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台灣文學獎創作類原住民漢語 

報導文學金典獎複審．決審會議記錄 

 
時  間：2010 年 10 月 1 日（五）下午 2 時 
地  點：台灣文學館 2 樓文資第 會議室 
主 持 人：張信吉組長 
主  席：古蒙仁委員 
評審委員：古蒙仁委員、浦忠成委員、董恕明委員 
列  席：陳慕真、鄭雅雯、楊順明 
紀  錄：廖雅君 
攝  影：吳奕圻 
 
推選主席 
主持人：今日是 2010 台灣文學獎創作類原住民漢語報導文學金典獎複審及決審

會議，謝謝各位評審委員前來，現在請承辦人員說明。 
承辦人楊順明：2010 台灣文學獎創作類原住民漢語報導文學金典獎複審、決審

會議召開，在承辦過程中，我們刊登訊息在雜誌及發布新聞稿，一共收到 篇作

品。經過本館鄭雅雯、林佩蓉、陳慕真三位同仁初審選出，其中第 篇〈排灣族

女子的文手藝術〉僅有五千字，不符徵獎簡章字數應二萬字之規定，故無法進入

複審。先請三位評審委員推選一位委員為本次複審決審會議主席。 
 
[ 委員們公推古蒙仁為主席 ] 
複審投票 
主席古蒙仁：建議各位評審委員針對本次 篇作品中各自挑選 2 篇作品，以得票

數進行決審會議討論得獎作品。 
[ 委員們一致通過主席投票提議，進行第一次投票。第一次投票結果，委員票數

統計：〈記一場大獵祭〉3 票、〈親親小奇萊〉2 票、〈瓦旦．四十光影〉1 票。 ] 
 
複審作品討論 
◎ 董恕明 
〈記一場大獵祭〉：作者文筆流暢，擅敘述、觀察，將卑南族「大巴六九」部落

大獵祭典，作一詳實之記錄，實有獨到之處！〈瓦旦．四十光影〉：作者在取材

上以「個人」成長經驗入手，報導一位原住民青年的生活、欲望、山林經驗，文

字表現多樣，有其獨特性。 
 
〈親親小奇萊──撒奇萊雅族正名記事〉：但作者文筆平易，充滿抒情性，編織



史事，形成史識舉重若輕。由家族中人而歷史神話、生活⋯⋯往來穿梭，將「正名」

議題的記錄與討論帶到一新的文化與審美經驗的深度與廣度。 
 
◎ 浦忠成 
〈記一場大獵祭〉：結構完整，文字流暢，通篇敘述大巴六九部落進行大獵祭之

過程，作者隨行以相機、雙眼捕捉族人狩獵紮營、對話與進行儀式過程，也提及

生態遭受破壞，部落狩獵文化日趨衰微的情況。文章本文深具可讀性，惜未能就

歷史文化、生態等議題延伸，提出足以打動人心的敘述與反思。 
 
〈親親小奇萊──撒奇萊雅族正名記事〉：作者以母親角色，用孩童的生命發層

作為主軸，歷述散奇萊雅正名過程，雖用柔軟、感性之文解呈現，卻見出母性力

量之深刻、強靭，再現歷史上曾經消失的民族終於再起的故事。文辭生動而委婉

的呈現，不見剛強磅礡之氣，卻有緜長不絕的餘味，讀之令人感動。 
 
◎ 古蒙仁 
〈記一場大獵祭〉：作者的文筆流暢，掌握大獵祭的歷史背景，現場進行實況，

巨細靡遺，讀來令人有可親歷其境之感。除了文筆流暢，資料豐富，作者不辭辛

勞，無分晝夜，隨著獵人的腳步，深入獵區每個角落，故寫來深入，使讀者充份

了解大獵祭的內涵。 
 
〈親親小奇萊──撒奇萊雅族正名記事〉：作者以委婉的筆觸，清新的文筆，深

入描寫撒奇萊雅族從消失、再現、正名的歷程，題旨龐大，深具文化歷史意義，

凸顯正名過程的艱辛與困難。 
 
主席：目前統計結果已出來，建議就票數得到 票的〈記一場大獵祭〉、2 票的〈親

親小奇萊〉進行決審討論。 
 
決審作品討論 
主席： 請評審就入圍決審之作品進行討論。 
 
〈記一場大獵祭〉 
浦忠成：這篇文章敘述完全沒有問題，文字寫作經驗老練，對部落非常熟悉。跟

隨部落的山區營區參加大獵祭。大獵祭是卑南族在每年的年底、年初，又叫年祭。

作者參加活動，即是族人，又是旁觀者的角色，帶著相機獵取不同的圖像，慎重

仔細記錄大獵祭的過程及精采的對話，結語也是一個醒思。不管是文字敘述順

序、架構與所提出的反省。對我而言是相當有水準的作品，是我個人看法。董恕

明：整體而言我也覺得這篇寫得較完整且平實，如同浦老師所講記錄卑南族的祭

典及整個儀式的過程。文字沒有問題，確實是個老練的寫手。就一個曾經參與祭



典現場的人而言，可能是我個人的偏見，這篇文章無法感動我，它就是一個平實

記錄的報導文章。可能這篇文章無法打動我，但不代表無法打動別人，作者文字

流暢，取材以大獵祭祭典，也很有意義，是一個很完整的記錄及報導，所以我也

將這篇文章選出來。 
 
古蒙仁：這屆參與作品雖然不多，但入選的這兩篇報導居然與最近媒體報導題材

不謀而合，能掌握目前外界關心議題很不容易，點出原住民觀點及外界社會看整

個原住民文化的問題。本篇作者不辭辛苦，到達所有活動的地點，並提早到現場

預做觀察，作品有其敏感度，也提到森林警察在其中的角色，我想政府也應該注

意管制或其他處理，也呼應了媒體報導的觀點。除了能事必躬親，每個活動都參

與之外，作者觀察也非常敏銳，幾乎是面面俱到的將活動忠實記錄下來。董老師

以一個卑南族人來說，對於卑南族文化當然主觀上會投入較深，可能是距離產生

美感，我倒是滿受他感動的。我想評論文章的好壞，第一就是文字的表達能力，

從文章中可看出作者應該長期從事文史工作，而攝影也有訓練。有這樣的人長期

在部落工作，是滿難得的。再來，文章的深度也夠，深入的探討狩獵祭文化，我 
覺得這篇文章，我個人滿喜歡的。 
 
〈親親小奇萊──撒奇萊雅族正名記事〉 
董恕明：如果和〈記一場大獵祭〉比較，這篇會感動我。本篇文章的文字及敘述

方式會打動我，雖然沒有寫得平整，可以感覺報導者的形象與處理的材料之間，

關係感覺比較活潑。相較〈記一場大獵祭〉的作者雖然寫得很細膩深入，看起來

這個觀察者很客觀，其實感覺這個報導人是很強勢的，會一直看到報導人很強烈

的形象，這就是我說他寫得很平實但很難感動我的原因。反而這篇作者會讓我看

到他談這個議題的用心，竭盡可能的從文獻、個人、到周圍親人的，整個組織架

構沒有像〈記一場大獵祭〉那麼工整，但他的心意可以感動我。 
 
浦忠成：兩篇文章比較起來，〈記一場大獵祭〉很慎重、正經八百在寫東西，很

男性。〈親親小奇萊〉以一個媽媽、女性的角度，偏偏撒奇萊雅就是一個母系的

社會，一個正名不擺在主要的題旨上，當作一個小標題，用一種柔軟、包含親情

且曲折的方式，記錄一個民族的正名運動，刻意寫出他們的民族文化的內涵要

素，寫出他們一百三十多年來的歷史故事也連結更早的傳說。〈記一場大獵祭〉

是刻意營造的，是看得出來的架構。但〈親親小奇萊〉的主軸是用兩個小男孩串

連起撒奇萊雅，最後用非常高明的方式，以爭取正名的撒奇萊雅的女孩作為收

尾。文學的架構不是看篇章排列的順序，而是看意涵如何在文章中編織出來，我

覺得文章的力量不是在他的氣勢磅礡、文字的強度。對我來講，看這兩篇文章，

我會投〈親親小奇萊〉，我會投這篇。 
 
古蒙仁：我想這篇是讓人意外的清晰，讀來沒有壓力，但呈現的結果是很龐大的



題材。我覺得報導文學要決定高下時，要探究這篇報導裡面是不是能夠提供很大

的文化空間讓大家瞭解、接觸，或者挖掘已經不存在的東西。一個文章的內涵及

背後所要達到的題旨來講，遠比〈記一場大獵祭〉強大多了，〈記一場大獵祭〉

其實很單純，就是狩獵文化，作者跟幾個獵人出去，實地忠實記錄而已。我相信

〈記一場大獵祭〉也有龐大的歷史背景及文化交流，但沒有碰觸到這部分，只是

一個第三者的角度，就像攝影機的方式記錄下來，文筆再好也僅次於這個階段，

並沒有碰觸到背後強大的深厚意義。而〈親親小奇萊〉這樣的題材最終的大概是

看到一個文化承繼的問題，就台灣原住民文化一個曾經斷層、消失的文化能夠經

由李來旺校長窮盡一輩子的力氣來重新挖掘且後繼有人，女兒、媳婦傾家族之力

終於達成，我想這個過程是非常辛苦的。剛好一個家族二個世代共同努力，帶動

一個族群重新受到重視、得到政府的重新恢復正名成功。但是他的語言文字敘述

又是非常溫柔的，我很喜歡他的文字，我覺得恐怕在檯面上寫報導文字的人看了

都會佩服，這個作品令人驚艷，會讓人覺得雖然不是名家，但有這樣的題材、文

化使命，且達到文化意義的話，若能出現這樣的作品，我想今年的台灣文學獎的

報導文學類應該是很大的收獲。我想跟歷屆的來比，如果可以挑這篇作品出來，

我覺得這個獎就成功了，所以我給他滿高的肯定。加上不久前中國時報的一篇報

導，我覺得可以呼應外面對於正名主題的重視。另外我再補充，這篇文章也可以

為這個文類帶來新的高峰，且帶動大家閱讀報導文學的興趣。我一開始就認為報

導文學，不必用特有的框架規範，不管用散文或是其他的方式呈現，委婉地將讀

者帶到問題的核心，而能感動作者就成功了。 
 
決審投票 
主席：請各位評審就這兩篇作品投票表決。 
〈記一場大獵祭〉0 票。 
〈親親小奇萊──撒奇萊雅族正名記事〉3 票。 
 
宣布結果 
主席：經過剛才幾番討論，由編號第 〈親親小奇萊──撒奇萊雅族正名記事〉

以 票得到原住民漢語報導文學金典獎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