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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以外的長征
與金典作家吳明益共讀的魔幻時刻

「寫作到底是什麼？」給學生的創作建議，吳明益認為大學階段是個珍貴的

時光，學生應該把握時間去閱讀最好、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在這個階段應該

要讓語言在學生面前炸開，是炸藥也是解藥，粉碎枯燥乏味的訊息，所以，

身為一個老師，要做的是「改變學生和語言的關係」。

文───蔡怡珊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學生 　　　　圖──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

興國高中學生將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改編為讀劇作

品。除了做為與臺文館合作的文學跨界展演活動，也在成

大演出，做為向吳明益講座開場致敬。

在亞洲，臺灣文學所引發的共鳴或改

編臺灣文學的電影作品，在過去頗受注目

與重視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近年來，臺

灣的媒體環境以及戲劇製作內容卻越來越

落後地讓人擔憂。作家吳明益以韓劇「W

的兩個世界」及日劇「月薪嬌妻」為例做

為演講開場，當話題一打開，瞬時獲得在

場許多同學的驚呼與贊同。從中也帶出相

對於戲劇的好壞之於受觀眾肯定的程度，

台灣文學獎的肯定則是仰賴於「專業」的

評審認可的焦點主題。

世界上有許多的文學獎項，作家吳

明益曾參與許多國際文學交流活動，他

認為「文學獎評審的標準何在？」的議題是做為一個文學獎該時時討論的。以日本的「芥川

賞」為例，芥川賞的目標很明確是針對文壇剛出道的作家所設，凡是個人著作出版超過5本以

上的作家，就自動排除於遴選名單之外。而這也是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為何沒有得過芥川賞

獎項的主要原因，迄今，村上春樹還屢屢遭受未得獎的質疑，可見獎項重要性；另外，日本的

「直木賞」也廣為人周知，直木賞是頒給一般社會大眾所喜愛的通俗作品。同樣知名的文壇獎

項，但兩者獲獎作品的優劣是無法置於同一平臺相競論的。

改變學生和語言的關係

然而進一步談到「寫作」本身，教創意寫作的人怎麼說呢？某英國小說家說：「教創

意寫作根本是浪費時間」。而作家吳明益分享給學生的建議是：如果你有寫作的天分，應該

要去做一些衝擊性的事情，而不是坐在課堂上聽講；甚至遺憾的是，當他在演講的場合，講



31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7.03  NO.54

2
0
1
6
台
灣
文
學
獎

文
學
獎
推
廣
﹁
金
典
閱
讀
計
畫
﹂

到文學創作是多麼動人、多偉大的事業時，臺下約有九成以上的人卻是得靠十分努力補足創

作資源而少有天分的，尤其這個比例低得可怕。現實裡，本質擁有文學創作天分的人是稀少

的。給學生的創作建議，吳明益認為大學階段是個珍貴的時光，學生應該把握時間去閱讀最

好、最優秀的文學作品，而不是去寫一些尚未準備好的東西。在這個階段應該要讓語言在學

生面前炸開，是炸藥也是解藥，粉碎枯燥乏味的訊息，所以，身為一個老師，要做的是「改

變學生和語言的關係」。

寫作是為自己嗎？

踏入寫作這條路，要知道自己的限制，寫作下去後，人生經驗只會不斷的匱乏，所以還

要加上資料的蒐集。在老師的職責上，吳明益認為他可以做到的就是陪伴，像是失戀時，還

有維持寫作的氛圍，這些是可以實質影響學生寫作的動機。「寫作是為自己嗎？」吳明益曾

想過這個問題，如果寫作是為自己，為何不是寫完把稿子燒成符水喝掉？為何要發表、參加

比賽、寄給朋友看看寫得好不好呢？寫作不是獨白，而是對話。吳明益談到他在東華大學創

作所成立時，思考著應該要開一門必修課，談談「寫作到底是什麼？」學生、老師一起開誠

佈公地討論，為何而寫，去面對、承認內心一直隱瞞的情愫，虛榮感、成就感等等都是。產

生這個想法主因是，全世界一流的作家在有生之年通常會寫一本有關寫作的書，或是寫給年輕

人的書。寫作形塑了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你要去認識你的身世與教養給了什麼樣的立基點，或

是家族、社會給了你什麼樣的價值觀，去誠實面對自己的閱讀觀，還有世界觀，例如：近來新

竹光復中學的事件（註：指學生模仿納粹裝扮一事），也警惕了我們的教育其實不太建立世界

觀，我們身處的環境其實是深受世界各種文化的衝擊，所以在接觸的過程中，你自然也會對其

他作家產生評價，有時明顯、有時隱晦。

小說之外的長征，是文學以外的拓墾，土地、社會、世界與他者孕育出你這樣的人，在

創作上也勢必豐富了你的文字，如同暗河寧靜地流動，影響著直覺性的東西。

學生演出靈活生動，牽引著觀眾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