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詩類決審會議記錄 

時間：2006 年 10 月 26 日（日）下午 4 點 30 分 

地點：國家台灣文學館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吳麗珠代館長 

主席：李敏勇先生 

評審委員：王志誠（路寒袖）先生、李敏勇先生、李元貞女士、林淇瀁先生（向

陽）、陳贗文（陳黎）先生（以下以詩人筆名為主，敬稱略） 

記錄：林佩蓉助理研究員 

攝影：林民昌助理研究員 

 

館長：今天非常謝謝各位委員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2006 台灣文學獎」新詩類

決審會議。今年共收到 341 件作品，複審經過詹朝立（詹澈）、顏艾琳、

嚴振興（岩上）、羅任玲五位委員評選後選出 30 件進入決審。今天要請各

位委員選出前三名，獎項可從缺，由委員決議執行之。 

【路寒袖、李元貞、向陽、陳黎，公推李敏勇擔任主席】 

李敏勇：總共選三名，程序上徵求大家的意見，主辦單位原提議由大家推薦十首，

路寒袖認為推薦四首比較適當，也有建議先各推薦 3 首。我們決定第一次

投票，每個人就推薦三首，用編號來註明。 

【第一次投票結果】 

二票的三篇：〈之外〉、〈有信仰的人〉、〈創世祭〉 

一票的九篇：〈這世代…〉、〈載蔣渭水經北宜高〉、〈我們來跳舞〉、〈未命名〉、 

〈樹的重量─敬致吳濁流〉、〈貝魯特的橄欖枝〉、〈認識杜博士的三次

經驗〉、〈如寄─獻給社會各角落勤奮工作的人們〉、〈遇上浮華世界

的冷〉。 

李敏勇：票數相當分散，我們先進行逐篇討論，再進行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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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黎：這幾年看文學獎的比賽，有些篇章是重覆參加比賽，或是以政治正確的觀

點，寫歷史、本土等等東西。這些東西不是不能寫，我自己也寫很多，但

我發現很多人為了參加比賽而設計這樣的題材，反而讓我們在這幾年都沒

有辦法得到讀詩的快樂，詩本身的快樂。我的想法是，可不可以不要因為

題材的設計，大家都「不上不下」的投了它，累積起來折衷得到比較前面

的名次，反而使得某些比較清新、有創意的作品受到忽視。這是我自己對

這次評審的看法。 

李元貞：我自己的看法是寫作本來就沒有題材的問題，就是說所有的題材都是可

以寫的，也沒有政治正確或是政治不正確。我考慮的不是它的題材，因為

所有的題材都可以寫，但在題材之外，更需注重藝術性，一首詩的藝術性，

它的整體結構和節奏，語言的節奏，是不是在整體上是完整的，當然所謂

的完整並不一定是起承轉合這樣的制式，而是在各種題材裡面，它創造了

一個完成的節奏。第二是，不論怎樣，文學是個古老的東西，它的古老就

是要掌握意象，所以一首詩的好壞，除了它的理念說服我以外，還要看它

有沒有把理念變成意象，這是我評一首詩好壞與否的要求。總之，歡迎各

樣的題材，重要的是在這題材裡面有沒有一個整體的結構與節奏的表現，

以及有沒有創造出說服我的意象。 

向陽：我基本上的意見是要具有三個標準，一個是結構完整與否；第二個是詩的

思想有沒有創意，包括表現方式；第三個就是內容，基本上要是合理的，

詩的部份可作必要的想像，但不能超出常情之外。 

路寒袖：大家評審的標準應該相距不遠，最重要還是一開始在它的形式、意象、

文字，一直在擔任評審，覺得最嚴重的還在於結構的問題，常可以看到 

「有句無篇」，這樣的情形非常多，特別是在年輕詩人裡面，更加的明顯，

既然是在結構上有失衡的現象或是零散的，或者是無稽的情況，往往這樣

的作品不會照顧到更重要的一個詩之意念性、詩的節奏感，所以我們要看

到比較好的作品，能顧慮、兼顧到結構，事實上是比較少的。至於題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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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想可以呼應一下剛剛陳黎或是李元貞，因為從這入圍的作品來

看，很多作品看來是很被刻意的挑出來寫，這裡我同意李老師的題材刻意

是無妨的，譬如說蔣渭水的就有 2 篇，另外有吳濁流、鍾理和，這很明顯

的在走一個政治正確的路線，但是如果這樣的作品寫得好，我想我們是非

常歡迎的。看到這作品可能都有一個通病，只看到它用一個詩的形式在複

製這個人的過去，在複製一段歷史，沒有看到它能夠做到剛剛向陽在講

的，有自己的思想，詩人對這個事件、人物，書寫的對象，要有自己的觀

點，而這是比較欠缺的，這是我對這一次入圍的作品整體的看法。 

李敏勇：我選詩第一個是形式條件，它是不是成立？詩這樣的文體、文類能否成

立？牽涉到語言的使用，除此之外，還會有一些視覺條件或是聽覺的條

件。其次是對意義的質量加以考量，在形式的條件成立後，選擇重要性與

否的評比時，要相對的它的意義及質量，比如說其所探討的課題，具有什

麼樣的感情或思想上的重量。台灣文學獎的比賽，有兩個問題，第一個就

是迎合主辦單位或想像評審比較重視的主題，一些主題常被關注，有些是

根據原來的知識，再用詩的行距進行轉換，描述，所有內容都是對這事件

原本的認識；第二個是比賽都會規定行數，所以會盡量在行數上達到要

求，而這樣就變成在意義上不一定會厚實，行數發展得很長，譬如說建築

物的空間不大，真正的使用不多，可是卻在建材、牆壁等地方累積到讓表

面的形式很大，但空間很少。 

李元貞：比賽其實可以考慮不要限制行數。 

李敏勇：行數限制是指不要超過幾行。規定的行數以內，也沒有一定要幾行，可

是有些就是達到規定行數的限度，表示盡責用力， 

路寒袖：限制行數是有道理的，像我評審中興大學的「中興湖文學獎」，它沒有

限制，沒有上限，所以我評過一首詩一千行。 

李元貞：那就一千行，看它寫什麼。 

路寒袖：因為萬一多數人都寫二十行，有些人寫一千行，難免會有人想著寫一千

 3



行的是不是給高一點的分數。 

李敏勇：我要強調的是假設辦法規定是五十行，每個人都寫接近五十行那才是問

題。  

〈之外〉 

李敏勇：它用原住民，自己之外的部份，去對應原住民文化上的課題，從原鄉、

都會一直對比，這一首跟〈這世代…〉、〈有信仰的人〉、〈未命名〉、〈貝

魯特的橄欖枝〉都是在我心目中是比較前面的類型，〈之外〉整個讀起

來會感受到這樣的主題、意象所呈顯出來的詩意，很有意味。 

李元貞：我也蠻喜歡這一篇，也給它很前面的分數，在這裡面有原住民自我認同，

還有原住民傳統文化，美夢被現實摧毀的傷痛，這樣的傷痛，它在情緒

和節奏感上都很綿長，而詩名可堪玩味，「之外」就是說它真的是活在

主流社會現實之外，原住民傳統文化之外，雙重性的現實，把在主流社

會討生活的原住民個人，在雙重的失落中，所承載的傷痛寫出來，而且

情緒非常的綿長，從頭到尾都寫得很流暢，而且也不濫情，所以我蠻喜

歡的。 

陳黎：這首詩我也蠻想提名它，我猜想書寫者也許不是原住民。「夢的腹部有車

胎的刮痕」，這很好，可是「遠方被逐漸偏離的我」是什麼意思？「溯

著語系契合的方向而去／沿途是鄉愁的補遺」這就是覺得怪的詩句。除

此之外有些地方蠻清淡的，我本想支持它的。 

李元貞：「鄉愁的補遺」這句的意思…. …。 

李敏勇：這是個廻返。 

李元貞：我同意。 

陳黎：但基本上還是比較陳濫的字句。 

李敏勇：這是鄒族的語意，他回去時意表著一種文化回歸。 

陳黎：那麼「語系契合」要怎樣契合呢？太概念化了。 

向陽：這句字較沒有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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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元貞：但這首詩讓我有觸動，譬如說「夢的腹部」「車胎的刮痕」，還有「刎首

的魂」。 

李敏勇：這是具有記憶的意涵。 

路寒袖：詩是有主觀的，到最後還是要回到理性的討論。 

李敏勇：就好像是建築物，過份去注重支節的問題。 

陳黎：一開始已說明不是不支持它，但它畢竟不夠清新，我另有覺得更清新之作。 

路寒袖：這一首是我的四、五名，當然它有剛剛兩位李老師所講的優點，我可以

更延伸李元貞老師講的，所謂的「之外」意義，部落代表社會之外，並

且是被邊緣化的，這個人又不在部落裡面，他在城市討生活，住的房子

不到五坪，而理想也在整個現實之外，所以要講「之外」起碼有三層，

即便如此我後來還是沒選，它整個要回到部落參與祭典的過程，然後在

中途還耽擱了，他對部落對祭典的情感到底有多深，以我來看，應該是

在中間那部份，而感受比較虛矯的如「修善會所」「擺設法器」等句子，

所以我後來沒選。這首當然是很好，但是還有更好的。 

向陽：他把這些寫得太華麗了。 

李敏勇：裡面的他是在之外，鄒族則是之內。 

〈這世代…〉 

向陽：我覺得如果剛剛那個是「之外」，這個是「之後」。 

李敏勇：這首詩不錯，它用兩個殖民的父子去對比，從語言到各種情境上的對比。 

李元貞：我只是覺得最後，「還有比三 G 手機更大的容量／下載／彼此未知的世

界」，照理來說這個「未知的世界」是一種含混，前面是說過去的殖民

等，又提到有些東西是傳統比較重要，以致於最後這個「未知的世界到」

到底是反殖民還是什麼？ 

李敏勇：後面這個跟殖民反殖民是比較沒有關係，它是指現在的通訊、情報氾濫。 

路寒袖：這一篇如果跟〈未命名〉對照閱讀，〈未命名〉起碼比它好。 

李敏勇：與〈未命名〉是有點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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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仰的人〉 

路寒袖：這篇其實是個泛未書寫的模式，它站在一個恐怖份子的角色，充滿了虔

誠、力量、主義思想三大元素，以往我們大概會從美國的觀點來看整個

事件，被整個世界認為是最大惡極的這些人，其實他們的內心世界，對

於自己的宗教、民族的堅持，這首雖是在寫恐佈主義，其實它裡面蠻神

聖的，最後是很重要的悲憫情懷。 

陳黎：怎麼知道是恐佈份子？這其實是很單一的。 

李元貞：我覺得這詩的思想刻版、單調。當然如果要說是寫有信仰的人真的是寫

得很好，可是對於有信仰的人是非常可怕的，應該要解構這種可怕，但

是沒有。恐怖份子是很複雜的，不是像他寫得這樣單純。 

李敏勇：這詩的音感是蠻好的。 

〈載蔣渭水經北宜高〉 

陳黎：這就如剛剛路寒袖說的，有些虛假。 

李元貞：這篇我不太欣賞，它是在使用那個隧道，卻用得不好。 

〈我們來跳舞〉 

陳黎：我覺得它蠻有趣的。它很自然，而不刻意：「跳舞吧，總統！跳舞吧，教

宗！」，「拉好你們長長的衣擺，抬高你們巨大的鞋跟跳兩步也好……」。

很多地方，無論是描述大人物或小人物，都頗有趣。 

李元貞：那倒數第三行，「既然沒有機會再恨一次就繞著華爾滋吧，」這在整篇

是什麼意思？ 

向陽：它不必有意思。 

李元貞：我覺得這首詩形式非常好，可是裡面沒有解構，只有一點點的地方是有

的，整個東西就是不懂。 

陳黎：「來跳舞吧傑出的姊姊…」，我覺得對於一個讀者來說，這裡面是很有趣味，

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參考。 

 

 6



李敏勇：散文詩的形式我覺得有沒有必要一直強調。現在有些散文詩讓你讀起來

不是詩。 

〈創世祭〉 

陳黎：這首詩我去年評過，後來它有改過，我也因此而眼睛為之一亮，覺得修 

改得不錯。這一篇以整個面貌來說是精準的。像後面兩段，非常不錯。 

李元貞：我覺得整體來說是不錯的。 

〈樹的重量─敬吳濁流〉。 

李元貞：這首詩雖然對吳濁流這個人物來說是沒有什麼創意，但有一個很好的地

方，它把我們所熟悉的吳濁流，串連得很好，在個人的感受上，提到吳

濁流的經歷，然後「窗外已是數日豪雨的土石流」、「乘著雨水下降的逗

點」串到「亞細亞孤兒」，那樣的串連、段落與段落間，串得非常好。

最後覺得很不錯的是把「黃藤」、「台灣連翹」這個意象，代表本土精神，

處理得很好，無花果的嘲諷也寫得很好，所以我覺得這一篇在串連吳濁

的一生，還有對台灣的感覺、精神意象，表現得還不錯。 

〈貝魯特的橄欖枝〉 

李敏勇：這篇我是與〈有信仰的人〉一起看，這是依靠著政治時事議題的，像蔣

渭水、吳濁流、鍾理和或是現在中東的事情，貝魯特、黎巴嫩、以色列，

這首詩和〈有信仰的人〉比起來是有點異國情調，在台灣比賽的題材中

呈現觀看外面的角度。 

向陽：雖沒有那麼好，但是已經不錯了。 

 

〈認識杜博士〉 

李元貞：我覺得杜聰明是台灣很有名的醫生，發明蛇毒及鴉片、驗尿等很有貢獻。

覺得蠻好的是它分三段，批評八點檔連續劇在演真實人物傳記時僅弄一

些言情的，這部份是在批評媒體；第二段就寫一直去看傳記，這是不錯

的，唯有文字才能講出杜聰明的作為；然後第三段發現杜聰明這麼重要

 7



的貢獻，在社會課本都沒有提，這是比較批判，只是這部份在現實中是

太弱的，總是偏向政治方面，帝王將相的觀念，使得課本對台灣以及台

灣的杜聰明之貢獻都沒有寫出來。詩的用意我覺得是不錯的，假如不是

真正去找尋杜聰明，也會隨著媒體的觀點，片面的認為杜聰明就是那樣。 

李敏勇：有些議題是不能用詩來處理的，如果要真正來處理這議題，用其他文體

有時較好。過份現實的實際功能的東西，詩有時是很無力，不太有現實

的效用。再來是本身的對象，已經形成某種共識、理解，再去處理這部

份，對於已經了解杜聰明人較沒有新的感動。 

李元貞：它是藉由電視劇去批評媒體，連續劇都變成愛情劇，還不如真正去找傳

記。整個反省台灣文化在教育中是被中華帝王制給牽制的，頗有思想，

批評媒體，也追尋杜聰明，也有記事詩，也有評論，也有所謂的論理。

詩節奏感是沒有那麼強，但文字結構還算完整。 

 

〈如寄─獻給社會各角落勤奮工作的人們〉 

陳黎：我覺不錯，副標題比較差一點，刻意些。這篇是我看過缺點最少，頗自然，

有創意且感人的。雖然後面「平信」變成「明信片」有些怪，但基本上

簡潔坦誠。詩的結尾出乎意料，「她們會收到一個丈夫吧一個父親」，令

人動容。 

李元貞：這些我同意，就是副標題可惜了。 

陳黎：很生動，失業的那種緊張，從後面來呼應。「如寄」的標題也下得很好。 

〈遇上浮華世界的冷〉 

路寒袖：這是在大魚大肉外的輕瑩，很簡單的寫一個讀詩的情懷，流暢，將有一

點陰冷的語言和意象的情懷表現出來。 

【第二次投票結果】 

李敏勇：現在得分的情況如下：最高分是〈有信仰的人〉14 分（向陽 5 分、路

寒袖 5 分，李敏勇 4 分），第二是〈創世祭〉13 分（陳黎 4 分、李元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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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路寒袖 4 分、李敏勇 2 分），第三個是〈如寄〉12 分（陳黎 5 分、

李元貞 5 分、路寒袖 2 分）。〈之外〉10 分（陳黎 2 分、李元貞 2 分、

路寒袖 1 分、李敏勇 5 分）。〈這世代〉2 分（向陽 2 分），〈我們來跳舞〉

3 分（陳黎 3 分）。 

李敏勇：有沒有需要再討論的？ 

李元貞：先請問〈有信仰的人〉的反諷是哪裡？ 

路寒袖：在投票前我先回答元貞老師的提問：到底有沒有反恐，這當然是在詩意

中，大家的解讀並不一樣，而我與向陽都有讀到，這樣的一首詩整個讀

下來，我讀到他在寫恐怖主義的內心，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很飽滿的意

象，我們長久以來站在美國的觀點在看這事件，這首詩是有很強烈回應

暗示，再來譬如說第一頁的最後一句說，「無所謂恐佈不恐佈，我有熱

血流盪」， 以及「拉上面罩我有一顆清潔的心」，「拉上」是要去執行恐

怖的工作，我覺得這裡有這意思。 

向陽：還有像「鷹隼盤旋在大河沿岸」也是。 

陳黎：還是寫得很好。我們必需討論前三名是否適當。 

李敏勇：我們舉手投票表決。 

【五位委員舉手投票是否通過記分結果】 

李敏勇：三比二，我們就通過原來投票結果。2006 台灣文學獎新詩類首獎是〈有

信仰的人〉；推薦獎是〈創世祭〉；佳作是〈如寄─獻給社會各角落勤奮

工作的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