學獎決審會議紀錄】──小說組 

時間：2024 年 5 月 10 日（週五）14:00~16:00 

地點：中文系會議室 

主席：高嘉謙 

評審：陳雪、鍾文音、甘耀明 

紀錄：李金萍 

整理校對：蔡佳軒 

【入圍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編號 作品名稱 

1 所記得的是 11 近視眼 

2 夏綸 12 青葡萄 

3 群豬 13 洛灣雨舞曲改 

4 樓上的海 14 Bulletin Bird Office 

5 隱翅蝶 15 Am I Friend? 

6 爸爸回來了   

7 雙人跳水   

8 一個領袖的誕生   

9 那晚的月光   

10 想念   

 

  



【整體閱評心得】 

高嘉謙：謝謝三位評審幫忙審閱。本屆小說組共收到 53 件作品，經初選出 15 篇，

今日將決選 6 篇得獎作品，請三位針對這次的稿件談談你們的印象。 

陳雪：臺大有一些很秀異的作品，有好幾篇談到年輕人自殺、性別認同、朋友間的

感情，不一定是愛情。過去有段時間較少看到同性題材，但臺大這次不約而同有好

幾篇從各種角度切入去談同性在友誼和愛情之間模糊的拉扯，可能這仍是值得關

注的主題。這次沒看到寫類型的作品，但有一篇有紀實文學、有報導，以一種結構

比較複雜的方式去談實際上沒有被寫出來的文本，我覺得很特別。總體來說，我覺

得臺大學生的基本文筆、對小說的理解力都沒問題，不會看到那種很離譜的作品，

也滿注重文學性，類型較全面，沒有什麼奇幻，基本都還在偏純文學的範疇裡。我

在讀文本的過程滿享受的，有幾篇各有優劣，我在挑選時有點選擇障礙，不過總體

是很優秀的。 

甘耀明：我覺得臺大文學獎有個特異的氣質，和一般文學獎差很多。一般文學獎會

有較多故事性的、大眾文學類型的小說，尤其是理工為主的大學文學獎更多。這次

其實也有大眾文學，如〈群豬〉，以故事為主的發展脈絡很像類型小說。但大部分

發展出自己的面貌，有獨特的氣質，比較傾向個人風格實驗性質，帶著個人語言、

結構，多種形式混合。有點像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有著實驗或先鋒性質的小說往

往會引起評審的討論。根據我多年的經驗，這種實驗風格太高的小說，到最後都會

音樂劇化，「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他的實驗風格很高，個人氣質

非常重，但同時隱喻性和模糊性也會很高，讀者很難進入作者的世界，有隔了好幾

層遠山的感覺。他們可以試著把實驗性降低一點。我覺得作品都要跟評審和讀者溝

通，溝通到什麼程度才算美學，可以自己拿捏。但若無法溝通，讀者無法進入，這

就很遺憾。陳雪剛才說作品裡有許多談自殺、談性別認同，我倒是沒這麼敏感。我

去年評的林榮三文學獎，所有得獎作品都是同志小說。這是文化的影響？還是他們

的敏銳度注意到的社會現象？抑或他們周遭環境是如此呈現？這點滿有意思的。

我覺得小說不論是實驗性或魔幻類型，都有一定的程度要借力在寫實劇情上，所以

即便剝除了這麼多文學類型，只要細節性和寫實性夠充實，就足以說服我。寫小說

作為日常生活的觀察，或田野調查足夠的話，即便他寫失敗，也能有足夠的亮點去

說服評審，這也是我評分時在意的部分。 

鍾文音：前兩年我做九歌小說選，我選了一篇臺大文學獎的作品，當時我選的是第

二名而非第一名。那時候我心想，文采豐饒的作者也許在單篇小說裡無法完整且璀

璨地開放他自己，但從文字裡可以看出天生麗質的文采，那是我覺得無可取代的部

分。我們會隨著年齡長出現實的血肉，可是本質的文字文采那種天生性，是我一直

希望在年輕的作者身上看到的。所以我那時候很大膽地選了那位外文系的作者，後

來我遇到她，問她還有沒有再寫，她說她有在努力，但可能因為太被注意，後來就

空白了。所以，我心裡對年輕又出采的作者敬畏又疼惜，那種亮眼有時會在現實裡

萎縮。故我這次在讀的時候就沒有那麼針對文字了，我想小說的本質上，由故事去

驅動情節還是很重要。很多文字很好，可是後來語意不清，無法連結敘事之間的空

洞，以至讀者會踩空的作品，即使文字處理得很好，或者談論面向有獨特之處，但

相較小說的技藝部分有時還是無法被說服時就會覺得惋惜。這次有些很有文采，可



是在單篇並沒有處理好的入選者。我之前做過臺大文學獎的初複審，那時候真是海

量作品，讀起來比決審還要痛苦。決審作品已經是被評選過的，有一定的文字密度。

在文字密度這麼好的情況下，可被評比的部分就會變得非常微小，細節成了決戰點，

重點還要讓別人知道作品的核心與用意，且能夠感受得到作品的力量。臺大文學獎

有個重要的特質，就是外系也都很強，不管你讀中文、外文，或是物理、天文、醫

學等，很多都不是從古典性下手的作者，而是非常當代性，在敘述其生命的現實處

境與其調性(情調)。這次有兩個很大的面向，一個是寫自己青春的挫敗、死亡、同

儕自殺，帶著侯孝賢《風櫃來的人》走到都會的現代創傷感，我覺得有史以來青春

的殘酷物語都是迷人的；另一面向就是現實，但寫作者擬仿的人物多半大他很多歲，

甚至是另一輩分的，即使敘述得很清楚卻在人物與時代上會有些失真，可能需要再

浸淫，這我們等等可以再好好討論。 

【第一輪投票】 

（第一輪投票結果：〈所記得的是〉1 票、〈夏綸〉2 票、〈隱翅蝶〉1 票、〈爸爸

回來了〉3 票、〈雙人跳水〉2 票、〈那晚的月光〉2 票、〈近視眼〉1 票、〈洛灣

雨舞曲改〉2 票、〈青葡萄〉3 票、〈Am I Friend？〉1 票） 

【一票作品討論】 

〈所記得的是〉 

陳雪：這一篇我一直猶豫要不要選，選它主要為了鼓勵。他用了一個挺複雜的方法

講一個弒女案，我覺得這真是臺大學生會寫出來的作品，我可以想像作者一定非常

聰明，把一個虛擬的社會案件用好幾個不同的角度去探索，但有趣的是，實際上那

個社會案件他並沒有寫出來，我們只知道這是一個殺人案。他用了好幾個方式，如

評論、事件前史等去講述，我滿喜歡這種形式，如果這個形式寫成一本書，而他也

有能力駕馭的話，可能會是一部很精彩的作品，可以介於一般的推理懸疑或者是純

文學之間，有很多的可能性。但也因為如此，具體的東西就無法寫得很好。他分了

八個篇章，不同的角度來寫，最後結果實際上沒有寫出來，也沒有更深的發展。他

更多的是從各種角度去議論、思索，想要去窮盡我們面對悲劇或巨大事件時會有的

刻板印象，還塑造了來報導事件的人與這個悲劇本身又有重疊這樣的劇情。我喜歡

的是他的實驗性。 

甘耀明：我覺得他非常聰明，他用盡了文學所有可能的方式，包括那個人稱，就有

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甚至第四人稱，他那個「我並不是單一的「我」，

「我」是一個新聞評論者，也是一個劇本創作者，甚至可以是被稱作「Y」的劇本。

這麼複雜的形式，我覺得他可以再透明一點，我真的很認真地看了他的第二段，但

還是不懂他在寫什麼。他的文字很多，但沒有辦法去傳遞一個精準的故事，對我來

說是很困擾的小說，但他的才華卻可能是這些作者中較可觀的。 

鍾文音：我對他的意見只有一點，他分了那麼多章節，結構比較像是劇本，他可以

發揮成劇本，就小說而言他的敘事會有銜接的落空。 



〈隱翅蝶〉 

甘耀明：我在〈隱翅蝶〉和〈那晚的月光〉之間選擇，本來先選〈那晚的月光〉，

最後又想選〈隱翅蝶〉。這個故事是在寫做情色的胡景蘭被經紀人壓榨，另外一個

軸線是一個做企劃的人來採訪胡景蘭，這個女生叫江詩柔。其實這兩條線是合而為

一的，江詩柔和胡景蘭這兩人的身分是高度的鏡像作用，高度重疊。胡景蘭在一個

情色場所工作，被蹂躪之後的生命分成兩個區塊，他的解釋性是很豐富的。作者用

了報導的形式，用細明體和標楷體做敘事的區分，我覺得他過度地描述了細節，細

節是要求精準，但是他講了太多東西，訊息太複雜、太閃爍，他其實可以更精簡。 

另外，這樣一個殘忍的寫實社會事件，細節缺少了田調，或者我覺得就是單純地想

像出來的故事，比較不像是真的對這件事情有足夠的訊息。如果是這樣，我其實也

可以投給〈那晚的月光〉，但〈那晚的月光〉對我來說也是滿聳動的。 

陳雪：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巧合，而且他描述這種起先作為酒店小姐，後來

又被強迫去賣淫的這個生態，描繪得很雜亂，沒辦法呈現出很具體的樣子，真的可

能就是沒做好田調，不知道他描述的到底是哪一種酒店小姐。那個皮條客的樣子也

是描繪失準，裡面大量地運用台語，好像可以顯得他很粗鄙，可是我覺得他們的殘

忍其實不是在那種粗鄙，而是在他們控制人和脅迫人的方式。但如果說他們的語言

落差這麼大的話，他對她行使控制的能力也就會有落差。還有，他一開始說皮條客

本來對她很好，但是在各種粗鄙的語言和行為中，我看不到他本來是很好的模樣。

人物塑造是失準的。 

鍾文音：這篇就是我剛剛所說的現實無法進入人物的心理，比較是想像的，想像力

還是要植基於現實。可能因為作者沒有那個行業的浸潤，所以寫出來的比較是停留

表象的描摹。現實裡頭的酒店小姐，胡景蘭會留那麼多錢給江詩柔嗎？我覺得情誼

當然是有，但……除了人物的塑造可以再貼近真實外，文字部分是滿好的。他後面

寫玻璃蝶翼，翅膀的崩解寫得很美的。他可以換個題材，不需要寫離他這麼遠的行

業，他要寫這個行業恐怕要做很多功課。文字好看，故事也好看，但就是覺得像是

演出來的，如果是戲劇會非常好。 

〈近視眼〉 

陳雪：我覺得作者很聰明，他裡面運用 IG、Threads 這種社群平台，我會覺得他很

新穎。他寫對話，然後寫人物的內心獨白，有點像現在年輕人常用的 IG、Threads

的文字方式，那種文字方式已經不是臉書了，他們有新的語言。他把發 IG 的那種

新的文字方式全部羅列出來的感覺很妙，這個文字不是具體的，也不是對白，這就

是年輕人的現實，他們的其中一種現實就是在社交媒體呈現出來的，紛雜多樣、不

這麼寫實的知識跟動態。沒有什麼敘事，只有簡單的對話和動態，比如他寫「我佯

裝鎮定」，後面就一大堆括號，我看了覺得很貼切，年輕人真的會這樣寫。文字對

他們來說不再是一個確定的東西，變成一種表演，需要去猜測，去選擇，不能直接

寫出我想說什麼。他以文字的方式呈現當代這種混雜的大眾的處境，我覺得是很厲

害的。雖然他以傳統的寫作方式來說會有很多瑕疵，沒有很多敘事、也沒有把故事

寫得很清楚，但是我就覺得他把現在年輕人遭遇到的不確定的現實、搖動的現實，



用文字的方式企圖去表達，而且表達得很好。這篇我是滿想拉票的，但如果不選它

我也可以理解。 

鍾文音：這篇作品、寫作者的姿態、角度、文字和題材與觀看視角很特別。這篇我

本來有考慮，尤其他頭尾都非常好，他看眼科，最後不再看眼科，中間有一些過程。

但是作者的姿態踩得太高了，他睥睨某小說家，覺得這個小說家寫得不好。我覺得

這種段落需要非常小心，甚至這一段可以直接拿掉。小說內容有討論書和人、書的

封面等等，整體是青春的浪蕩、閒蕩和 IG 生活的樣貌，其實滿好看的。我本來很

喜歡這篇，這篇和另一篇〈一個領袖的誕生〉有一樣的問題，他們都站在很菁英的

高度。〈一個領袖的誕生〉也是不斷在探討小說，有點赫拉巴爾式的戲謔和卡繆《異

鄉人》的反世俗，不認為非得流淚才能被判斷是悲傷。我覺得這是臺大的某種知識

菁英面向書寫，幾篇我沒選的都有種太菁英的視角感，變成小說是知識論述的再延

伸，而不是從生活裡頭衝撞出來的血淋淋的生動推演、不用通過知識內容去對話而

自然形成的力量。但這篇至少有小說的生活描述，如能更多生活感，會是很好的作

品。 

甘耀明：這篇吸引我的描述是驗光的部分，看著驗光機裡面那個小房子、小路徑，

所有驗過光的人都會有一個印象蹦出來：小房子、紅屋頂、白色木柵、一片青草地。

整個故事就是在寫一個敘事者和一個身材高碩的菲菲、出國休學的大頭、練團的小

麥，很接近他們的大學生活，用類散文的方式去表達內心的流動。他擅長用括弧去

表達類似對話或是畫外音的感覺，讀這篇我想到的是一個小劇場形式的表現方式，

是活潑的、青春的，生命情緒是流動的。但我看到最後有一點疲憊，他這樣的形式

裡面沒有新的更吸引我的地方。另外就是他的朋友之間比較沒有互動，三個朋友也

沒有特別吸引我，朋友好像活在各自的世界裡，沒有交集。我們常常會發現校園文

學獎投稿者在寫校園之外的世界時，比如說剛剛那篇〈隱翅蝶〉，描述的世界是他

們想像的，而不是經過田調收集而來的。他如何將自己校園周遭生活，用一個自己

重新揀選過的、獨特豐富的眼光去反芻出來，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如果他做到這

一點，我比較可能選他。 

〈Am I Friend？〉 

甘耀明：其實一開始我看這篇的題目時，不太清楚他的用意。但是這個題目其實是

語設雙關，他的原稿是 AI friend，但他組合起來就是另外一個意思。我覺得他將現

在的所謂的 AI 機器人投入情感和人之間的互動，做了一個有意思的調侃。一個在

小鎮教英文的許美貞，他和 AI 機器人的網戀，讀起來有點像最近的一部電影——

《莎莉》，女主角還跑到法國去看她的網戀對象，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只有她認為

是真的。網戀讓人難以自拔，想要擁有青春、美好的完整愛情，讓人忽視了虛假和

詐騙的部分。AI 機器人在備受批評之後，最終的目的是要你去升級付費，談情說

愛需要錢，這部分滿有意思的。剛開始讀的時候有些細節滿吸引我，包括丈夫的家

暴、學生和老師的互動，我都覺得滿寫實到位的，可是後面就寫得比較普通，強度

不足。我覺得作者一廂情願地去寫，沒有把故事複雜化，看起來就是個沒有起伏的

故事，結局都可以預估到。他前面討論一個英文老師在現實面沒有得到認同感，這

部分還滿有意思的。但還是要去調查一下寫實的部分，比如說一個網戀的人和 AI

角色辦結婚，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作者使用太多英文，不



是主角跟外國人網戀，角色彼此對話時，得真實用英文，雖然他的英文不那麼難，

但是主要是要給中文的讀者看。 

陳雪：我本來滿好奇他怎麼去講人和 AI 的故事，但是我覺得他後面真的進入關係

之後就寫得很平凡。我們看過一個電影叫《雲端情人》，他也是跟一個 AI 聊天變

成情人，那個角色就塑造得非常豐富。可是這篇的角色可能因為是詐騙，所以實際

上沒有展現出 AI 的魅力，這兩個人到底是怎樣從這樣一個對話，去發展出彷彿真

的戀愛的感覺？我覺得他應該只是想要寫這一個現象，卻沒有把這個現象真正地

表達出來。 

鍾文音：他角色設定滿有意思的，許美貞從一開始不擅長手機，到最後竟然可以進

入與 AI 的戀愛，描述一個女人的戀愛史的挫敗非常有創意，可以鼓勵他朝這個方

向繼續寫。可能因為是短篇小說的關係，變成作者必須很快速地將三次的失敗直接

用一句話帶過，比如說：「婚後十二年，許美貞就第二次走進戶政事務所」。時間

軸線很長，但細節沒辦法支撐這個時間軸線，以至於最後走到 AI 時敘事落空了。

AI 是個很複雜的現代產物，尤其 ChatGPT 是很新的東西，他很簡短地用一個女人

追尋戀愛的角度去敘事，還不如用網騙會更好，可以寫對方急著需要一筆錢的手段。

可是寫 AI 的話，對讀者來說這樣的敘述是不夠的。所以他主要是形式和最後的科

技可信度的問題。許美貞這樣一個英文老師好像是一個很茫然的鄉下婦女一樣。但

這個題材真的很好，很適合未來繼續發展，尤其是「湯姆克〇斯」後面的圈圈，這

個形式真的好有趣。這個小說是可以更深入的未完成作品，可以拉大時空，如此會

有更多細節，我非常喜歡這個題材，期待小說再延伸。 

【二票作品討論】 

〈夏綸〉 

鍾文音：有意思的是這篇作品用行星和冥王星去比喻愛情，因為情色有軌道，所以

才有出軌的問題。他厲害的是用行星退化成矮行星來隱喻新世代的內縮愛情、氣味

氛圍，文筆很好又很細膩。他極其抒情化，這種文筆調性彷彿是天生的，尤其是他

寫那個咖啡廳的整個下午追著落日，光影交錯的城市。剛剛我們看的 AI 那篇，如

果作者最後寫出這種曖昧的未來感氛圍會更好。這篇就是有這種未來感氛圍，他的

文字也貼近這種光影難以捕捉的部分，很迷人。他又寫了幾個無所事事的暈船、交

往、上床等，後來另一個的女生變成了真正的夏綸。中間用冥王星這個矮行星的移

位，重新寫了一個新世代的愛情，真是太厲害了。小行星第一次撞上夏綸是很久以

前的事，這都在隱喻所有愛情的背離與傷口的癒合。有一段是在談地球上的愛情，

夏綸果然劈了腿，撞上冥王星。這個作者把一個新世代的愛情寫得非常迷人，普通

的愛情卻可以動員如此多隱喻，最後在夢裡把夏綸殺了，但是世界並沒有改變，她

依舊躺在他身旁。這個作者真的太厲害，可以寫出這麼美的未來感愛情，我還真的

寫不出來，我的心境離太遠。 

甘耀明：其實很多篇都有用知識論去包裝他們的小說，包括〈所記得的是〉和〈一

個領袖的誕生〉。他們引用這些知識很龐雜，這樣的知識論如何融入小說？如果沒



有水乳交融，就有點化不開，像〈那晚的月光〉裡的量子知識學就太硬邦邦了，有

如照搬筆記。如果他們沒有用科普或生活的觀點去把這樣的知識論再講一次，而且

是佔了一萬字小說中的三千字，就是一個失控的狀態，可以跳過這段不去讀，直接

去看他的內容。〈夏綸〉這個故事，我覺得他用天文和自己的情感做一個鬆軟的、

適中的、成功的調和，是讀起來滿舒服的一篇。裡面用了夏綸和夏倫，到底是哪一

個字其實不是很清楚。第五頁有寫：「小行星第一次撞上夏綸」，但第五頁的第六

行「稱凱倫為夏倫」，但那個用的是「倫」。我後來找了一下，1978 年的時候，他

們真的發現了 Charon，但是在中文翻譯是「夏戎」，而他是翻譯成「凱倫」，其實

是近音。他用女性的名字去做適合的調度，我覺得是可以的，但是我還是看不懂夏

倫和夏綸安排的方式，或者是他的筆誤沒有做最後的校稿。回頭來說這篇文章，我

覺得男主角和他的兩個戀愛路線，如文音所說把他戀愛的對象用了行星升降做了

一個隱喻，這個隱喻雖然並不是很清楚，但剛好點到懂與不懂之間的界線，我跨過

去再理解就能懂了，不像前面其他篇的敘述方式是即使跨過去還是看不懂，所以我

覺得他已經有做到一個好的隱喻。小說裡有兩個女生：夏綸和法律系的學姊，她們

其實在同一個身分中做擺盪，最終是融合在一起的。他們強調的是愛情的自由與忠

誠之間的擺盪，是一個開放性的關係嗎？還是一個封閉性的性關係？他沒有用非

常尖銳的敘述，似乎生命就是這樣隨機且自由地擺動，看你走到哪裡就能看到什麼

風景的生命態度。這樣的書寫過程達到了一個適度的流動，帶我看到了這樣的風景。 

陳雪：其實這篇我可以支持，我起先只是被他的名字搞得完全亂掉，看了兩次我還

是很混亂，但我必須承認他的文字非常好。他寫情感狀態，把情慾的流動感寫得很

好，不會教條，也不會有一些很道德的評價。如文音說的，作者的抒情性真的很高，

他可以用非常恰當的抒情，把人在感情關係裡那種想要確定又無法確定的狀態，用

天氣、陽光等事物，很恰當地去比喻它，再加上用天文氣象做愛情的隱喻，真的很

厲害，所以我可以支持這篇。 

〈雙人跳水〉 

陳雪：這篇我看了滿多次的，我選它的原因是他有創造一個時空——土匪村，雖然

沒有描繪得很具體，但他還是塑造了一個場景，讓這一些人在裡面生活。然後他談

一個少年，從他被朋友嘲笑「你為什麼那麼娘」開始，我覺得滿有趣的，有敘述到

一個單親的小孩，和他媽媽之間的關係，包括他後來怎麼認識另一個男孩，那個男

孩很會跳水。這實際上也是一部成長小說，敘述了一個人怎麼成長，且是經過傷害

的成長，所以他說「長大更精準地說，是為生命斷代」。我看這篇的時候一直想到

張亦絢的《永別書》，雖然這篇寫得沒那麼好，但相像的地方在於一個人失去了天

真，是因為有個男孩跟他說「你為什麼那麼娘？」。為什麼這句話在他身上會是這

麼大的傷害，這需要回到他所處的村莊。他生活在一個封閉且大家都想逃離的村莊，

村莊裡有一些是牧者，有一些是失語者。破敗的村莊裡有人喝酒，有人可能喪失了

意志不想說話，正如他的爸爸就是一個失語者。他很細膩地描述各種狀態。他的故

事其實不多，後來加入一個男孩，以及他媽媽一直講述的月亮上的寧靜海。我覺得

他想要說一個人的身分認同怎麼讓他失去了天真，失去天真後又該怎麼活下去。他

遇到一個朋友，朋友很喜歡跳水。這裡的跳水一直都是一個象徵，象徵著某些東西、

追尋或成長，以及你將來會成為什麼人。我滿喜歡他的結尾，兩個人放學回家的路

上，「由千呎之上起跳，墜入寧靜海，慢慢，慢慢，旋轉、攤開身體，壓縮成一根



針，刺入誠實的空間」。我感覺他前面的鋪排都是為了把最後的畫面塑造出來，所

以我還滿喜歡這一篇。 

鍾文音：這篇的作品的好是在於他們一開始都沒有告白，後來才發現原來你我都是

同志，所以互相決定「雙人」，這個設定很好。土匪村的部分其實有隱喻，土匪村

是位在馬祖嗎？馬祖以前有一些海盜。這裡的景色描述會讓我想到馬祖，我曾去過

那裡，我覺得他的描述滿準確的，包含花崗岩和花田中的雜草等。那個村落裡，很

多人都在喝著高粱，場景寫得很不錯。牧者是被馴化的，失語者不只表示他父親和

那些喝酒的人，也是在隱喻他自己，因為他處於那個雜貨店的八卦中心裡，無法說

出自己的性傾向，所以他必須藉由成長離開村落，逐漸去成為自己。中間談了很多

創作，臺大人很喜歡寫他們的閱讀經驗，我覺得滿有趣的。小說可以使他們遺忘或

者得到寧靜，確實那個「寧靜海」的書寫非常不錯，我可以想像那個畫面，雙人跳

水是跳下那個寧靜海，而不是游泳池，恰恰是那個寧靜海使這篇小說達到一個靜美

而難以言說的情感世界。 

甘耀明：看起來像一個同志傾向的故事。小鐵依據他媽媽說的如果跳進月亮的寧靜

海，人就會誠實。所以，他就邀了小隼一起去做一個想像力的跳水，最後那個跳水

其實是滿美的。我沒有選他的原因是，作者可能不太懂得剪裁，他的題目是雙人跳

水，雙人意味著主角是小鐵和小隼，可是小隼就只有在小說的後二分之一才出現，

其實應該把小隼放在一開始，然後再讓小鐵去回憶他媽媽。他應該要在更長的篇幅

書寫，他有意識要讓一個對戲的人出現，但拉得太慢。作為一個書寫者，有些東西

他不怎麼懂得去拿捏，他寫土匪村寫得這麼多，但怎麼去隱喻那男同之間、青少年

之間的互動，可以做得更仔細一點。我覺得阿全雜貨店寫得太多，可是一開始跟小

鐵和小隼沒有關係，它是一個小村子裡流動的八卦中心。整個故事真正的主軸是在

二分之一後，主角之間的互動才出現的，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我覺得他有一個

篇幅更長的小說要繼續寫下去，可是他就先停在這邊。但我可以看到那兩個青少年

彼此之間的隱喻互動，一個月光下跳水的美的隱喻，他是有做到的。 

陳雪：其實我一直在想，他不是要講他和小隼的故事，而是他的成長和自我認同。

所以他花那麼多篇幅去描繪他住的村莊，包括那個雜貨店，最重要的原因是那個雜

貨店是一個八卦中心，這種地方會讓他害怕，因為他害怕別人議論他，因為他被藍

藍說「你很娘」之後，他其實非常恐懼自己。當然，我也贊成假設有更恰當的篇幅，

比如說再多個五千字，把他整個故事再收攏一遍會更好。他表現這個村莊保守、封

閉，給人沒有出路的感覺，也保留了他和小隼的關係，我覺得他跟小隼的篇幅寫得

沒有他媽媽多，最大的原因是他想寫自我成長、自我覺醒。 

甘耀明：對短篇小說來，我覺得最主要的是他對戲的對象，有主次關係。他寫媽媽

也沒有一個結果，沒有結果就代表媽媽不是這篇小說的主線。所以，我覺得一開始

如果寫大家在雜貨店裡說八卦，他從誤解之中怎麼去看到他自己，怎麼去看到他和

另一個男孩被誤解時的認同，這樣的結構會比較紮實一點。 

陳雪：比例確實有問題，結構也比較散，需要再整理一下。 



鍾文音：我覺得再補足幾個段落就好，他的敘事本來是很好的，但就是比例有問題，

他讓誰先上場倒不是重點。確實到最後會覺得「雙人跳水」突然騰空出現，可是前

面描述那麼多鄉土和童年被性別模糊化的自我退縮，雙人跳水的篇幅也支撐不了。

如果字數再拉長個一千字，也許可以補足比例失衡的問題。母親、學校、童年、八

卦雜貨店都寫了很多，但重點是比例敘事失衡。但是這個小說還是滿好看的，同志

書寫沒有那麼沉重黏膩，比較像身分認同或成長經驗的抒發，愛情和親情不是他的

主調。 

〈那晚的月光〉 

陳雪：這題目讓我想到白先勇的小說，大部分這樣的題目要談的會是遺憾，或是一

個轉折，在某天晚上因為月光凝固造成的改變。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是他談到量子

力學的時候，我就當機了。但即使我不懂他講的量子力學，我還是理解他為什麼要

用量子力學來比喻或描述他和波的關係。有趣的是，剛剛我從臺大校園裡走進來，

我一直想到他在算椰子樹有幾棵。這次好幾篇談到自殺，這個段落他寫得很好，如

果有人死掉或瘋掉就是一棵椰子樹，椰子樹是一個或瘋或死的象徵，他在算到底是

九十九棵還是一百棵。他和波都是高智商的人，會用量子力學或物理學來聊各種事

情。他很破碎地在談這個人的感受和他的感情，一開始說「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馬上就被說服了，我願意在我看不懂的地方再多看幾次，即使寫得不是很明確，

我還是會繼續思考，他給我很多思索的機會，讓我願意慢慢思索他講述的東西。他

可以寫出很具體的、讓人感覺困惑或有點傷感的東西。回到他和波的關係，雖然沒

有太大的故事性，可是他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寫這兩個人，我覺得最好的部分是，

最後椰子樹真的變成了一百棵，最後一段抒情結局寫得非常好。他文筆真的很好，

他把青春的惶惑、對生命的困惑、一直努力思考還是沒辦法解惑、成長是痛苦的，

怎麼穿越這些痛苦，這些寫得很好。 

鍾文音：這篇其實不用書寫那麼多的量子力學科普知識，感覺作品主寫的是時間，

他一開始就說「請再給我一些時間」，時間的敘事是他寫得最迷人的，包括一開始

說他們就是這個世界的時差的產物，寫得很棒。他寫實驗室，從那個封閉的地方走

出來，他跟世界有了時差，讓我想到我大學在暗房洗照片，出來就覺得和世界有了

時差，因為在暗房待了很久，看到外面的世界已經變黑了，或者又另一個白日了。

他寫實驗室就非常迷人了，其實不用那麼多的量子力學和英文字眼，餘如薛丁格、

相對論等，這些再短篇小說裡論述佔的比例太多，這如果是在中篇小說就沒有問題。

他可以像〈夏綸〉把這些知識融入敘事或對話。這篇的知識稍微少了消化，拿掉不

會形成敗筆，但篇幅會顯得太少，所以可能要再調整。他琢磨實驗室和真實世界的

時差的部分很美，包括物理學對椰子林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多了一棵時空就會改變，

所以多一棵椰子就多一次死亡，包括星星，所有的星星被看到時都已經死亡了。最

後他提到時間是人類的幻覺，最後「陳錫麟」這名字才出來，問他「現在你知道時

間是什麼了嗎？」、「希望我沒有讓你等太久」、「每天都——是好的」。結尾很

美，太陽落下，他走到花叢，然後他快速地離開那個地方，實在太美了。我必須說，

作者有一個很美的世界觀與文字敘事能力，可惜量子力學的知識沒有和小說文本

水乳交融一起，如能彼此融入，形成情節的自然流動，這篇會非常好，我非常喜歡。 



甘耀明：其實我們觀點都一致，他使用了大量天文學、物理學的知識去包裝整個小

說，事實上並不成功。他的知識太硬，轉化科普或者用一個日常的觀點來描述會比

較有效率。這個故事在寫一個為了知道時間是什麼去讀物理系的人，面對畢業前的

漫漫時光。有些細節滿有意思的，比如說他的實驗過程都是很無聊，唯一有趣的是

冷凍實驗室的霜；比如他遇到一個無聊的教授，這個教授可能是所有大學生都會面

對的老教授，談話的題材都可能聚焦在他身上，可是他事實上只是學院裡一個不是

很亮眼的老師，但這是時間鐘擺移動中一個重要的影子。他還寫一個教授每次都要

吃一匙的鋅，我覺得都滿有意思。結尾確實很美，包含阿嬤去問他的孫子在哪邊，

包含阿寬跟人家打招呼，包含種下的蘋果種子，日常的輪迴就是這樣未必有答案，

日復一日，光影斜長，在平淡中見到永恆。事實上你追求時間，時間就帶你到達終

點。他如何去做更有機的篩選，會比較有效。量子力學知識性的東西可以移除，可

以多一點細節比如飛機、陳錫麟、教授或是怪學長，更生活化一點。他數椰子樹也

滿有意思，但是我覺得數得太長了，效果就減弱了。也許他可以在四年當中慢慢數，

但不是這樣持續一直數，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去包裝「數」這件事，讓數椰子樹產生

有趣味性和生命性的定錨作用。 

〈洛灣雨舞曲改〉 

鍾文音：這篇有一種很怪異的日常感，但日常中又有陌生化視角，一種淡然調性是

我喜歡的。他其實第一句可以刪掉。我不知道這個淡然是他不會處理，還是他的文

字使之淡然。他重複著姐妹和父親的生日，有一種奇怪的生活性，可是他並沒有要

告訴我們什麼，讓我想到有一部影片《時時刻刻》，母親要做一個蛋糕。這邊的母

親也是在做生日甜點，可是劇情都很淡漠，很通俗、日常。母親有一種特殊的調性，

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麼會這樣營造，比方母親會聽一首《洛灣雨舞曲》然後醒過來，

他們好像在楚門的世界裡展演。母親生日後過了三天又到父親生日，所以他們一直

在過生日，姐妹一直換衣服，有著很奇特的氛圍。尤其是最後第 18 頁，母親又在

《洛灣雨舞曲》音樂中醒過來，我就在想這個家庭的人是機器人嗎？醒來就烤布丁、

甜點，慶祝生日。怎麼會有這種調性的寫法？這是我感到訝異的地方。雖是家庭劇，

但不像我們剛剛看的〈爸爸回來了〉有很熟悉的傳統死亡、奔喪，父親仇恨等情節，

這篇不知道在幹嘛，很像機器人的家庭生活，我們很少會這樣書寫家庭，非常特別

的文本。最後父親又生日了，這天清晨他在鬧鈴聲中醒過來。這篇很淡漠，很像有

一顆鏡頭跟著，可是他沒有揭露家庭人物的血肉，他恰恰不想揭露這些血肉，而那

不斷的旋律樂曲就是小說最重要的節奏和情調。這篇在敘事語調上非常冷靜、淡然，

甜點、布丁等充斥在整個小說氣氛中，生日沒有快樂，也沒有不快樂，非常靜默，

日常中卻有一種安靜的張力，這是我喜歡這篇的原因。 

甘耀明：這篇就是寫一個六口之家環繞在生日派對的故事，以母親為主。寫起來真

的是很瑣碎，但又有小溫暖的日常。他的語言給人的第一印象有些美，可能是放在

一個架空的環境或是我們不太熟而用一種液化的環境去形成的美。這種美讓我想

到這幾年臺灣文學真的有這一派，是陸生在寫的。可能有部分是在躲避他們時代的

環境，所以他們會架空在一個場景。比如說這個洛灣方言，我們臺灣不會講方言，

是講母語，我查了一下臺灣也沒有「洛灣」或「洛方」。他的行文能力流暢又帶有

美感，而且他很能從瑣碎細節去觀察和創造一個，類似看樹不如看樹影，那種晃動

的美。他形成一個由他的文字所帶出來的美學觀點。但我覺得至少要寫出那個方言，



他沒有寫出洛灣方言是什麼字。我覺得他美的地方在於六口之家，怎麼去圍繞他們

自己小確幸的生活核心打轉，也是圍繞在想成為作家的母親，有個下雨時可以跳舞

的洛灣雨舞曲。這個故事有很多輻射出來的小細節，比如母親如何準備生日，父親

如何在商場關門前幫妹妹買禮物，母親怎麼帶敘事者去買鞋的時挑中女鞋的尷尬

場景，是有日常生活的細節。有些部分比較瑣碎，可以再刪減一些，讓故事讀起來

更日常和更有效率。 

【三票作品討論】 

〈爸爸回來了〉 

陳雪：這篇乍看之下是在說爸爸過世了，一開始是小弟打電話來說爸爸過世了，然

後開始準確、細膩地在寫主角，細碎地談辦喪事，家人在哭等等情節。有意思的部

分在後面，有點突兀又不是那麼突兀，爸爸死了之後他們揭露了一個秘密，這個秘

密是姐妹兩人折紙蓮花時聊到的，村長常常來家裡找媽媽，有一天媽媽不在家，村

長進去侵犯了她們。小說有一個很妙的地方，他談到大姊折好一朵紙蓮花，捧在手

裡端詳許久，以極小的聲音說：「國柱是咱的小弟」，然後她說：「我知影。」我

覺得這裡很厲害，他談家裡一個非常大的秘密，但都沒有戲劇性地講述，就這樣淡

淡地在父親死後揭露秘密——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用很淡的方式去寫。他描

述夜深了，人聲和車聲都滅了跡，狗吹起狗螺。相較於上一篇，這篇雖然也有種鄉

土感，卻用一種完全不是一般寫鄉土小說的方式，是很節制、收斂的方式在寫一段

通常會很戲劇化的故事。我比較能夠理解這篇的感情，我也比較能夠理解這篇試圖

營造的東西以及到最後的寬容和諒解。在小說的技巧、感情的呈現、節奏和結構上

都寫得非常好。 

鍾文音：這篇小說架構在一個現實的喪禮上，第一句就告訴我們父親過世了，這個

爸爸是不存在的父親，所以她覺得自己是無父的，又帶到她的兒子，她的兒子也是

無父的，接著她就開車回家，進入了喪禮的劇場。我覺得喪禮的用法比較傳統，我

不知道他架設的時代是什麼時代，這是我最大的疑惑，筆下的這個她是年近半百，

這正是中年，但小說寫小弟和弟媳在喪禮上還得用爬的抵達？感覺這種情節是以

前鄉下的傳統，或許作者在人物的設定上可以更清晰，細節與時空設定可以更進入

情境。 

陳雪：現在還是要爬呀，如果是辦道教的喪禮。 

甘耀明：有些鄉下還是有這個傳統。 

鍾文音：弟媳婦的演出太戲劇化，連道士都被她嚇到，因為她快哭昏了。我覺得這

個描述稍微劇烈了一點，他可以再稍微收束，通篇太像電視劇。我覺得收束是寫實

小說非常需要的，這篇跟我們剛剛說的那種散文性的小說對比，就是一個太屈從於

劇的走法，太屈從於心靈，散文化的走法。但我覺得他揭秘的部分還不錯，後來兒

子回來了，是一種無聲的和解，只是沒有太多的新意，稍微可惜。當然我不是說一

定要有新意，所有這種家庭劇場的崩壞都必然有很大的核心，他的揭秘後面太戲劇



了，可以再細膩一點。他的臺語也不是不準，但就是比較感覺是演出來的，比較難

進入作者筆下的人物感情世界，他只是告訴我們情節，可是這個「我」的細膩心靈

沒辦法藉著小說帶出來，我只覺得看了很好看的電視劇。通篇敘述也很完整，是很

有動感的小說。 

甘耀明：寫女兒回家奔喪，讓我想起了〈父後七日〉。我覺得這個故事值得玩味的

部分是，女主角和爸爸比較靠近，爸爸性格沈默，雖不是一個成功的爸爸，但對她

而言，爸爸比起媽媽沒有這麼糟糕，所以爸爸罵家人「惡妻逆子」。一個失權的父

親過世，情感投射在她身上，她也看到自己生命的流動。這很寫實，很像大我們十

歲的人寫的故事，我覺得像廖輝英寫的。他成功的地方在於用寫實的力量去說服了

我。她媽媽重男輕女，只看重兒子，兒子再怎麼不讀書都給他讀私立學校，女兒從

小在家幫忙顧攤，還不給學費。女兒結婚時還要「噹」一下提親的丈夫。這裡面的

阿嬤，也就是女主角的媽媽，對待孫子是很好的，因為她重男輕女，這點很有趣，

展現了女性怎麼看待父權崩解的過程，或是怎麼得到適合的位置，這個位置是家庭

權力的挪移。她媽媽是一個負面的人，跟村長有一腿。這些寫得有些過度，有點八

卦，他再寫平靜一些會比較好。但有一點我看不太懂，她爸爸把家產留給大哥，為

什麼叫她去簽放棄繼承？法律上放棄繼承是要到爸爸死亡的那一刻簽放棄才有效，

提前簽是無效的。但我其實聽過很多這樣的事情，女性從小就沒辦法分家產，所以

這部分很寫實。他們翻到爸爸的歌並唱了起來，顯示喪禮不一定是完全的悲傷，後

面爸爸回來了變成白鵝，大弟媳哭天喊地，有點失心瘋，又像八點檔，結尾也很魔

幻。這篇我給的分數滿高的。 

〈青葡萄〉 

陳雪：我通常看到自殺的小說都會多看幾次，想著作者會怎麼說服我。我覺得年輕

人就是會去思索這個問題，這是個實際的青春問題。他寫三個好朋友，敘述這三個

人怎麼相識，怎麼變成朋友。但他一開頭就說「浣熊死了」，所以他就要說浣熊為

什麼死，以及浣熊的死帶給他們什麼改變。他慢慢鋪陳，說浣熊是泛性戀者，可是

我不了解的是他怎麼和家人坦白，怎麼去跟家人解釋泛性戀者？雖然他說是泛性

戀者，卻讓我從頭到尾感覺浣熊比較像同性戀。他遭遇父母生氣，同學欺負他，都

比較像是同性戀。我覺得滿有意思的點是，他在浣熊死了以後，逐漸揭露他們對浣

熊的感情，才發現在此之前他們對浣熊也沒有那麼多的瞭解，甚至發現自己沒辦法

面對的感情。我喜歡這篇的原因就是他透過一個人的死亡，重新確認他對於我們的

意義，以及我們跟這個人的關係。最後的核心是回到浣熊一開始說的「台北沒有夜

晚，也沒有安靜」，我還是覺得浣熊是同性戀，如果是泛性戀就應該比較不會受到

這麼大的衝突。總之，最後他寫出這些人終於面對了自己的感情，釐清了對浣熊的

感情，達成一種微妙的平靜。他透過彼此的關係、發生的事件去描述感情，有細節

地去陳述關係。雖然我看不懂他到底是生什麼病？最後他是自殺，不是病死，我有

點不明白，但我還是選了這篇，它並不是最好的，卻在各方面都有不錯的表現。 

鍾文音：他繞著浣熊組合成一種新的支線連結，這種寫法算成功，浣熊是不存在的

死亡者，卻是活著的人的核心，這點很有意思，一個人走後輻射出來的東西，抓住

了每個人的視角。可是他活著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想要抓住他，他的死亡其實可以

被勸慰，可是「我」並沒有努力去阻止他，最後才想要奔去但來不及了。小說一直



重複「台北沒有夜晚，也沒有安靜」，環繞著這個時代的空無和虛無。文字有時候

會稍微過度而不準確，有點可惜，比如「不倫不類的既黃又粉」、「台北的天空慣

常是亮堂的。也不如何清澈」，有些詞多了贅字。但後來進入了浣熊的不存在，小

說就比較成功了，尤其是跟葵花之間的拉扯，人都不在了，還去計量誰對誰比較好，

這是小說描述得最好的部分。葵花還生氣浣熊愛的「我」並沒有流眼淚，而葵花為

了他流了那麼多眼淚，他都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他，這是小說中一個很不錯的亮點。

破碎的蛹翅膀就長不出來，他用破碎的蛹來隱喻浣熊是失去翅膀的人。 

甘耀明：故事一開始是圍繞在自殺的事件，在抽絲剝繭的過程裡去看浣熊之死以及

浣熊對他們的影響。一開始語言的氣氛我算是滿喜歡的，對生命的離失與臺北的夜

晚，描寫拿捏得不錯，但到後面沒有延續，後面只是一團混亂。他們解開浣熊死的

秘密，浣熊喜歡的是學長，有點灑狗血，我看不懂葵花、三穗，到底誰是愛情，誰

是友情，只看到一群人爭風吃醋地去澄清事件的過程。浣熊為學長寫了這麼多歌，

學長也哭了，說：「原來我也喜歡浣熊」。敘事者「我」說浣熊死之前留話給了葵

花，留吉他給三穗，又打電話給誰，留什麼給我，這到底是在寫什麼，誰跟誰對話

都搞不清楚。其實找到主軸，抓到重點快速結束就好，很多小說寫到一萬兩千字反

而顯得臃腫，很多濫竽充數的文字。後面不知道在表達什麼，寫一大堆自己的解說，

解說得又太過。 

【第二輪投票】 

高嘉謙：請評審們各自從這十篇當中圈選六篇，你心中的第一名請給 6 分、第二名

5 分，以此類推，取分數最高的前六名。 

（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夏綸〉12 分、〈隱翅蝶〉1 分、〈爸爸回來了〉11 分、

〈雙人跳水〉9 分、〈那晚的月光〉11 分、〈洛灣雨舞曲改〉11 分、〈青葡萄〉8
分） 

【第三輪投票】 

高嘉謙：目前有三篇同分作品，請針對這三篇再投一次票。 

（第三輪投票分數統計：〈爸爸回來了〉5 分、〈那晚的月光〉5 分、〈洛灣雨舞

曲改〉8 分） 

（經評審討論，同分的〈爸爸回來了〉和〈那晚的月光〉並列叁獎，佳作減一名額） 

【小說組最終評審結果】 

首獎：〈夏綸〉 

貳獎：〈洛灣雨舞曲改〉 



叁獎：〈爸爸回來了〉、〈那晚的月光〉 

佳作：〈雙人跳水〉、〈青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