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大文學獎從民國68年開辦以來，其間

或斷或續，至民國74年由文學院學生

代表會與中國文學系學生代表會合辦第一屆

「臺大文學創作獎」，才續辦至今。今年適

逢臺大文學獎連續舉辦期滿20屆，主辦單位

臺大中文系除了循例發起徵稿及系列講座，

另與臺大圖書館合作舉辦「臺大文學獎得

獎作家座談會」以及「文學亮晶晶――臺大

文學獎20週年特展」，讓臺大師生都能感受

歡慶的熱鬧氛圍。座談會邀請五位曾獲本獎

項的作家――簡媜、蔡詩萍、黃錦樹、郝譽

翔、陳栢青返校，並由也曾是得獎人的中文

系教授洪淑苓擔任主持人，暢談各自的文學

緣份及臺大生活記憶。

文學、創作與臺大文學獎
「我對自己理解文字的能力一直相當有

自信，但當我翻開法學緒論的課本，裡頭每

個字我都認識，組合起來卻變成完全陌生的

異世界，這種自信頓時瓦解！」

郝譽翔的學生時代對從政懷有憧憬與

熱忱，選擇進入政治系就讀，卻在課程屢屢

受挫，偶然覷見中文系的課表後心生嚮往，

並幸運地成功轉至中文系，從此與文學結下

不解之緣。談起臺大文學獎，郝譽翔印象最

深刻的是，有一年文學獎仿效金馬獎頒獎形

6/7「臺大文學獎得獎作家座談會」眾星雲集。左起：主持人洪淑苓、與談人郝譽翔、蔡詩萍、簡媜、黃

錦樹、陳栢青。

臺大文學獎 20週年～
記「臺大文學獎得獎作家座談會」
文／許佩君

圖／臺大中國文學系

NTU Alumni Bimonthly No.11960



校園短波特別報導

式，要求所有入圍者參加頒獎典禮，並在舞

臺上宣讀得獎名單，未出席者則視同棄權。

郝譽翔打趣道：「當時的我在想，怎麼會有

這麼殘酷的頒獎方式，要你在眾目睽睽下落

榜！」 

「我在看臺大文學獎歷屆名單時，是有

些感嘆的。名單裡我和簡媜有一兩個好朋友

已經走了，有人再也不碰寫作，有人是真的

從人生的舞臺上畢業。」

回想起在臺大的日子，蔡詩萍覺得自己

並不快樂，比自己優秀的同儕、無法實現的

留學夢、難以跨越的挫折等，生命中一些答

案始終找不到，直到36、37歲之後，才發現

自己的人生可以快樂的在哪裡。「『花甲美

魔男』以後的我比較快樂，因為來日不多，

沒有時間不知道現在要做甚麼了！」蔡詩萍

認為寫作的意義在於記下一些東西，他鼓勵

同學持續寫作與紀錄，用文字或圖象都可

以，隔了十年、十五年再回頭看，某天就能

看見這些瑣事背後的軌跡，尋得專屬自己的

生命印記。

「我常常在想，文學獎

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其實沒有

作用，但對另外的一群人，

文學獎就像是一根火柴，點

燃青春的炸藥，當它一旦被

點燃，我們的人生就進入了

文學模式。」

原就讀哲學系的簡媜，入學後不久便

堅定轉系的決心，常常窩在總圖裡寫文章，

當時恰逢學生會首創臺大文學獎，她毫不猶

豫的投稿，並順利獲得散文組二獎（首獎從

缺），令她始料未及的是，這份榮耀竟成為

日後轉系的關鍵。簡媜想申請轉中文系，那

篇獲獎作品經許多貴人之手輾轉抵達中文系

葉慶炳主任的辦公桌，當時的中文系助教在

毫不認識這位學生的狀況下，成為了最關鍵

的推手，他建議：「這個哲學系學生既然對

寫作這麼有興趣，中文系應該特別鼓勵，讓

他進來看看。」說到此，簡媜站起，對著坐

在前排的李隆獻教授誠摯道謝。如雷的掌聲

中，當年的學生與助教相互鞠躬，成為本日

最難忘的畫面。

「大概七、八年前，臺大要編一本書

叫《我的文學夢》，跟我邀稿。我考慮了很

久，最終婉拒了，因為我大學時其實沒有文

學夢。」

與幾位學長姐不同，黃錦樹認為臺大文

學獎對他而言一點都不重要。身為馬來西亞

作家們對著抽到的試題莞爾一笑，簡媜指定與郝譽翔互換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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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的生活經驗迥異於臺

灣，且當時的臺灣對馬華題

材的作品接受度並不高，因

此他投稿多篇作品皆石沉

大海。後來他試著將作品內

的背景完全架空，終於在第

一屆臺大文學創作獎（民國

79-80年）的獲得小說組及散文組的獎項，但

這種青睞並無法鼓舞黃錦樹的創作熱忱，直

到獲得1995年的時報文學獎，屬於黃錦樹的

文學模式才真正爆發。黃錦樹的創作經驗，

可說反映了1980年代時「異鄉人」在臺灣的

寫作處境。

「我要謝謝臺文所毀掉我，也謝謝臺大

文學獎讓我重生。」

陳栢青就讀臺文所時，最喜愛到總圖借

一堆小說、散文，然後窩進臺文所過著不辨天

日的生活，那時他已開始寫作，將大量未發表

作品存於筆電，放在臺文所的研究室，竟在一

個夜晚遭竊。「我一生的大觀園、我一生的紅

樓夢、我全部的才華和心血都在那裏面！那一

刻我只想著『我去死好了！』」在人生最低潮

的時候，身邊的同學拉著他報名各式各樣奇妙

的活動，試圖幫助他打起精神，「波赫士抄寫

大賽」讓他作了一個夢，柯慶明教授化身波赫

士在夢境中給予他啟迪，讓他重新提筆並投稿

臺大文學獎，用獎金買了一台筆電，「重新把

自己再寫出來」。

臺大生活記憶五問
呼應即將到來的期末考季，主持人洪淑

苓轉身一變為主考官，為作家們安排久違的

「期末考」，五份申論試題從約會場所、翹

課場所、校內美食、年少輕狂的衝動到未了

的心願，一一喚起眾人的校園記憶，在卷中

勾勒屬於作家們的學生時代。

Q1.  臺大校園最適合約會的地點是哪裡？請

形容該地點的景觀特色，以及適合約會

的理由。

郝譽翔：是晚上的文學院，尤其是文學院

的中庭，與世隔絕，自成天地，可以坐在那小

小的世界中看著天空，然後……談戀愛。

Q2.  臺大校園最適合翹課的地點是哪裡？請

形容該地點的景觀特色，以及適合翹課

的理由。

蔡詩萍：我覺得還是文學院。我後來到

法學院去了，我還是常常回到文學院來聽一

些課，不是因為課好，也不是因為老師好，

是因為女生多。請形容該地點的景觀特色？

抱歉，就是美女。

Q3 臺大校內餐廳或福利社食物，哪個最特

中文系師長與座談會嘉賓共同慶祝同日開幕的「文學亮晶晶──臺大文

學獎20週年特展」。左起：陳栢青、梅家玲、李隆獻、簡媜、蔡詩萍、

黃錦樹、郝譽翔、洪淑苓、高嘉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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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請形容該食物的色香味，以及你和

此物的故事。

黃錦樹：我吃過最好的是女五舍，好像

是緬甸的太太煮的，第一次吃到像是用香蕉

煮的東西。另外一個是男十一舍，現在已經

拆掉蓋旅館了，那個白飯是無限量供應，壞

處是有一種霉味，後來才知道那種飯吃不

得，黃麴毒素超標！

Q4.  在臺大念書時，你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麼？

請細說當年，並說明現在回想的感覺。

陳栢青：當我還是學生時，最喜歡到圖

書館內打開手機的交友軟體，看看愛讀書的

Gay有多少。有一次手機收到了邀請約在圖書

館二樓見面，我不想褻瀆我的心目中的聖地，

就跟他約在四樓的905.7.28.6（索書號），傳

完訊息我立刻找到那本書，夾入我的手機號

碼，因為圖書館收不到訊號，我還跑出館外點

了一碗麵等手機響，但等了一整天都沒有消

息。這件事只是插曲，我很快就忘了，幾個月

後突然想起，我又跑去翻那本書，發現我的紙

條不見了，裡面插著另外一張紙條，上面也寫

著電話號碼。我們完全超越了科技，回到了一

個古老的年代用圖書傳情，但我錯過了！後來

我有懷疑是我夾錯書，因為那本書是黃錦樹老

師的《烏暗暝》，應該夾一本比較抒情浪漫的

書。（笑）

Q5.  從臺大畢業，你有沒有未了的心願或夢

想？請細說當年，並提供補救的方案。

簡媜：如果我的答案是「沒有」，是不

是就結束了？（全場大笑）不過我對前面四位

的題目有小小的興趣。最適合約會的地方是洞

洞館，現在已經被拆了，我曾經在那裏被警衛

趕過。最適合翹課的地點，對我來說是東南亞

戲院，校內的話則是總圖、傅園還有醉月湖，

我是個早起的人，喜歡在早晨帶著幾本詩集跑

步到醉月湖，在晨霧迷茫的時候大聲朗誦，那

種感覺非常好。對我們那一代的人來說，僑光

堂的傻瓜麵非常好吃，但現在僑光堂已拆掉變

鹿鳴堂，傻瓜麵也早已不在了。那時候每個校

園宿舍裡都有餐廳，我常常跑到女五宿舍，菜

色豐富多樣又好吃。實不相瞞，中文系在11點

至12點這時段的課我通常會翹掉，因為我要先

去女五吃飯。

文學創作的終點？
座談會尾聲，一位同學請教作家們創作

是否有遇到走火入魔的時候，以及該如何走

出？郝譽翔鼓勵同學盡量入魔，因為夢終究

會醒；蔡詩萍則認為寫長篇小說較有走火入

魔的可能，若是像他興趣較廣，心有旁騖，

寫作的壓力則較小；簡媜自言雖非寫長篇小

說，但也常用一、二年的時間以主題式規劃

寫作，確實有走火入魔的可能，但那種自我

構築再自我推翻的過程，是痛感亦是快感。

最終以眾作家共鳴簡媜的回應，為今日的座

談畫下圓滿的句點：「寫作是兼顧感性與理

性的心智華麗冒險，雖然走火但不至於入

魔，最終燒出亮晶晶的文學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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