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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金典獎
決審會議紀錄摘要

「2010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決審會議於2010年11月5日下午2時召開，5位評審委員就6部入圍作品

進行評選，並推派由劉克襄老師擔任會議主席。6部入圍決審作品名稱依序為《直到路的盡頭》、《租書

店的女兒》、《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微憂》、《蘭花辭》、《純真遺落》。

劉克襄（以下簡稱「劉」）：首先，我們的程序要

先投票，還是先聽看看各位評審的意見？

吳晟：先討論一下吧。

顏崑陽（以下簡稱「顏」）：我看只有6本不錯，

先討論也可以。大概每本都一定要講。

劉：好，那如果是這樣，其他人意見呢？我是傾向

先投票，但沒關係，先看看大家意見。瑞芬妳

覺得呢？

張瑞芬（以下簡稱「張」）：我覺得都好。

吳明益（以下簡稱「吳」）：我贊成先討論。

劉：目前有6本進入複審。我們從《直到路的盡

頭》先討論，因為先前第一次投票時，3票以

上的《租書店的女兒》、《母親的六十年洋裁

歲月》、《蘭花辭》都沒有討論過，但是其

他2票如果還有不足的部分，也可以再繼續補

充，現在就請大家發言。我們從《直到路的盡

頭》開始，有誰要先發言？那我自己先講，

《直到路的盡頭》，這本書是後來補進，相對

於其他的5本作品，這位年輕的作者，在騎單

車的過程裡，這麼辛苦的里程裡，自然會有豐

富的外在經驗會帶來精彩的衝擊，但他的文筆

不若其他的創作者那麼順暢。可是寫出來的東

西很有獨特的風味。這種風味我們不斷在這個

閱讀上可以感受到。但這種感受，如果再仔細

讀個二三回，再讀進去時，內容所呈現出來的

內涵，相對於其他幾本入選的作品來講，還是

稍顯薄弱一些。

顏：我的看法跟克襄差不多，這一本散文描寫作者

單獨騎著腳踏車，從陝西西安出發，橫越歐亞

大陸到歐洲盡頭的葡萄牙羅卡角，整個過程的

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這是一個計畫性的旅行書

寫，他的珍貴處就是掌握了可一而不可再的獨

特經驗題材。單車長征幾千里，強大的體能及

毅力不是一般人做得到，恐怕連作者自己也不

會再去做第二次了。他所冒的風險實在很大，

歷程也很艱辛；這個行動本身，就已展現了某

種生活實踐的價值，能得到這種經驗題材，當

然很珍貴。不過，他書寫、經營的能力，並不

是非常好。整個過程大多是第一次見到的地域

景象，因此都比較表層。就旅行文學而言，應

該要有更深層的觀察、感受與思考，而表現更

深層的意義。

吳晟：首先他這個壯舉，一開始就會使我們很感

動，而且會被吸引，所以我會用一種很佩服的

心情去閱讀這個作品，可是我們在讀的時候，

因為剛才兩位老師談到的部分。我想他從中

國西安開始出發，然後橫越歐亞大陸、歐亞交

接哈撒克、士耳其、歐洲，這樣的歷程是跨越

太……是短短的時間裡面，就走過那麼多地

方，是以在書寫的時候，就是所見所聞發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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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十足的語言運用得很自然，然後又很開放

而坦率的一些自我內在的剖析，從日常生活

中很多流行的文化現象，來對自身生命的觀

照，擴展到眾生眾物相，這種知性思考能夠

和網路電腦資訊等等很現代化的語言融合在

一起，就算是學者散文或是文化散文，她也

不是像我們以往所認知的文人，她其實是很

有現代感，所以我覺得這本有很獨特的一個

價值。

張：剛剛吳老師講的，我就通通都同意。那其實

這本書我也幫她寫了一個評論，所以當然對

她也是非常有好感的，那周芬伶她的難得

是，現在中年的女作家出自學院的裡頭，逐

漸出來一種非典型的、生活性的散文。周芬

伶早期是很婉轉細膩，完全很抒情美文的寫

法，可是最近轉型為這樣以後，她結合比較

多現代的東西，所以其實從這個轉型上來講

是很成功的，那麼這整本書前半部分是稍微

長一點的文章，後面就是瑣瑣碎碎細膩的文

章，我覺得以創意上來講，這本書當然也是

很好的轉型作，但是前後呢就是前重後輕，

感覺上來講，前面慢一點，後面稍微快，在

整體的平衡度來講就稍微有兩截的感覺，那

麼整體上來說，我是滿欣賞她這種的轉型，

而且以目前文壇中年女作家來說也很少人寫

到這種風格，所以我從這一點其實是很肯定

《蘭花辭》跟《純真遺落》，因為女作家能

夠寫到中年而能夠自己再有一些不同的想

法，樹立自己風格的不多。

吳：周芬伶老師的文字當然沒有話說，我覺得到

這本書為止，近期周芬伶老師的散文越來越真

性情，乍看好像落筆不會去斟酌，但率性之中

又有風格，我特別喜歡這樣子的文章。因為我

一向也很喜歡周芬伶老師的作品，剛剛吳晟老

師也提到，這個獎到底是不是從頭考慮作者的

投入時間與過去的創作？這就讓我想到，比如

說全世界不少重要的文學獎項是以書為單位，

只有很少數的獎項會考慮終身成就，比方說布

克獎作者可以得兩次、三次，我覺得以書來作

為一個作者的考驗，雖然很殘酷，但是也滿值

得思考的。我認為《蘭花辭》是我會考慮最後

是不是能夠得到這個獎項的一本書。

劉：接下來是《純真遺落》。《純》的內容偏向於

一般生活的取向，接近讀者，卻不易展現藝術

內涵。相對於《蘭花辭》，不管在文字的技

巧，或是表現的蘊意等等成就，如果要選擇的

話，我會考慮到《蘭花辭》。剛剛有委員提

到，這個散文獎到底要頒給誰。我有考慮這個

獎，主要是頒給一本書，現在的創作程度，而

不是整個人一輩子的作品。但針對今年作品品

評，好像都有些不滿意的缺失，而剛剛吳老師

提到的說，到底要不要從缺？我個人覺得，若

非要選出一本，是有點困難的。

顏：我們給予這個文學獎的時候，當然一定要考慮

到作品所展現出來的文學價值，這是基本的判

準。除了作品本身的價值之外，當然我們也會

考慮把它放入所謂「歷史脈絡」去看待：這本

散文集除了作品表現很強的文學性，在整個現

代「散文史」或作者個人的書寫史上，是不是

也表現了文體的開創性？例如廖玉蕙的散文集

出版很多，但是一直到這一本《純真遺落》，

風格都沒有太大改變。就廖玉蕙和周芬伶比較

來看，我是覺得廖玉蕙的文字一向維持著比較

質樸、沒有刻意經營的風格。她就在生活的經

驗中，依著自己切實的感思，很自然的書寫出

來。剛才講到「文學性」的問題，中西方很多

好散文也不是刻意去雕章琢句。人情世故、學

問胸襟，皆可為文章。我們看周作人、林語堂

的散文，從語言形式的「美文」角度來看，其

實都不夠美。可是，他們的散文，「文學性」

就蘊涵在自然的言語與洞達的人情中，作者對

人生有著深度、創發的體悟，展露智慧之美。

散文假如表現不出這種內容，而文字又不是經

營得很美，就到不了極境。我覺得廖玉蕙的散

文還有自我突破、轉變的空間，將來或許能到

達極境。

吳晟：我簡單說一下，剛才我們談到說，這個當然

是以這本書為主，這是沒有錯，但是我的意思

是說，如果她這一本散文確實有很特殊的，譬

如說，在散文的經營上她有帶領了一種新的風

格、或者新的導向，這樣的意義，當然我們就

要純粹依這本書來看。回歸到這本書來看，其

實廖玉蕙的文章，像我們這種年齡在閱讀的時

候，會覺得也很喜歡看這種作品，因為像顏老

師講到的人情練達，他在日常生活裡面，作為

一個不管是老師或者是媽媽，或者是一般社會

的現象，這些故事，她能夠抓得很好，然後有

她的觀照，又能夠有很多的反思，或者說，一

些生活道理讓你讀的時候，可以覺得很順暢。

而且讀完以後會有一種體會，生活的體會。廖

玉蕙老師的台語、日常生活的這些語言，也

是很自然的能夠帶進來，表現獨特的文字風

格。這個部分也是有她的繁華落盡見真純的

散文風格。

張：我剛研究了一下，六本入選篇，四本是女性

的，二本男生的。那這四本呢，好像這四本

女性的作品，都比較有個人文字上的風格，

那二本男作家的作品，文字上就比較欠缺一

點，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耐人尋味的狀

態，尤其這四本裡頭，我覺得其實那個《租

書店的女兒》跟《蘭花辭》，兩位作者其實

都同樣中生代，她們的著作其實放在一起比

的話，都是差不多同質等的。以這兩本來

說，雖然各有特色，《純真遺落》這本也有

她語言上很獨特的地方，說真的文壇上現在

能夠把台灣口語講得那麼流暢的，還真的沒

有人。我覺得如果是《租書店的女兒》跟

《蘭花辭》在我心中差不多同等份量的話，

我認為《租書店的女兒》的文字的精緻度上

面比《蘭花辭》稍微好一點點。《純真遺

落》他是熱鬧精采非常市井活潑的這樣的一

種文辭，可是如果從文學技巧的角度上來

講，就很多人會認為說這個不是技巧取勝的

東西。

吳晟：其實，這個技巧，她也是一種技巧。

張：平實也是一種技巧。

吳晟：對……平實也是一種技巧啦。

吳：雖然我個人認為廖玉蕙老師的作品也很精

彩，但針對《純真遺落》這本書我倒是不會

特別支持。因為廖老師的成就毋庸置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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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一個主題喔，他不著痕跡的點出來，就是

在物質匱乏的，以前古早時代女人也是可以有

品味的，也很愛漂亮的。也就是說那一種求精

求工的那個，現在看起來，以前的女孩子也是

非常愛漂亮有品味，講氣質有風度，所以他其

實彰顯的是那樣一個，但是因為作者他本身，

可能並不是那麼在文學上面求工，所以這裡頭

很多細節都沒有談到，比如說他既然寫他的母

親，那麼她在做這些洋裁的時候，她的心理層

面啦，很多比較細微的地方就不想談到了，這

個就是在文學性比較缺乏的部分，所以我的看

法也跟幾位老師也一樣，就是文學性比起其他

那幾篇來講，就稍微弱一點。

吳晟：講這一點真的太好了，這個真的是他的特

色。表示台灣早期的女生也是很優雅也是很有

品味的。

吳：我覺得這六本書剛好可以觀察出一個傾向，除

了那個《蘭花辭》跟《純真遺落》之外，都是

編輯很強的書。《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

最大的缺點就是，這個文字真的是，沒有像我

自己的文化教養過去告訴我的所謂的文學性是

什麼東西。這點是從文學性看，是他最大的缺

陷，他最大的優點也就是這一點。就是他有沒

有可能從這些純粹材料這些東西最後呈現出一

個很有文學性的一個意味，可是最後卻呈現

出，卻是一種美學的意涵出來，不過當然還是

遺憾，就是這種，其實這個作者也算是個職業

作者，他出的書也不少。

吳：嗯。我覺得如果他的文字能力可以達到更嚴苛

的一個標準的話，那這本書就真的太棒了。因

為我當時第一次讀這所有的書，真正吸引我

的，只有這本書。不過最後會投票給誰，我也

很掙扎就是了。

劉：接下來我們討論《微憂》。這部作品裡善於捉

住集體情感，然後不斷地提醒我們某一些喪失

的味覺的台北。我彷彿在重新閱讀一本台北旅

遊指南，一部文化指南最精采的部分。我的共

鳴性非常高。可是，她的論述有一點用力過

度。努力論述不是壞事情，但突顯了她生活的

那一個部分還反而沒有那麼重，或者那一部分

沒有內化成她的某一部分時，她只好運用論述

來cover。我感覺有一個老靈魂在這位年輕的

女作者身上，很值得期待。

顏：這本散文也是計畫性寫作。這本散文就是作者

針對台北這個城市，依循計畫性的漫遊，到各

個角落去找尋、觀察、詮釋蘊含著歷史文化、

社會現象意義的景觀，而呈現出來的也就是作

者所詮釋的那個台北城市。這本散文所選擇的

主題以及表現的結果，我覺得是有她的深度，

因為「時間」基本上就是涉及到「存在」的問

題，所以這本散文等於透過這個城市，不管是

作者自己個人的經驗，或從這城市各個角落所

觀察、感思到的人事，或整個城市人們的集體

記憶，這都關係到一個城市變遷中，人的存在

意義。而全書各篇作品文筆滿好的，非常自然

流暢，刻劃也很細膩，從一些比較細微的地方

著眼，傳達出某些趣味或蘊含某些道理，是兼

具著歷史感與現代感的系列性城市書寫。

吳晟：我是這樣看，因為在閱讀這樣的作品的時

候，坦白說她自有那種描述的魅力，單篇單篇

讀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好看，她也有一些特殊

品味，不管是小小的議論或者是一些生活品質

的描述，你會覺得這些東西還滿有吸引力的，

但是我覺得，像這樣子漫遊式的寫法，我還是

比較傾向至少要有一個主題規劃。她沒有一個

主題來連串，是比較零雜的，沒有一個脈絡，

點到為止，所以感覺上就會比較不夠深入。

張：我覺得《微憂》這本書可以算是2010年最佳新

人獎了，一個年輕人也沒什麼人認識她，這個

《微憂》可是第一次處女作，第一本書。那第

一本書就能夠有這樣的成績，我覺得很難得，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文字好，觀察力很敏銳。她

重點是放在台北，在台北這樣一個有歷史記憶

的城市裡面，雖然是這樣一點一點的，但是她

就是其實有稍微作一個整編，那整體來講，她

的文字跟圖片配合得天衣無縫的，觀察很敏

銳、文字絕佳。那如果要勉強挑點小缺點，就

是說如果她跟《租書店的女兒》來比，作者生

活底蘊稍微薄弱一點，因為年輕嘛，所以她在

台北行遊，譬如說她看到什麼東西，想到以前

這個是什麼狀況，多半還是書上看的，或者是

一些資料性的，她自己並沒有生活幾十年這種

底蘊，所以這種蒼涼感跟《租書店的女兒》是

稍微不一樣。

吳：因為我剛剛提到編輯的關係，因為我現在很多

習慣就是看書我都會看看最後編輯跟封面設

計。比方說入圍的這三本書，都來自同一個很

出色的編輯。但相對地，特別是《微憂》這本

書我有強烈的感覺，就是書本身超過作者能

表現的文字內容。全書大部分的文字是很精彩

的，但比方說有一篇叫〈廢墟．裸顏〉，這

篇我讀起來感覺有點空洞。因為寫台北不得

不寫到台北的建築物，可是作者可能相對對

台北建築所知較淺，於是一寫就容易露出

「罩門」。

劉：接下來是《蘭花辭》，《蘭花辭》我意見很

短，誠如剛剛張老師講到的，這不是她散文

中最好的代表，只是現階段的情境。

顏：這種散文是學院內非常典型的觀念性作品，

很刻意去經營後現代的文化論述。上輯把焦

點主題集中在「文字、語言」，下輯則把焦

點主題集中在現代人的戀物狂、品牌狂，這

些有關購買慾的書寫。作者重新反思當代所

面對的文化、社會問題，深層的講這當然涉

及到人的生命「存在」意義，如何重新確認

生命存在意義的真實性？全書各篇都表現出

作者在文化思考上的深度。周芬伶原就是優

秀的散文名家，文字功力當然沒話說，非常

精練、俐落，節奏感極好，毫不拖泥帶水或

呆滯板重。整體來講，雖然不是周芬伶最好

作品，但還是品質非常高的一本散文集。

吳晟：我想提出來討論一下，像這樣的六本作者

來看，周芬伶跟廖玉蕙可以說已經是在散文

領域，有他們自我風格，獨特風格已經形

成，又長期的經營散文。周芬伶這本作品有

她幾個特色，第一個就是說她這一本開發了

很多新的語彙，她自己稱她是文化散文，文

化散文就是說，像顏老師講的一個學者式的

散文，不過她跟一般學者式的散文有很不一

樣的地方，就是她能夠把年輕世代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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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也是外省人的故鄉，就是說台南不只是她

的故鄉，其實想起來也是一個很悵惘的異鄉。

那這裡頭這本書裡面提到，像瘂弦啊，林文月

啦，其實他們都住在台北了，可是台南有他們

生命的一部分不可遺忘的地方，就是這裡頭都

有他的生命的記憶，所以其實這是一個不同的

視野跟角度，那這個就是主題，就是說外省人

眼中的台南就是這一個，那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這本書，它有種跨界的一個實驗，第一個就是

圖跟文搭在一起，這些老照片加上以前租書店

那些租書卡那些什麼，其實很有古典味，不但

圖文雙併，它也是小說跟散文雙併的寫法，也

就是說這不是純粹散文的筆調，如果是純粹散

文家的筆調，大概《微憂》就比較像，但是它

不完全是散文筆調，那是他把散文跟小說合成

在一起寫了，所以在這個跨界的意圖上我覺得

是實驗的滿成功。那另外一個，對蘇偉貞她本

人的作品來講，她是一個成名作家，一向寫小

說為主，之前的散文其實就是碎碎斷斷的，寫

很多人情的溫暖的東西，但是她從來沒有在散

文裡頭去嘗試作身世的回顧，所以這是一個成

名作家的轉型作，而且是個成功的轉型作。另

外就是很少有作品能夠兼具台南化跟國際化，

也就是說而且她寫的固然是台南，而且她寫的

不是現在的台南，她寫的是三、四十年前那個

老台南，那個老台南事實上現在也不在了，所

以她寫的是記憶中的台南，還有她把很多像柏

格曼什麼的，那些西方的電影啊小說這種東西

加進來，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很能夠兼具本土性

跟國際化的，那從這一點來講，我想台灣文學

金典獎應該不是只是要表彰在地、本土，應該

也還是要能夠多一點延伸的意涵。這本書他很

難得就是說她保持的是一個純然文學的敘述，

《租書店的女兒》在這幾本書裡頭我覺得是文

學性質比較高的，雖然有點小瑕疵，但瑕不掩

瑜，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心目中覺得完整度

高，然後比較符合我們這次文學金典獎期待的

一部作品。

吳：我在看最後這六本書的時候，心裡面在想說，

這個文學金典獎是不是也要放眼過去台灣？比

如說散文這個文類的一些作品的高度，如果是

這樣的話，坦白說或許也可以考慮從缺。但如

果說是這六本書選出一本年度最優秀的作品的

話，我本來心裡面是比較傾向蘇偉貞老師的

《租書店的女兒》，因為這種回憶式的散文，

已經被寫得很爛熟了，作者因為是優秀的小說

作家，所以敘事很多樣化，有時候第三人稱，

有時候第二人稱。當然裡面用到的一些材料，

誠如剛剛劉克襄老師或吳晟老師所提醒，我想

當我們評斷這本書裡面的一些偏見的時候，可

能正是蘇偉貞老師的閱讀品味、她的人生的形

塑，說不定就是我們認為的偏見結構起來的。

但是我可能提出一點說，即使像《租書店的女

兒》這一本完成度那麼高的書，她完成度有很

大的一部分是來自於編輯的完成度。也許是篇

幅的關係，裡頭有些文章我覺得是嘎然而止，

收尾都還滿匆促的。我讀起來總覺得說不定小

說家的筆法，反而變成這本書比較大的一個缺

點。特別是有一些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的敘

事，如果放在小說裡面，它就自然，可是放在

散文裡面，我個人閱讀，反而不那麼自在、順

暢。

吳晟：我補充一下，剛才吳明益老師提到的這個部

分，我在讀的時候，真的是很怪，尤其說不太

清楚，到底這個你是在講別人還是在講他？結

果我發現他兩者有時候是混合的，散文用這樣

寫也可以，可是我讀的時候，真的怪怪。張瑞

芬老師提到的部分，妳說她是一個外地人，這

樣的講法就有點爭議，因為她是在這邊出生長

大，然後讀高中，大學才去台北。第二，她是

很多年前就回到台南教書，跟媽媽住，所以她

在寫作這一本的時候，事實上她也是在這裡，

等於說高中以前在台南，那聯副退休以後又回

到台南，她這些年都在台南，所以我會期待她

有比較多的南都的文化氣息，可是我坦白說，

我幾乎看不到啦，是差不多一看就是她的台北

的文化教養就停留在這個地方，台南那麼豊富

的人文幾乎沒有多少的交集，這是我覺得滿遺

憾的地方。而所謂國際性並不是說引用一些西

方作家啦，或者是引用台北啦引用外國作家的

一些觀點，來印證自己的一些想法，這個就叫

作國際，不，這一點我就不太以為然。所以我

這樣說，因為我對成名作家的期待會比較高，

我要強調這是我的偏見。

劉：接下來我們討論《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

這本書我有兩點意見。第一，剛剛我同意顏老

師和張老師的講說，這本書的題材非常精采，

寫的雖然是自己母親的專業，但歷史文化都涵

蓋進來，圖片的加入更讓本書可看性更高。可

是我覺得對他最大的缺失，在文字的經營和錘

鍊。相對其他老練的寫手，本書的文字密度略

嫌不足。是一本好書，但做為金典獎的條件，

恐怕比較欠缺。

顏：對啦，我差不多也是這個看法。他以母親經營

一生的洋裁工作，做為敘述主軸，依照年代先

後去鋪陳。這除了替母親以及自己家族生活立

傳之外，還帶進了當時台灣的社會情境。這樣

的寫作題材及構想不錯，但是經營不算很成

功，原因也還是在於文學性不夠強，全書各篇

章的敘述形式及修辭，都只是樸實、流暢的一

路寫下去，節奏的變換、意象的經營都不夠靈

活、精警。所以整體來說，只是人、事、物表

象的描述，甚至於連這麼樣貼近自己的生活、

母親的工作等，感思的深刻度也都沒有出來。

吳晟：好，差不多是這樣子，因為這一本真的是很

珍貴的一本，等於是一個母親的傳記，但是正

因為傳記味很濃，甚至有些報導式，這樣的一

個散文，整體來說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有歷史

背景，很完整歷史的脈絡。其實我很想讓這一

本得獎啦，因為他不是專業的寫作者，可是能

夠這麼細那麼有耐心，而且收集那麼完整的資

料，敘述很詳盡，其實我們看他的文字，雖然

沒有所謂的文學的那些技巧，其實是很大的功

力喔，他這樣敘述的一個文字，其實滿樸實，

可是樸實之中也有他很多的經營，讀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味道。相對於《租書店的女兒》，

兩本都是編排得很漂亮，份量也差不多，兩本

又差不多重，不然秤看看好了。編排差不多。

吳：同一個美術編輯。

張：喔，是嗎？那我簡單講一下，這本書他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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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思所感，就會有凌雜化傾向。沒有一個連貫

的主題性，像顏老師講的，深度不足。

張：這一篇我在第一輪的時候並沒有投他的票，那

麼後來就放進去決選之後，為了要寫這個評審

意見，然後就再看了一次，我覺得很有趣，突

然覺得跟謝旺霖的《轉山》是有點類似的。如

果是一個最佳新人獎的話，我覺得從主題、創

意各方面都不錯，但是我們今天這個獎是一

個成熟度比較高的作家作品，而且要有整體

性，主題不但要有創意而且要有比較深厚的文

學性，所以我第一輪沒有投，那第二次看完也

覺得如果以最佳新人表現來講是很好的一個創

意，但是整體的文學表現沒有很深入，尤其他

的文字方面，很多段落是你寫了這段也可以，

好像刪掉也無所謂的那種感覺。

吳：簡單講一下我的看法，這本作品可以說是像詹

宏志講過的硬派旅行文學的作品，剛剛張瑞芬

老師特別講到謝旺霖的《轉山》，《轉山》的

成功非常特別。剛剛張瑞芬老師提到他的設

計，我在翻這本書的時候，同時也會想說那為

什麼要這樣排？比如說把第一排排成邊緣，兩

頁、兩頁黏在一起，我認為這樣的編排可能有

點暗示旅途的艱辛，所以他希望能夠讓閱讀者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讀完這本書。包括說他把文

字排在頁面邊緣，有時候天不見了，有時候左

空欄、右空欄不見，我以為這都是某種程度的

一個隱喻性。就一本書來講，我覺得是很不錯

很特別的實驗。可是回過頭來，因為今天我們

評的是台灣「文學」獎，所以我支持他入圍，

但我並不支持這本書得獎。原因就是這類硬派

旅行作者的文字能力，已經被他的影像的表

現超過太多。

吳晟：影像壓過。

吳：對。

劉：我們接下來談《租書店的女兒》。那一次是

我唯一沒有投票的，我先談一下。我這次有

整理三個點。第一，我非常喜歡她這個比較

小說味的散文，基本上還帶著典型蘇偉貞的

小說風格，不管是早期《陪他一段》，或是

《紅顏已老》，這種文字經由散文展現時，

這種凝煉跳動的文字稠密並不易讀，可是讀

進去以後很過癮。第二個重點是集中在台南

這個區塊，一般閱讀想像裡的台南，大概是

歷史文化的古都，充滿閩南人的視野。可

是蘇偉貞因為生長自眷村，她在描述時會

用眷村的角度，展現另一種新移民的氣息

和內涵，營造出不同的南都風味。但當初沒

有投她的這一票，有一個原因。她的散文應

該控制得非常精簡，可是有兩類題材，我覺

得放進來似乎不盡然允當。第一，她描述了

瘂弦、袁瓊瓊、林文月或白先勇等藝文人物

在台南活動或生活事蹟，我覺得這一系列較

為薄弱，跟主題的連結並不盡然密合。比較

大的一個問題，在另一點上，她不斷地引用

很多的西方的小說家或思想家的哲理名言，

譬如班雅明的話即不斷被引述。引用的話雖

然準確，也還滿貼切。可是這些引進來的思

維，跟她現在在台南的生活，有一種突兀的

感覺。就好像我走進了府中街，卻會思考西

方思想家班雅明的論述在此會是什麼樣的意

義。班雅明和台南有如此緊密嗎？這樣的引述

不一定對她的作品有加分的作用，反而讓讀者

疏離了台南。

顏：假如張子午那本散文是通過冒險性的長途旅程

去取得比較陌生化的題材，那麼蘇偉貞的這本

散文就正好相反，從生活周遭去取材，都是

一些看起來很平常，對某些人來說很熟悉的題

材。蘇偉貞卻將台南市結合到她自己小時候的

生活經驗去書寫，尤其是眷村的親友們，帶出

她所經驗到一些台南市生活的現象，這就使得

都市書寫脫離一般刻板印象，而進入比較在地

化，比較細部、深刻的層次。我們從這本散

文，看到蘇偉貞在台南市的一個眷村中，歷經

了誕生的喜悅；再加上她是一個小說家，寫散

文還是像在寫小說一樣，她最成功的地方，就

在敘述靈活的轉折、節奏，這是一般散文家所

比不上的；可是相對而言，小說家也會比較忽

略修辭構句本身的精美。好的散文單從片段的

字句就可以感受到某些意象的魅力。這種文字

之美，我覺得這本散文還是比較缺乏。另外，

從內容來看，描寫私人經驗的部分相當多；私

人經驗的書寫必須提升到普遍的生命存在意

義，否則容易流於晦澀。而且以小說筆法做出

過度細緻的刻劃，有些地方就不免流於冗雜、

瑣碎。

吳晟：依我看這本書，從《租書店的女兒》，這樣

的一個書名，其實我有兩個期待，第一個就是

家族書寫會比較多，我希望能夠透過這本書，

因為她是租書店的女兒，我在期待，她會談到

很多的她的家族和她的出身、成長背景、生

活經驗；第二，因為她是台南，那我會更期待

她跟台南一個融合。因為她在這裡成長的，我

很希望透過她的書寫來描寫另一種在地的，不

同的在地人對台南的文化或者是人情風味等等

的一個觀察或者說她的情感，所以我用這二個

期待來讀的時候，結果坦白說落差就比較大。

第一個她租書店的女兒本身，並沒有貫穿，幾

乎啦，當然我們不一定說，書名要跟整體有一

個很大的連結，可是呢她這個部分，我感覺是

顯然比較少；第二比較嚴重的是，剛才克襄講

的，我在閱讀的時候她不斷引用西方作家或理

論的一些片段，不只是西方的，還不斷引用到

台北的作家的，我這樣講就是我會談到我的偏

見。可能我期待太高，因為我們對這麼成名

的、這麼重要的小說家，她的作品我們會用比

較高的要求來看待。

張：這本《租書店的女兒》從一開始，第一次我們

票選的時候一直到現在，那麼其實它一直是我

心目中的首選，那麼真正的原因是，我覺得它

有好幾點是符合這種文學獎的要求的。那首先

是光從它的主題來看，是很有創意，一般來講

我們寫台南，這很典型是一個南都、南台灣，

那麼一般來講就像那個《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

月》一樣，台南人寫台南，老台南寫老台南，

非常有在地味，就真正是台南的風味就是這樣

了，但是呢比較難的就是她踏踏實實在這邊出

生長大，渡過了童年跟少年的時光。所以呢這

本書第一個難得的是，它主題上，其實這個主

題可以延伸為一個碩博士論文的題目，叫做眷

村女兒的南都記憶。南部不只是本地人的故

主 席1：劉克襄

評審委員1：顏崑陽、劉克襄、吳晟、張瑞芬、吳明益

列 席1：楊順明

錄音整理1：許朝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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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公平。

顏：當然，兩個並列得獎，我也許可以同意；假

如選擇其中一個得獎，我覺得周芬伶的那種

文字風格，以及她所關懷當代性的文化現象

問題，重新反思整個當代人，所面對語言崩

解、物慾泛濫的存在處境，其關懷的廣度與

思考的深度都超過蘇偉貞的作品；而文字的

精練、俐落，就散文修辭藝術的「本色」來

說，我也覺得周芬伶的《蘭花辭》應該比蘇

偉貞的《租書店的女兒》要略高一籌。

劉：要給周芬伶還是蘇偉貞，還是兩個一起獲

得？

顏：假如大家都贊成兩個一起得獎，那就兩個一

起得獎；假如要選出一個得獎，就來投票

吧！希望大家能夠把票集中。

劉：吳老師跟張老師覺得呢？還是一起給？

吳：我個人覺得這種書獎的重要意義，就是選一

本書，雖然很殘酷，但是還是選一本書。

劉：那就麻煩拿紙來，我們要投票。

顏：投《租書店的女兒》跟《蘭花辭》，挑一個

嗎？

張：現在是只要挑一個嗎？打勾？

吳晟：打勾就好了。

楊：《蘭花辭》4票、《租書店的女兒》1票

劉：我宣布後來經過評審的決定，在分數出來之

下，有兩本進入最後的討論。然後再一次投

票後，周芬伶《蘭花辭》4票通過評審委員

的支持，獲得今年的金典獎。

同樣風格的文章多了以後，我做為一個讀

者，也會有一種閱讀的「疲態」。或許是這

樣的關係，我會選擇不投票支持。

劉：因為有兩個問題，剛剛我提到說，一個就是

直接投票的方式，投分數，就是投一票。還

有另外一個是，像剛剛吳老師提到的，是不

是要可能考慮到從缺的這個問題。現在到底

要直接投票，還是選擇從缺？

吳：我一開始閃過從缺念頭的原因是，因為好幾

位作者都有更高峰的作品。但就這個獎本身

來說，卻又認為不能從缺。因為這個獎能

不能長期的維持下去，我認為是台灣文學獎

轉型的一個蠻重要的關鍵，因為過去台灣這

種以選書為主的文學獎很快夭亡。夭亡的原

因，當然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是這樣子的坦

白的評審方式，可能不容易被接受。我真心

希望這個獎能長期的經營下去，或許再十

年、二十年後，又可以看到周芬伶老師再得

兩次，就像一些國外重要的文學獎項一樣。

所以這個獎有很重要的意義。

顏：我還是覺得不必從缺。就是這幾本，雖然沒

有任何一本，第一眼看到，就認為應該給他

獎；但是，也沒有差到一看就不要給他獎。

得獎作品未必給到一百分不可，這些作品即

使達不到一百分，九十分總有吧！

劉：ok，大家都有共識。

吳晟：我們反而變成很難取捨，都可以得獎啦！

劉：所以這個要記錄進去，剛剛吳老師有考慮到

從缺的問題，但後來經由大家討論，都有一

個共識，這個獎非常難得。大家的問題是在

取捨到底要給誰這個獎，在掙扎。我們的共

識就是，要從這六本裡面選出一本代表今年

的金典獎。

吳晟：並不是說覺得他們不夠好。

劉：對，對，還是要投票來取捨。我有一個提

議，要6、5、4、3、2、1呢？還是說選3、

2、1就好，意即第一名在你心中是3分、2

分、1分的順序。還是打勾只選一本？各種不

同計算方式，都有其利弊。

承辦人楊順明（以下簡稱「楊」）：投票結果，

《租書店的女兒》12分，《母親的六十年洋

裁歲月》1分，《微憂》4分，《蘭花辭》10

分，《純真遺落》3分。那大家怎麼討論？

就是說現在投出來的分數《租書店的女兒》

12分，《蘭花辭》10分，是不是就這兩本討

論？

楊：3分的《租書店的女兒》有三個，《蘭花辭》

只有一個，《純真遺落》一個。3分的《租

書店的女兒》，給他第一名的有三個，其中

兩個沒有投給《租書店的女兒》。因為要四

個，就是規定三分之二通過才可以。

吳：就是要有4票。

楊：還是要有4票。

劉：我那時候在掙扎，因為我一個是3分，一個是

2分，非常掙扎，如果倒過來的話變成兩個都

是同分。

楊：那這樣再投一次票，投一個。

劉：我還有一個提議，那時候我在想說是不是兩

個人平分，這也是一個方法。但不曉得各位

評審覺得怎樣，或者大家覺得這樣不好？還

是要有一個？

吳晟：這也是一個辦法。

吳：因為如果再投一次票，如果3比2還是不行，如

果照楊老師講的規定還是不行。

劉：兩個去平分的話？

楊：只有30萬而已。

張：第一名30萬，第二名沒有錢，只有一張獎狀。

吳：就是差別在這裡。

吳晟：如果兩個並行這樣子？

楊：我們沒有60萬，我們預算是30萬而已。

劉：可是我覺得對他們來講已經不是錢的問題，而

是獎的意義。 

吳：絕對不是錢的問題。

吳晟：為什麼呢？因為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在，兩個各有他的特殊貢獻，或者說，一個小

說，她是小說但是她這一本散文寫得很好，那

周芬伶代表散文家來得這樣的獎。

楊：由評審討論決定，你們討論。

劉：由評審委員決定，萬一我們分配到兩個得獎的

時候，對你們來講會不會造成作業上的困擾？

如果不會困擾，評審要取得共識，就是說大家

決定這樣好，還是說不行，決定一名出來，一

定要有一名犧牲。

楊：評審委員決定看要一個或是兩個人平分，當然

你們決定。

張：並列冠軍也可以呀。

吳晟：這樣會比較，因為坦白說我的傾向是說，如

果給《租書店的女兒》，我會覺得一個散文的

獎項，那麼多的散文家沒有得，這樣對散文的

寫作者，長年作散文經營的這些作者，我是覺 （限於篇幅，僅能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