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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文學獎灣

開啟，台灣文學獎的新風貌

國立台灣文學館自2005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交辦台灣文學獎的業務，到2007年已經邁入了

第三年。在國內眾多文學獎的生態中，作為國家

級的文學博物館，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怎

樣的效應，始終是各界近年來不斷思索的課題。

因此，在經過許久的評估和觀察之後，2007年特別

推出新型的台灣文學獎。嶄新的台灣文學獎除了

提高得獎獎金，推出長篇小說100萬，劇本50萬，

新詩30萬的獎額之外，並且更改徵選類別，有別於

過去對各文類創作作品的徵選，2007年則將徵稿範

圍擴大至出版品，選定已出版（2002年1月至2007

年5月之間）的新詩、長篇小說作品，希望藉此帶

動出版閱讀市場，提高更多台灣文學出版品的能

見度，使其再度受到關注與肯定。而為了也兼顧

對文學創作者的鼓勵，希望能讓創作者有資源繼

續創作，在創作類的部份，則鼓勵目前較少徵獎

的舞台劇劇本類。新型的台灣文學獎在徵獎類別

上因此分為「推薦圖書類」及「劇本創作類」兩

大類別。

為了配合轉型的台灣文學獎，塑造台灣文學

經典性的象徵，館方也透過徵選logo，並打造全新

的文學獎獎座，讓台灣文學獎裡裡外外都呈現嶄

新的風貌。值得一提的是，在logo的徵選中，共有

來自全國300多件的投稿作品湧入，足見民眾的踴

躍與熱情，首獎最後由目前就讀於長榮大學的學

生洪旭新所設計的「筆耕台灣」獲得，洪旭新同

時將文學、台灣、手指意象融為一體，呈現出創

作是一種耕耘、一種堅持，他的設計以線條流暢

簡潔，圖樣大方，顏色素雅而被評審委員們一致

認為是logo的最佳作品。而台灣文學獎獎座也採取

「台灣竹」的意向，以琉璃和水晶打造，代表著

文學創作者樸素、謙遜的姿態。

在各國文壇，重要的文學獎皆有其代表的logo

與獎座，代表著此獎所傳達的精神與立意，也傳

達出其榮譽性的象徵，從2007年開始，由「筆耕台

灣」的logo與「台灣竹」的獎座拉開序幕，國立台

灣文學館開啟了台灣文學獎的全新風貌。

評審會議桌的場邊

2007台灣文學獎從去年6月中開始徵稿，至9月

中截止，越接近截稿尾聲，稿件也大量的增加，

最後收入了新詩39件，長篇小說62件，劇本54件，

總件數共為155件。本次的評審作業分為初審、複

審與決審，初審先就資格條件進行審查，除了少

數字數太少或出版時間未符合徵獎規定者，多數

皆進入複審階段。進入複審共有新詩38件，長篇

小說58件，劇本49件。複審和決審的評審團隊除了

聘請台灣文學界優秀的作家學者，也兼顧各類別

委員背景的多元性，他們分別是長篇小說類的施

淑、李喬、鍾鐵民、陳明仁、彭瑞金、浦忠成、

李奭學；新詩類的趙天儀、李魁賢、李敏勇、陳

義芝、路寒袖、利玉芳、陳黎；劇本創作類的林

茂賢、廖瑞銘、李舒亭、陳姿仰、王友輝。

不論是推薦圖書類的長篇小說、新詩，或是

劇本創作類，當工作人員把一箱箱厚重的作品整

理好寄達評審手裡，評審委員們也開始展開了繁

重的審查工作。三類的評審方式皆是委員們分別

先選出心中理想之作品，再於複審會議中透過票

選、討論，選出入圍決審之名單。由於此次是以

出版品來參賽，長篇小說和新詩類的評審們多對

於「台灣文學獎」與「台灣文學書獎」之間的定

位問題有所討論，換言之，對於台灣文學獎是頒

發作家終身成就的獎項，抑或是針對作家某部作

品的肯定提出討論。此外，參賽作品中不乏舊書

重印的例子，評審們認為基本上應該朝向鼓勵新

作的方向給予鼓勵，但是舊作如果曾因過去的時

代背景、政治環境被壓制，給予肯定亦有其意

義。在台灣本土小說市場並不蓬勃的情況下，長

篇小說有58部的來稿尤其令評審們驚豔，逐一閱讀

58部的長篇小說雖然令評審工作相當吃重，但施淑

認為這次的參賽作品風格多元互異，可說是台灣

小說創作界的盛會，不但網羅了老中青三代的作

者，豐富多樣的題材和互異的寫作技巧，整體表

現堪稱為台灣現代文學史的縮影。劇本創作類方

面，舞台劇劇本的主題亦呈現多樣的風貌，內容

包含傳統戲曲、原住民歷史生活背景、現代人際

關係、兩性情感議題等，在書寫語言上，也有數

篇以台語漢羅書寫的劇本，評審們對於舞台劇劇

本呈現出各種形式、各種內容的現象感到可喜，

但同時也反映了評審的困難度。

評審會議 場邊記
文／陳慕真　攝影／林盈男

「台灣文學獎」，不是依銷售排行的「暢銷書

榜」，不是由專家各自推介的「好書榜」，也

還不是經歷長遠歲月考驗的「文學經典」。

但，的確是各界矚目的年度文壇焦點，牽動的

將是文學、出版與閱讀的文明鏈環，照映的是

台灣價值的成就、自信和反省。

――《2007台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類得獎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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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複審會議之後，入圍決審的分別有：13

部長篇小說，11部新詩，12本劇本進入激烈的決

審階段。新詩類的決審會議上，評審們從題材、

形式、語言表達等面向分析入圍的詩集。李敏勇

站在讀者的立場表示，戰後的台灣詩不容易被閱

讀，因此要建立好的閱讀，以形成好的影響，以

「閱讀」為取向的詩集也是評選的標準之一。而

詩集的評審相較於單篇的詩作更有其困難度，評

審們關注於詩人要傳達什麼主題給讀者，一本詩

集的呈現不應僅僅只是詩作的湊合，而應有所凝

練與選擇。因此對整本詩集的構成、比重、質

量、主題連貫性皆有所考量。整體而言，新詩類

的共識較趨一致，向陽的《亂》以表現技巧成

熟，不但兼顧詩意以及詩所指涉，也同時呈現藝

術性、社會關懷與歷史書寫，獲得評審團的青睞

與肯定。

在長篇小說的決審上，討論的氣氛則較為激

烈，無可諱言，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其風格、素

材往往成為引領創作者創作走向的重要標的。因

此，評審們對於此次台灣文學獎的百萬長篇小說

獎，是否只給一名首獎經過許久的討論，更對於

頒發此獎項之後的影響有所考量。在13部進入決

審的長篇小說中，《台灣大風雲》、《真美的百

合》、《海神家族》、《玉山魂》、《遠方》、

《巴賽風雲》皆為評審們共識較高的作品，這些

作品的內容有的反映時代、具備歷史經驗，有的

描寫農村生活、田園之樂，有的則是對於身分認

同的心理糾葛；素材上則呈現了漢人民俗描寫、

平埔族歷史建構、迥異於漢人觀點的布農族思

維，以及外省第二代的道德絕望等主題，恰好如

實反映出台灣文學多元文化的歷史脈絡。值得一

提的是，縱使主題多元，和台灣社會、歷史的連

結卻不約而同的呈現於這些作品當中，也成為評

審們關注的焦點。李喬認為，有歷史經驗的小說

特別難處理，小說家如何避免記歷史的流水帳，

在文學和歷史之間拿捏、取捨是作家面臨的課

題。評審們因此從小說佈局、文本結構、文字描

述，以及和現實的扣連等觀照面進行討論，由於

評審們多數認為決選一名首獎實在太過困難，於

是一致決議由三名共得，最後在激烈的討論、票

選之後，達成共識讓陳玉慧的《海神家族》、莊

華堂的《巴賽風雲》以及霍斯陸曼．伐伐的《玉

山魂》，三位合得百萬小說獎。

劇本創作類的決審會議在評審們第一輪的投

票之後快速的達到共識，〈大家一起寫訃文〉及

〈倒數計時〉以最高票五票勝出。對於舞台劇劇

本的評選，李舒亭表示劇本在舞台上執行展演的

可行性及藝術性，以及表達對台灣社會、人文、

生態環境的關照是評審的原則，除了劇場性之

外，站在台灣文學獎的角度而言，王友輝則表示

劇本的文學性也是他所關注的焦點。因此，評審們從

主題概念、戲劇手法、語言魅力、舞台效果等多面向

詳細的討論了這兩篇作品，最後在無法割捨的情況之

下，決議增設一名評審獎，首獎由鄭衍偉〈大家一起

寫訃文〉獲得，評審獎為紀蔚然〈倒數計時〉。

文學獎之外

結束長篇小說、新詩、劇本創作類的決審會議之

後，我們即著手進行《2007台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類得

獎作品集》的編印計畫，也同時籌備12月16日的台灣

文學獎頒獎典禮。此外，為了讓全國民眾親炙台灣文

學獎的作品風貌，台灣文學館也首度與誠品書店進行

合作，12月底開始於北、中、南各大誠品書店除了展

示此次台灣文學獎入圍、得獎作品之外，2008年4月

起，也將邀請得獎者在全國誠品書店進行巡迴演講的

活動，希望藉此機會，提供全國民眾一個更認識台灣

文學獎，以及台灣文學館的機會。

2007台灣文學獎的結束，開啟我們反省、思索、

規劃2008台灣文學獎的契機，在此次評審過程當中，

我們從評審委員們提供的想法、意見裡獲益良多，諸

如年度詩選的想法，劇本創作類分組徵選的可能性。

此外，面臨值得欣喜的台灣本土創作語言的多元化

時，更是在在考驗著公部門的辦法制定以及我們的評

審機制。台灣文學館期許塑造台灣文學獎成為最高的

文學獎指標，台灣文學獎的舉行、頒獎除了意味著對

文學創作者、出版單位的肯定及鼓勵之外，更深層的

意義在於延續、深化台灣本土文學的使命，並彰顯台

灣價值的成就。我們將以此信念，持續的努力，並期

待著2008台灣文學獎更豐碩的成果。

台灣文學獎LOGO設計

作品名稱／筆耕台灣                      

設 計 者／洪旭新

設計理念／文學創作

如同農夫耕作一般費

心費力，於是創作猶

如筆耕，構圖上以台

灣的圖像為藍圖，以簡潔的筆觸，勾勒

出執筆書寫文章之手，呈現文學創作筆

耕之意，而筆桿綻放的綠意枝葉，旨在

呈現創新之意，也分別象徵老中青三代

的文學家，具有承先啟後、不斷傳承茁

壯之意。

2007台灣文學獎獎座設計

設計者／

取決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理念／竹，挺拔

秀麗，清麗俊逸，

歲寒不凋，秀逸有神

韻，象徵「君子之

風、文人氣節」；

竹，外圓中空，象

徵文人虛心豁達、虛心求教，不斷追求

創作卓越的經典文學；竹，彎而不折，

折而不斷特質，象徵文人剛柔並濟，追

求台灣文學的多樣可塑性；竹，長年青

綠，枝葉茂盛，到處成林，象徵台灣文

學朝氣蓬勃。獎座右下角設計的凹處造

形，是新竹發芽處，象徵新的創意將永

遠源源不絕的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