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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書寫‧現實的觀照──2015台灣文學獎

主 持 人：陳益源館長

主　　席：林明德 

評審委員：林明德、蕭蕭、向陽、游勝冠、

　　　　　洪淑苓

時    　間：2015年10月30日下午2時

地    　點：臺灣文學館2樓文資第3會議室

一、推選主席（召集人）

圖書類新詩金典獎決審於今天在臺灣文學館召

開，特別感謝5位決審委員，決審過程，還是要推派

一位召集人。洪淑苓委員、游勝冠委員、向陽委員

皆再度推薦林明德老師擔任召集人。主持人陳益源

館長宣布由林明德委員擔任召集人，接下來決審事

宜由召集人主持。

二、決審作品討論

召集人（林明德）：館長，各位委員，我們按照上

一次所選出的5本作品，請各位委員發表對這

幾本詩集的看法，按照先後次序：分別是編

號4號《暴民之歌》、6號《是誰把部落切成兩

半？》、19號《他還年輕》、28號《季節》、34號

《風聲》，每一本依序發表意見，讓委員了解彼

此的看法後，再來進行投票，依得票多寡再來

討論。如果第一輪大家有共識，就直接定案。

4號《暴民之歌》
蕭蕭：詩人介入社會議題，企圖以詩、以活動去衝

撞，行動與語言同行，戲劇導演與詩心同構，

鄙棄修飾的憤怒、急躁、騷動，一覽無遺。但

是真正好的作品卻躲在詩集的後半冊，浮生掠

影，小小的讚或嘆，才是日常。〈氣象預報〉

詩中所說的齒縫間的一粒芝麻與颱風的譬喻，

適合說明這冊詩集的屬性。

向陽：鴻鴻是詩人，同時是劇場人、電影人、又是

策展人，身分多重，早期詩作傾向現代主義，

編過現代詩，到了大概1998年詩風有所改變，

開始關注現實的議題，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

第四本詩集《土製炸彈》，具強烈批判性的寫

實主義傾向，他強調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

式，2012年他出版《仁愛路犁田》更加強化這

個傾向。他同時又主編《衛生紙＋》成為他推

動寫實風潮的堡壘和基地。這本《暴民之歌》

他用詩記錄他曾參與的各種社會事件，如抗議

樂生療養院拆遷、反國光石化、苗栗大埔農

地徵收，以及318。這本詩集多數指向政治議

題，政治、旅行、短詩、回應。這本詩集有四

輯，他用詩來做對抗政治、針貶時政的利器，

也作為個人的政治實踐，提高了寫實主義詩作

的內涵與高度。我個人覺得這本詩集，標誌了

21世紀之後，臺灣政治詩的再起，也宣告了新

的社會寫實詩的標誌。

游勝冠：鴻鴻的詩，尤其是這本，基本上是對很多

現實很直接的反應，語言很淺白，又很深刻地

寫到社會衝突事件矛盾的所在，這部分是我在

讀這本詩集最可取的，很像在讀聶魯達的詩。

鴻鴻的詩在語言上沒有多作經營，可是每一個

語言都扣合到現實裡面，將現實裡的矛盾與對

土地的認同、對歷史的連結表現出來，我認為

是這本詩集最突出的地方。蕭蕭說鴻鴻這本詩

集的後半部較好，這可能見仁見智。

2015台灣文學獎圖書類
新詩金典獎決審會議紀錄摘要
紀錄整理──蕭安凱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22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6.03  NO.50

本期專題Ⅰ

洪淑苓：這次看《暴民之歌》，尤其是卷一很集中

地把去年一些社會事件統統呈現出來，而且

整個基調很統一，就像他在後記裡所說的，

詩人的責任就是一種文化干擾的策略，因此這

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在問詩與現實的關係，以及

它們的距離是什麼。這一點，作者找到一個新

觀點「文化干擾」，可說是之前他提出的「詩

是一種反抗生活的方式」的升級版──用文化

干擾來達到詩為正義之聲的目的。這從卷一的

作品可看到如此的企圖與效果，整體讀起來有

讀詩史的感覺，把一個年度中的重大事件緊密

地結合。這本詩集裡諷刺性的語言處處可見，

代表作品與好的例子不少，不過諷刺有時如果

是對自我的解嘲，在修辭與意涵上會達到更好

的效果。

林明德：《暴民之歌》分四輯，107首，作者參與

各種運動，反思詩的功能，所以說抗議詩，或

者政治詩都可，他強調「帶一首詩到街頭，足

以鼓舞情感，凝聚共識」，詩可以變成一個革

命的媒介，有意用以實踐「文化干擾」的行

動，他在「保衛生活與生存價值的文字」上，

認為通過詩，可以來呈現這種行動。這本詩集

就裡面的性質來說，以抗議詩居多，抗議的議

題與臺灣近年來社會脈動或政治變遷非常契

合，如反國光石化、反核、反大埔、反服貿，

以公民意識為不公不義發聲。在詩的形式上，

作者以分行詩句，比較簡短，語言淺白，很容

易被一般人接受，特別他慷慨激昂的情緒，通

過這種淺白的語言可以達到干擾的效果，引發

共鳴。他涵藏的憤怒與心聲，也因此能引起共

鳴，作為時代的見證。

6號《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向陽：這是年輕詩人黃岡獲第一屆楊牧文學獎補助

出版的詩集，她以漢人的身分，懷抱對原住民

生活、文化的認同，表達對山海、族群與命運

的探索，真切而感人。她把自身與心靈交給部

落、土地與山海，表現了一個非原住民的原住

民心境，並受到肯定。在這本詩集中，她探討

原住民部落文化復建、生態保育與歷史問題，

形之於詩，展現了原漢對話、交融的語境，並

且展現了新世代詩人勇於介入社會、族群和政

治議題的新美學。她描寫原住民的主要素材不

少來自湮滅歷史，她寫噶瑪蘭族、撒奇萊雅

族，通過詩歌、史料、文獻和田野調查，再現

了這些早被遺忘的原住民的餘暉。這是這本詩

集最可貴之處。

游勝冠：這本詩集我先前也非常推薦，向陽老師基

本上已經把這本詩集的全貌做了很完整的描

述。一開始看的時候我個人覺得她好像把自己

轉換成所謂的原住民，自己涉入裡面，讀起來

很像是原住民寫的。後來再看我會覺得，如同

詩集名稱「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她其實也

把自己切成兩半，有一半是化入原住民的身

分，很能夠從原住民的位置設身處地體會他們

所受到的傷害。另外一方面她其實也有一定的

漢人觀看的視角，進行文化對話或交融的表

現，我認為這是一個作為非原住民書寫原住民

的素材，表現得最好的地方。

洪淑苓：我看這本書時，也為作者這樣的心路歷程

感動，一個從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的人有機會到

原住民部落當代課老師，所以她也把自己整個

投入，看起來跟她原來讀社會學的專業相輔相

成，但這裡面一定有很多身為漢人、進入原民

文化圈的震盪與衝擊，寫作的背景很令人感

動。另外還有表現很突出的是，因為她自己是

一個漢人，所以她挪用了很多漢人的詞彙，譬

如臺灣竹枝詞反溯漢人眼中如何寫阿美族。或

者像「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種時間的錯

亂，她也把它用在漢人與原住民間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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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入圍作品

她的確在題材上一直在挖掘，在寫作形式上也

透過設計，以各種方式達到藝術的效果，的確

有很突出的表現。

林明德：透過這本詩集，可以看到黃岡她顛覆了漢

族寫詩的一些立場，而且這個「漢」（族）是

山東後代，很奇特的一個身分。特別書名是

「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當然在這首詩裡

面，至少點出來了，是她對文明、經濟、政治

的某些控訴。原民有他們的生活圈，或者他們

的秩序，後來這些文化逐漸被侵蝕，被漢化。

這本詩集語言清晰，意象新穎，有些實驗作品

有陳黎的影子，在藝術與詩歌的表達上，有待

找出個人的模式。

蕭蕭：這本詩集是臺灣多元文化的具體呈現，族群

融合的另一種可能，以一個外省人第三代的身

分（曾經背棄又拾回的身分），以女性的角

度，以充滿情感的泥土意象，書寫當代議題流

於嘶吼，開發出原民文化另一種思維。

19號《他還年輕》
游勝冠：在這幾本詩集當中，我認為這本詩集的面

向是最廣的，同時題材也是最豐富的，有非常

個人的對生命的感嘆，有對生活的描寫，還有

對晚年的冥想，如對死亡的思考；另外也有很

現實的，如「卷四、親愛的家鄉」，大部分談

土地被破壞的事情，而「卷一、他還年輕」是

對歷史、土地認同的書寫。〈一座大山〉、

〈大鐵杉〉會讓我想到以前向陽寫過的詩，寫

玉山，寫檜木、神木，當然兩者在表現上非常

不同。透過自然，透過西螺大橋，他將眼睛所

見與歷史做了很深刻、很有情味的聯繫，他的

西螺大橋與余光中的很不同，余光中只是強調

它很剛強，只寫外在給他的感覺；但是吳晟寫

西螺大橋是將橋與他個人的生命經驗聯繫在一

起，同時也跟臺灣的歷史──如在還沒有這座

橋以前，先民如何橫渡這條河去墾荒──結合

在一起。這種處理方式，和這幾本詩集相較，

是他最突出的地方。如同這本詩集的名稱「他

還年輕」，他的詩的生命隨著年紀的增長，隨

著閱歷還不斷地在深化。以前只是守住土地、

守住價值，現在他與社會做更大的聯結，反國

光，親身參與，捲動更多社會、歷史，詩變得

愈來愈醇厚。這是我讀他的詩的時候最強烈的

感覺。

洪淑苓：吳晟的詩集呈現出一種很沉穩、很寧靜、

但又莊嚴的一種氣氛，或者說他體現出一種人

生的境界與他生命的特質。如同勝冠剛才說

的，譬如說與現實接近的部分，我們知道他曾

經帶動抗議國光事件，但是我看到詩裡的情感

還是很平靜的。他是用一種娓娓道來，告訴你

鴻鴻《暴民之歌》

黑眼睛文化出版

吳晟《他還年輕》

洪範出版

李長青《風聲》

九歌出版

黃岡《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二魚文化出版

汪啟疆《季節》

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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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個人與土地的緊密聯結，是有怎樣的情感

在。在詩裡面，他向天公伯仔、向天帝呼喊：

我到底能夠為這塊土地做什麼？我是不是只能

寫一首詩？這部分顯現和鴻鴻不太一樣的面對

現實的態度。他不會因為他個人的理想原則，

或是這個朋友和他的理念不一樣就不能相容。

所以透過他寫給這些詩人、朋友、作家的作

品，我也看見同一個時代、不同的聲音可以互

相包容在一起。最後一輯從春夏秋冬四時寫

起，進入詩意或抽象性的思考，可是也不純粹

架空來寫，還是與田園農村的生活有很緊密的

結合，也看到他對生命有很深刻的省思。整體

上這本詩集我給它很高度的評價。

林明德：《他還年輕》是吳晟去年的詩集，他沉

寂了好久，慢工出細活才出現這本詩集，有5

卷，52首。這證明了他愛詩，寫詩，但產量不

多，特別是他這一、二十年來投入社會運動，

而且在地方愛護鄉土，挺身而出，讓人感動，

因為他深愛著臺灣這個土地，所以不容許非法

的、或官商勾結來破壞臺灣。我想他的詩風大

家都很清楚，尤其主題。吳晟他立足彰化，創

作生涯近半世紀，堅持「寫臺灣人，敘臺灣

事、繪臺灣景，抒臺灣情」。因此他以詩篇記

錄歷史，其深層結構存在一份厚實的核心價值

──倫理觀念，並以倫理觀念擴充展出家庭、

社會與土地（自然）倫理。他關心社會，介入

現實，擁有完整的農村生活背景，經過醞釀、

思索，形諸詩篇，為臺灣社會作見證。

蕭蕭：整本詩集是整個生活的實錄，平日所吶喊的

聲音全收進這本詩集，21世紀的詩作仍然延續

20世紀的語言，聽兩句就知道是報紙所刊登的

他的話語紀錄，強烈的臺灣意識，依然年輕。

向陽：吳晟長期以來就是臺灣鄉土詩和寫實主義詩

的標竿，自成一格。新作《他還年輕》延續著

他自《飄搖裡》（1966）以來對臺灣社會的關

注、農村農民的關懷，使他的詩作具有強烈的

「農村性」、「農民性」和「泥土性」。《他

還年輕》是吳晟21世紀以來的詩作結集，在詩

集中他寫出一個知識分子對於臺灣社會轉型期

的悲痛和呼籲，以不得已之心表現對政治、產

業和資本主義化社會的反抗和異議。他以抱撲

守真的心胸，寫農民和土地創傷。其中主題，

一為自我生命的反思與內省，一為自然土地的

歌詠。前者如「晚年冥想」系列，後者如「他

還年輕」、「親愛的家鄉」與「四時歌詠」

等。他以社會實踐貫穿全書，寫臺灣農村、農

業困境與農民生活等，表現了知識分子的謙卑

和耿直，以及對自然生態的護持，他在自家實

驗林地上樹木也樹人，彰顯了他劍及履及，愛

惜臺灣的人格與風格。

第28號《季節》
洪淑苓：這本詩集也看得出來作者很用心在寫作與

編輯，它也是從「春」、「夏」、「秋」、

「冬」、「海」、「這些‧全是我」的架構把

這本詩集呈現出來。整體上很能看出詩人在各

方面的努力，尤其我注意到在這裡面也有接觸

到老年的書寫，當然它的老年方式與吳晟老師

不太一樣，這也是這些資深詩人給我們詩壇很

好的禮物或示範，因為老年的書寫之前的題材

比較少人關注，但這些詩人也隨著他們閱歷的

增長來面對這些問題。在汪啟疆的老年書寫方

面，我看到的是他面對老年的，譬如說遺忘、

糊塗，但他會用一種幽默的方式面對；另一方

面因為他是海軍軍人，也一直從事海洋書寫，

這方面的題材他也一直不斷地在拓展，而且要

像他那樣的親身經歷才能寫得出海的各種面

貌，無論是潮水潮汐，或者以海岸做各種觀

察，不管是談現實的東西，或者談美感的想

像，在海洋書寫這部分，這本詩集有很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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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讀這本詩集，可以看到作者整體人生的

表現，他把自己各個面向都梳理得很好，展現

嚴謹與細膩，帶點幽默風趣。

林明德：汪啟疆是文壇老手，在文學的表現上來

講，他有一定的風格，特別是跟海的關係。不

過這本詩集，可以看出他將生命，像春夏秋冬

一樣的時間軸的循環，按照時序寫他的感觸。

特別我也贊同他老人這部分，只有實際生活經

驗才能感受得到，因為健忘症，或其他經常會

出現的症狀，當然，失語症也有，臨老、面老

的時候就會出現。相形之下，吳晟不寫這部

分。他面對老糊塗，不過他語調可以看出非常

豁達，常常以非常詼諧、幽默的方式呈現，可

以看出他的生命智慧，讓人感動，而且是莞爾

而笑。特別在「大海」這部分他沒有缺席，琢

磨意象，一般寫海洋文學，不太容易引起共

鳴，他卻有某一種程度讓我們感覺到進進出

出，深入淺出告訴我們大海的奧秘。我覺得他

的語言簡淨，不虧為文學界前輩。意象新鮮，

是本不俗的詩集。

蕭蕭：《季節》這本詩集讓我想到臺灣是個海洋國

家，海洋國家應該有海洋文學，但是我們其實

非常欠缺。作者一生都戮力在海洋文學的建構

上，詩心與將軍頭銜的雙重思維來回相互激

盪。剛剛洪老師特別提到他基督徒的身分，但

是他仍然有儒家的修持，兩者相互調適。作為

外省人第二代，與男性的高雄、南方的高雄結

合（他也寫眷村），能夠在消失的事物上找到

不願意消失的心意。

向陽：《季節》是一本時間之書，以四季和不同季

節的臺灣景象、作者心象為主，通過人與時間

的多重命題，表現生老病死、愛恨情仇和生命

意義的課題。這是一向被視海洋詩人的汪啟疆

走向時光之海的蛻變之作。這本詩集表現了作

者認真生活的態度，也展現了他從平凡中認知

自我的省思，因此有一種宗教的、虔誠的對人

情的關愛，一如作者自述：「我從未離開土地

和感性。所有季節歸於人間、歸於塵土。」他

試圖表達「臺灣已是繁複若三稜鏡的一點更易

就全色皆變的政治板塊」的認知，也試圖通過

詩作，表現他所認識的島嶼土壤與人情。在本

詩集中，他透過寫實而帶有喜樂之心的筆法，

寫人情之美。「春‧對土地說話」、「夏‧

許多事都發燙」、「秋‧有一些些童謠」、

「冬‧是我的需要」、「海‧有了倖存者」以

及「這些‧全是我」等六卷，表現他的自然、

土地、生活與感情觀。

游勝冠：這本詩集觀照了很多像前面各位講的人

世、土地、海洋及老年的問題，但這些東西都

輕輕淡淡。我看他也寫鄉村，他寫的鄉村與吳

晟的鄉村非常不同，比較專注在拼湊鄉村的景

緻。他的詩比較接近個人生命情調的吟詠，比

較無法跟書寫對象產生深刻的感情。汪啟疆作

為一位成熟的作家，作品有一定的水平，但是

在參照比較之下，他的詩讀過去之後很少會給

你鮮明、強烈的感受和印象。這可能與他退休

了，生活很平靜所反映下的詩境。

第34號《風聲》
林明德：這本詩集分四輯，40首，臺語詩集。他的

詩篇比較輕巧，語言簡淨，意象新鮮，他的詩

往往流露一些反諷，開開小玩笑。第一輯是近

幾年參加文學獎得獎作品，非常用心經營詩

作。我看他和詹義農和林沈默，臺中三個都寫

臺語詩，他們去翻《廣韻》找古字音的反切，

試圖找出古老的語彙。他嘗試追蹤語彙，可以

從他的作品裡看出來；第二輯描寫惜情、傷情

的心聲；第三輯抒發個人心情之作；第四輯

是觀雙年畫展（「返常：2013亞洲藝術雙年

展」），「返常」這兩個字可能給他當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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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刺激，所以他為「返常：2013亞洲藝術雙年

展」寫下觀後感，藉由詩與畫對話。有人說，

李長青的臺語用得非常細膩，情感掌控合度，

不濫情，嘗試為臺語書寫尋找書寫方向，進一

步開疆闢土。

蕭蕭：臺語是一種工具，一種載體，李長青的這本

詩集與其他的臺語詩集不同的地方，就是用這

個載體做各種嘗試，一般的臺語詩只發表某些

理念、意念，但李長青不是，他什麼都嘗試，

這點是他特殊的地方。以他的年紀還願意用臺

語書寫，我們的年紀用臺語講話、用臺語書寫

是必然的一條路，但以他的年紀，願意這樣

做，值得珍惜。這本詩集很合理地應用臺語，

書寫各種現實生活裡的感觸，有他熟悉的事

物，運用他熟練的語言，甚至剛剛說的去查古

書古韻，應該如何去配合，一如我們一般人使

用華語一樣，有他更進步更努力的空間。比起

他的第一本臺語詩集，這本又更老練，更熟練

了。他也努力要把臺語文的特質挖掘出來，希

望掌握臺語的Khùi-kháu。

向陽：《風聲》是李長青第二本臺語詩集，《江

湖》多寫其內心世界，《風聲》則將詩人的內

心世界投射到家國、歷史、族群、語言和風土

之中，進行對話。《風聲》分成四輯：輯一

「你坐佇我的心內」，多以臺灣當前面對的議

題入詩，如〈批〉、〈旅行〉等組詩，刻繪臺

灣當前的走向。輯二「風聲」，多為短詩，題

贈之作，另有監獄詩，揣摩受難者失去自由的

心境。輯三，「我的憂煩失栽培」以地誌詩及

獲獎作品為主，摹寫地方之美。輯四「戰爭不

管時」諸詩，則為詩和藝術的對話。這本詩集

的重要，在於開拓了臺語詩的新題材，強化了

臺語詩的語言藝術性，使得臺語詩不再局限於

語言自身，還觀照臺灣文化、藝術、自然的多

重性。他將現代主義的技巧，溶入寫實主義的

題材之中，從容自如，提升了臺語詩的藝術性

和現代性。

游勝冠：臺語詩我看得不多，我都看向陽的，他的

胃口和他們很不同，這本詩集有它獨特的表

現。我比較喜歡他很短的詩。我覺得很多臺語

詩寫到後來都寫得很長，或者敘述性的東西比

較多，因為這個語言的語感好像還沒有好好

地、充分地實驗，還沒有把它與詩的表現做結

合。很多臺語詩很淺白，敘述性語言比較多，

這本詩集有些部分也有這種問題，尤其是他得

獎的作品我不是很喜歡，但後面那些很短很短

的詩，他嘗試從臺語的語感製造詩的效果，這

方面的表現十分不錯。如果這個語言他實踐得

更多，充分掌握臺語的語感，製造詩景，成績

會愈來愈好。

洪淑苓：讀這本詩集是一種很新的閱讀經驗，充滿

了新鮮感，有點像在考證聲韻學上古代的用

字，不過是很愉快的閱讀經驗。的確，在他的

第一卷等於是得獎專輯，雖然寫得比較完整，

但難免還是痕跡比較明顯一點。後面的部分書

寫很多日常生活的片段，但是是用臺語去思考

和感受，使我們覺得：這就是詩的本質，無論

用什麼語言文字來寫，詩人必須寫出「詩」是

什麼。作者在這方面的挑戰和努力很值得肯

定，他的臺語詩已達到開創性，整體來說，對

臺語詩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三、投票

《暴民之歌》0票、《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1

票、《他還年輕》4票、《季節》0票、《風聲》0

票。

主席宣布：《他還年輕》4票，得票超過三分之

二，榮獲今年度圖書類新詩金典獎。

四、散會時間：下午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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