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第十三屆臺中文學獎 小說類 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24 年 9 月 11 日（三）下午 14:30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第一會議室 

 會議主席：鍾文音（由評審委員互推） 

 評審委員：甘耀明、鍾文音、劉梓潔（依姓氏筆畫排序） 

 紀錄：葉珊珊 

 

本次小說類共收到 273 件作品，通過資格審查有 247 件，經過初審委員盧郁

佳、郝妮爾、蕭鈞毅評選，共計 17 篇進入複選。並綜合甘耀明、鍾文音、劉梓

潔三位複決審委員意見，共計 9 篇進入最後決審，如表列。 

兩票 
〈剝〉（鍾文音、劉梓潔） 

〈到工地打工的哈勇〉（甘耀明、劉梓潔） 

一票 

〈小器〉（甘耀明） 

〈月球往事〉（鍾文音） 

〈龍鳳〉（甘耀明） 

〈幻海如繪〉（鍾文音） 

〈娃娃〉（劉梓潔） 

〈碎形〉（甘耀明） 

〈名字〉（鍾文音）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甘耀明（甘）：這次的評選過程像是一場非常奇特的閱讀之旅，收到的稿件來自

臺灣、香港、中國各地。從寫作的類型與題材來看，寫實、奇幻、原住民也

有。這次中國的稿件比例較高，他們的語言能力不錯，寫作像是卡爾維諾、卡

夫卡、波赫士的哲學思索、跳躍式的想像，閱讀時有蠻特別的感受；寫實的作

品相對較少，因為跟現實生活比較接近，在閱讀感受上會覺得比較親近。雖然

感覺這次進到決審的作品素質，整體而言好像沒有往年來得好，但這次的閱讀

仍然是蠻奇特的一次體驗。 

 

劉梓潔（劉）：今年是第十三屆，陸陸續續看過幾年的文學獎作品，臺中文學獎

作為一個縣市文學獎，其實並未規定投稿者要設籍在臺中，但有趣的是好像慢

慢形成一種臺中的書寫，例如剛剛耀明講到比較寫實的那幾篇，地景、地貌好

像都能感受到是在臺中。幾年前，也藉由臺中文學獎的評選，發現到像是林楷

倫這樣子有潛力的作者，他的書寫主要跟漁港和臺中是有關。 

畢竟已經進入複決選，幾乎十七篇作品都已經具有一定的水準，寫作者可以掌

握他們想要書寫的東西，但也正因為太可以掌握了，而使得有些痕跡很明顯。



例如中國的來稿往往會抓一個隱喻來寫，但有時候會顯得較生硬突兀；相較之

下，寫實的作品反而會令人覺得比較自然、真誠、可愛。整體而言，在這次的

評選過程裡，可以清楚感受到有兩批不同的作品。 

 

鍾文音（鍾）：接續剛剛兩位評審的討論，這些中國的作品令我想起陳春成的

《夜晚的潛水艇》，這部作品就像是他們閱讀的範例，幾乎可以在作品中看見它

的影響。它帶有科幻與未來性還有語言性，波赫士的知識譜系和卡爾維諾的想

像跳躍性，形成語言的張力。假如這些作品都是被單篇閱讀會覺得很精彩，但

被放在文學獎的競爭場域一起閱讀時，容易產生審美疲勞。當某一個類型的作

品都具有一定的技巧與審美高度時，我會想要從中找出比較具有吸引力的作

品。至於關於寫實的作品，我比較在意的是它們彷彿有一種對族群想像的正確

框架、一定要陷入某種固定套式的困境。這次的科幻小說，比較偏向軟科幻，

接近感情敘事、未來族群的滅絕。過去評小說遇到的艱難，大多是因為小說過

於戲劇性而失真，但這次反而比較多是在語詞上走鋼索而少了情節的推動。 

 

一票作品討論 

〈小器〉 

甘：〈小器〉剛好處在縫隙之間，它有寫實，寫實裡面也存在著一個特殊的味

道。這篇的節奏非常鬆軟和舒緩，基本上已經可以從散文的角度來看這一篇。

它的力道和語言都拿捏得還不錯，除了敘事被拉得有點長之外，對我來說是一

篇比較完整的小說。 

 

劉：一開始在閱讀時有被文字的氣味所吸引，但我一直在找題目的「器」跟女

主角之間的關聯性，顯得有些斷裂。當中拿捏得有趣的點是，它沒有把性別說

破。我把這篇跟〈剝〉做比較，這篇雖然跟古物研究沒有扣連，但收尾是好

的。 

 

鍾：這篇是眾作品中相對清純、好讀且聚焦的作品，但也因為這樣而覺得情節

有點停滯，有部分一直重複又回來，用太多去堆疊，裡面人物的性別和情感關

係不太清楚，不過這篇作為漫長青春的自我辯證很不錯。它對於身體、觸覺、

嗅覺有很多細膩的描摹，陶片得用觸摸的方式去觸摸紋理，氣味必須用嗅覺去

感受，種種抒情感與細緻性強烈。 

 

〈月球往事〉 

鍾：這篇若能處理成中長篇會更好。它的文字好，想像力也很驚人，藉由那麼

多種「人」的轉換，以月球來作為象徵、一種無法回返的異鄉。我看中這個作

者的文字，可惜敘述太跳躍、想表達的哲理很複雜，沒辦法藉由情節串連起

來，但我想鼓勵作者，我被它的文字的詩性與想像力的高飛而著迷，所以圈選



這篇作品。 

 

劉：我在閱讀時沒有把它當成小說來讀，比較像是散文長詩或是繪本的描述文

字。每一個描述畫面都很具象，但就只是在描述一個生態和狀態，然後慢慢展

開來畫面，感覺比較適合作為繪本或是動畫，不過它的文字的確是很美的。它

讓我想到《愛因斯坦的夢》這本書。 

 

甘：它的想像很多也都很龐大，但必須思考該如何跟讀者接上頻率？或者能以

哪一部分的現實去作為依據？不然容易讓讀者覺得閱讀困難和疲憊。 

 

〈龍鳳〉 

甘：這篇應該是來自中國的寫實作品，寫出人從鄉村到都市，性格的扭曲和變

化。而且結尾做得高妙，淡淡的，有餘韻。 

 

劉：我可以附議。閱讀這篇小說的開頭時，像是在看年輕的余華或是賈樟柯的

電影。作者寫出小鎮的底層青年生活的粗礪感和艱難，還帶有勵志性。龍和鳳

是希望的象徵，可是最後還是很絕望、沒有尊嚴的。可惜這篇字體簡轉繁的問

題和錯字嚴重，而且標點符號也誤用。 

 

鍾：這篇是很典型的中國式的城鄉變遷小說，把時間軸拉得很長，寫「好多

年、好多年過去」，一語就轉換時間了。這篇的題材是好看的，但節奏一直急著

說故事，有種典型化的難以逃脫的困局，變成故事的套路，感覺是長篇小說的

壓縮，不過確實結尾寫得最好，以紅色塑膠袋象徵龍鳳。 

 

〈幻海如繪〉 

鍾：這篇描寫家庭婦女要逃離的部分有打動我，還有「我」失去聽覺的部分也

寫得不錯。只是抽象性還是稍嫌太高，確實如幻海般。 

 

甘：這篇的結構和完整性我覺得優於〈娃娃〉和〈月球往事〉。媽媽知覺失調的

想像跟燈塔的結合，充滿著一種自圓其說的美感和說服力。不過妹妹耳聾的狀

態不太能說服我，假如是到十二歲才失聰，那時候的語言能力應該已經具備

了、可以講說比較複雜的語言，所以應該很難這樣偽裝。 

 

劉：這篇文章從媽媽用打手語的方式溝通、進入水族箱之後的書寫，開始進入

幻覺或奇幻，這部分我閱讀起來還是稍嫌生硬和幼小化。 

 

〈娃娃〉 

劉：這篇的命題清楚單純。一個很孤獨的醫院急診室的急救員「小子」，用填充



娃娃來排解自己的寂寞。但可惜的是，它藉著娃娃的獨白，一口氣、一次全盤

講出小子所有的過去，剪裁上較有缺失。 

 

甘：這個娃娃是真的還是假的？以及跟胖子朋友扭打、搶娃娃的情節，是我覺

得比較混亂、難突破的地方。若跟〈幻海如繪〉相比較，我覺得〈幻海如繪〉

比較清晰。 

 

鍾：我喜歡作品中寫急救的部分，視角好迷人，娃娃的自我對話也不錯。可惜

可能是人物設定的問題，形成了情節施展不開的模糊性。這篇小說太服膺於第

一段的娃娃設定，導致情緒通篇被綁定、形成寫作者自我陷入寫作已然設定的

元素困局。 

 

〈碎形〉 

甘：這篇作品它是一個循環結構，先分兩條線來寫，沒想到最後兩條線是重疊

的，很有意思。文字行雲流水，是篇蠻完整的科幻作品。 

 

劉：它的世界觀的設定會讓我有點疑惑。假如到 2040 年，作家這個職業就消

失、被 AI 取代，一個高中老師應該不會不知道使用 AI。文中設定的露西比較像

是我們現在還比較不會用 AI 的人，但如果設定是未來的人，他跟 AI 之間應該

不會這麼不熟。中間拋出的議題，後來潰散掉了，沒有收在一起。 

 

鍾：我不太清楚它裡面的章節符號運用，符號是否具備什麼意義？內容也有些

碎裂，文中描寫的情況確實比較像是當代版的露西而非是未來版的露西，且露

西這個名詞已被電影所用，不妨可以用別的代稱。 

 

〈名字〉 

鍾：這篇有一種迷人的氛圍。有些段落像是童偉格早期小說的樣子──在某個

空間裡的寂寞心境是無人可解的，必須放逐到一個地方才能回歸自我。但讀起

來會覺得有些缺空，可能因為廁所已經躲了多次，當這個意象無法再被使用

時，情節就會變得單薄起來。有時候描寫的心理過程太多，情節就容易變得抽

象，其實可以再更落實一點，將現實與心境統合起來。 

 

劉：洋芋片的意象很好，病房的氛圍也有寫出來，它具備了啟蒙小說、成長小

說的雛形。可惜若有似無的事件和情節略顯模糊，變得空有氣氛和心理的描

述，建議可以寫得更明顯或再整合。。 

 

甘：我給它的評語是「少年版的異鄉人」。這篇後面的書寫可惜已經招式用盡

了。 



 

兩票作品討論 

〈剝〉 

劉：這篇在寫實的作品之中，顯得駕輕就熟，它會讓我想起張經宏，把臺中的

場景和生態描摹得細緻。可惜收尾有些問題，會令人搞不清楚。 

 

鍾：按摩的細節寫得不錯，寫出身體在陌生之地的自我陌生化，描寫在養生館

裡被陌生者接觸的細節很好，是一篇好讀的作品。除了收尾的部分有點可惜，

剝柚子和剝身體這樣的想像意象有點簡單，柚子的象徵也稍嫌多了，而且柚子

其實不容易被放到壞掉，這個象徵元素是成敗關鍵。 

 

甘：柚子的意象偏濃密、刻意了。將柚子當肉體剝弄、最後爛掉，但其實柚子

辭水的時間長、不容易爛掉。對話沒有力量、過於簡單。這篇雖是走高度寫實

的作品，但當中有些細節難以說服我、會令讀者卡住。 

 

〈到工地打工的哈勇〉 

甘：這篇在處理山區來的原住民到都市的工地工作，他的適應和轉變，呈現出

都市原住民的文化和工地的文化，可以看出作者有做田調，寫實性高。當中也

比較幽默的方式，呈現我們對原住民既定的印象，可惜後面三弟開始喝酒的部

分沒有處理得這麼好，但至少前面的風格與敘述是有做出來的。 

 

劉：我也很喜歡它的開頭。不會像以前的原住民題材書寫特意去強調悲苦，而

是讓人看到工地的生態，用細節、物件、人際關係形塑出立體的樣態。可惜後

面拖得太長了。 

 

鍾：這一篇作品對原住民的印象帶著勞動者的悲情感，人物族群的關懷稍微刻

意，應該可以有更自我化的視角切入，寫出更深入的情韻。但題材很好，只是

這類題材當代應該是移工比較多。 

 

第一輪投票 

經逐篇討論，三位評審決議，就全部九篇作品進行計分投票，最高 6 分，最低 

0 分。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甘耀明 鍾文音 劉梓潔 總計 排序 

小器 2 2 2 6 6 

月球往事 0 4 1 5 7 

剝 0 3 4 7 5 

龍鳳 5 0 6 11 1 



幻海如繪 4 5 0 9 3 

娃娃 0 1 3 4 8 

到工地打工的哈勇 6 0 5 11 1 

碎形 1 0 0 1 9 

名字 3 6 0 9 3 

 

決審投票 

三位評審決議，放棄〈月球往事〉、〈娃娃〉、〈碎形〉三篇作品，並就其餘六篇

作品再進行計分投票，最高 6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甘耀明 鍾文音 劉梓潔 總計 名次 

小器 2 3 3 8 佳作 

剝 1 4 4 9 佳作 

龍鳳 5 2 5 12 第二名 

幻海如繪 4 5 1 10 佳作 

到工地打工的哈勇 6 1 6 13 第二名 

名字 3 6 2 11 第三名 

 

經評審綜合討論，因本屆作品的綜合表現水準相對於往年遜色，進入決審的每

篇作品也略有瑕疵，且佳作與第一名的得分差距只有三分的緣故，所以主席宣

布，本屆小說類第一名從缺，第二名為〈到工地打工的哈勇〉、〈龍鳳〉並列，

第三名為〈名字〉，佳作為〈幻海如繪〉、〈剝〉、〈小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