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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北市文學獎 

決審會議記錄 

J.新住民文學－散文組 

■ 時間：2019 年 9 月 21 日 10：00 

■ 地點：新北市政府 6 樓大禮堂 

■ 評審：劉克襄、顧玉玲、鍾永豐 

■ 紀錄：朱玲 

 

第九屆新北市文學獎新住民文學－散文中文組共收到六十件來稿，經由初審

選出十八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為劉克襄、顧玉玲、鍾永豐，並推選劉克襄為小

組主席。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整體觀感。 

 

■ 整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顧玉玲： 

    我們這一場應該是最難選的，文學獎都跟文字有一定的關聯，但是這裡有中

國籍的配偶，也有東南亞籍的，所以在文字的書寫上，會有一些不同的落差。 

會特別吸引我的，除了文字之外，還有兩個部分，第一，某種程度呈現了處境帶

來的反思，甚至是對現實的批判。第二，不完全講新移民或新住民的處境，而是

在書寫結構上文學性特別強的，我會列入考慮。 

 

鍾永豐： 

    因為是新住民的文類，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還是要能反映新住民的生活、社

會、心理的現實，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他文學的表現形式跟內容。 

這次新住民的書寫，有一點非常可喜，就是有好多文章，不是鎖在自己的哀怨情

緒裡，而是用一個更公眾的眼光來看新住民。甚至有一些新住民，像是把自己當

作一個記者去訪問周遭讓他感動的新住民生活，或是跟公共利益有關係的議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住民已經跳脫出原本那種非常邊緣的、哀怨的自我，可以更

客觀的來看新住民的議題，這是這次的徵文裡，我覺得相當可喜的現象。 

 

劉克襄： 

    我沒有整體綜觀的意見，而是針對各篇所呈現的內涵去看，因為每篇作品背

後有它的複雜性及遙遠的文化背景所帶出的撞擊力量。 

我比較重視的是這些文章所帶出的深層東西，或是經過的生活洗滌所產生的異文

化的共鳴。讀這些作品，其實自己也在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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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篇討論初審入選原因： 

 

J22：《鴨仔蛋中的幸福》  

    劉克襄：我幾乎要給這一篇第一名，本篇就是一個文學的象徵。文學獎需要

的就是要這種內化後所產生出來的反省。 

    鍾永豐：我也是支持鴨仔蛋中的幸福第一名。因為對一個新移民而言，食物

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跟切入點。他從這裡切入可以寫出象徵，可以寫出一種食物

在兩地不一樣的滋味，而且它的形式實在非常好。 

    顧玉玲：我覺得這篇所呈現的結構與象徵比較飽滿，但它不是我的第一名。 

 

J11：《一則關於海的夢魘》  

    顧玉玲：這篇只有我選。它跟新住民較不相關，就是一個創作。我決定選它

的緣故是覺得新住民文學獎就有點像移民工文學獎，終究到最後這些人不會只寫

自己，它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創作，很謝謝有這樣的人才。 

    劉克襄：我覺得這樣的文章跟其他文章放在一起，有點像是一百公尺跟跑一

公里是不能比的。應該有一種特別獎，讓這樣的作品被看到。目前不給他票數。 

    鍾永豐：我是客家人，我寫東西，不希望人家總是用客家來看我，但目前必

須回到這個獎類的宗旨，應該還是要能夠去書寫新住民的現實，這是我沒有把它

收進來的原因。 

 

J17：《靜坐默想》  

    劉克襄：這篇的文字不是很好。作者在這裡工作十二年，他談的是海，海是

完全一樣的，但他沒有很深刻談文化差異，只是讓我有一種調皮的感動，但還不

致於到前四名。 

 

J19：《一張便條紙的力量》   

    顧玉玲：這篇有趣的地方是他把阿嬤、爸爸媽媽這幾個東西放進來，相較於

其他書寫新移民面對文化差異的困境，他比較是在書寫跟阿嬤這樣的一個來自緬

甸的老太太之間的關聯，他的切入點挺有意思。 

 

J22：《31.7 度的藍色西貢》   

    劉克襄：這一篇也是回憶鄉愁、回憶西貢，但這篇文筆是比較好的。有一些

從越南出來的觀點，又跟台灣做一個互相的對照，我們能多角度來看越南，我希

望它能進入前四名。 

    鐘永豐：我有認識一、兩個北越人，他們處境更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這能幫

助我們瞭解越南不是一個越南，而是很多的越南，所以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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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8：《背離母土》   

    顧玉玲：我覺得它有意思是在說她的母親。她試著去理解母親，跟其他的新

二代在說自己，比較不一樣。而且他用那個母胎就是形容回到他最原點，我看得

到下一代的理解跟想要貼近真實。是一篇相較其他作品，比較有一些細緻文學性

的描述，就這一點上，我是還蠻支持這一篇。 

    鍾永豐：我蠻喜歡這一篇的。第一個是文字很好，尤其寫記憶裡那種黏黏膩

膩的東西，第二個我更喜歡是人稱運用的方式。一下子前面是第三人稱，後面變

第二人稱，一下子又跳第三人稱，我覺得這種敘事方式，一下子遠一下子近，產

生很好的敘說節奏。 

     

J29：《我在這裡找到幸福》   

    劉克襄：這是非常典型的勵志作品，我們最不想看到的──剛開始很辛苦、

很痛苦，最後在這裡很幸福的落地生根。但這樣的文章應該是文學獎希望的典型

作品，所以我把它選出來。 

    顧玉玲：其實有兩、三篇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就是自己寫，中文沒有那麼好。

我也一直覺得，好像應該給一個鼓勵，而且他的敘事方式是很具體的。 

 

J35：《最好的貴人就是努力的自己》  

    鍾永豐：我之所以喜歡這篇，是他跳出來去選一個同樣為新住民打拼的人，

這個就社會連結意義是非常大的，有一點政治力量存在。 

 

J40：《婆婆您還認得我嗎》  

    顧玉玲：她發話的對象是她照顧的那個婆婆。這裡頭包括做一個新住民，理

所當然最後照顧婆婆就是應該她，但是她又想去工作，所以最後也請了一個外

傭。在這些敘事裡頭，非常的具體，而且真實。中間還真的很有趣，包括他們後

來又請了一個家傭是菲律賓人，但是她是一個越南媳婦，所以她如何透過軟體彼

此溝通等等。這一整篇平鋪直敘，沒有太多的延伸，但是真實人生卻讓你看到那

個現實的沙粒、崎嶇不平，對我而言是一個很豐富的文本。 

 

J41：《永春街的一枝花》  

    鍾永豐：他是去寫另外一個人，而這個人跟他有很多的連結，也是很古意的

一個社會形象，我覺得這個社會形象在新住民裡面其實很重要，他們會通過這些

個別的社會形象，形成一個好的社會連結，所以我把他選進來。 

 

J45：《走過重陽橋》  

    顧玉玲：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在表現形式上，有一個前後呼應，做為一

個比較成熟的寫者，怎麼去使用一個象徵來表達意念，這篇和第一篇都很成熟。

很有意思的是，他寫的這個人其實是個朋友，他用兩個人不同的處境、用一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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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橋來對比，又用一種非常平淡、不落俗套的方式來書寫，其實是很動人的。另

外，他寫來台灣，從失望開始寫，雖然兩人的處境都不見得這麼好，可是你沒有

在裡頭看到苦，感到的卻是溫暖、力量。 

    鍾永豐：我特別喜歡他用這個重陽橋。重陽就是很多生命的輪迴在這個橋的

意象裡面，加上一個這麼辛苦的移民要跳脫悲憤、辛苦、怨恨的情緒，跳出來寫

自己，把自己當做一個客觀化的東西來描寫，是一個很不容易的過程。 

    劉克襄：因為它只有一千四百字，若是四千字就更不得了。他是有能力寫的，

有許多細節可以述說。若是用重陽橋多串幾次就更豐富了。 

 

J52：《煙》  

    顧玉玲：我選擇這篇是因他跟其他新二代比較不一樣。他是從小在越南成

長，跟父親其實有距離，中間當然有一些俗套，什麼女兒是我的驕傲…，這個東

西串到後面，我覺得有點敗筆。但是我看到一個新二代怎麼樣長大，然後想辦法

去理解父親的心情。他是從一種不原諒，到後來好像有能力原諒父親，但不堅持。 

 

J53：《幸福，因為有您！》  

    劉克襄：題目不太好，分段點也不是很好。主要讓我感動的是他真的在漁人

碼頭賣很多東西，若是拍成電視劇一定是很感人勵志的故事。大概就是這樣，不

堅持。 

 

J54：《爸爸的辭塵》  

    劉克襄：我會選他很簡單，就這兩個字－辭塵。因為她是引用越南文學作家

對辭塵的形容、新聞。但也不會很堅持要把這篇放進來，主要是讓大家知道這種

越南式的對人往生的觀點。 

 

J56：《回想》  

    劉克襄：我喜歡的地方是他對書寫本身的形式跟展現的方式。他是手寫的，

而且是用新北市玩字時代的稿紙寫，實在很特別。 

    顧玉玲：他有一個很特別的書寫，他寫在這邊交的朋友們，而且其中有個朋

友特別令他欣賞，所以要寫這個喜歡的新住民。而且，還有一點文學的架構。我

覺得這是唯一一篇寫別人，而且寫我這個群體裡頭各種人的樣子，就這一點我是

很願意鼓勵他。 

 

J58：《蝴蝶夫人》  

    鍾永豐：這還是一篇勵志文章。我喜歡的地方是他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方式來

寫勵志文章，用了蝴蝶夫人的意象，僅此而已。 

     

J59：《貴妃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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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玉玲：他可能是我會保留的四篇之一。他寫一個來自四川、很有能耐的中

國大陸配偶，而且中間有很多劇情感的描述。對於這個母親的樣子很清晰。你一

再看到這個其實嫁得不太好，但想盡辦法活下來的這樣的一個母親形象。很少有

子女看母親，可以這麼具體世俗的進入生活裡頭，而不是充滿喟嘆、文藝腔。 

 

J60：《新老男人》  

    鍾永豐：通常漢人描寫父親的方式，最後還是會回到高大，或是不會褪色的

形象。這篇一開始就把父親當做是一個不太長進的男人來寫。慢慢的，裡面有一

些辨證。大部分新住民文學裡面寫母親的還是比較多，但這篇寫父親是比較不一

樣的寫法，所以我會支持這篇。 

 

■最終結果 

 

所有初審入選作品討論完畢，主席劉克襄建議直接選五篇，分別給五四三二

一分，最高五分，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鴨仔蛋中的幸福》14 分（劉克襄 5 分，顧玉玲 4 分，鍾永豐 5 分） 

《走過重陽橋》13 分（劉克襄 4 分，顧玉玲 5 分，鍾永豐 4 分） 

《31.7 度的藍色西貢》6 分（劉克襄 3 分，顧玉玲 2 分，鍾永豐 1 分） 

《背離母土》4 分（顧玉玲 1 分，鍾永豐 3 分） 

《最好的貴人就是努力的自己》3 分（劉克襄 1 分，鍾永豐 2 分） 

 

投票結果由《鴨仔蛋中的幸福》獲得首獎，《走過重陽橋》獲得優等，《31.7 度的

藍色西貢》及《背離母土》同列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