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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要 

2011午茶論詩 

─風球詩社&南華大學文學系  詩談會 

 

 

 

 

 

 

【主題】：「私房」秘技，暢敘幽情   
※議題交流  1.文學獎參賽經驗的「私房」秘技。 

2.文學獎評審經驗的「私房」建議。 

3.國藝會申請與文化局出版的「私房」秘方。 

4.詩集出版與推廣的「私房」秘徑。 

5.詩學與教學的「私房」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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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詩談會】  座談會記錄摘要 

 

楔子 

本系近期乃與【風球詩社】共同舉辦了 2

場詩會，邀請詩人名家，以及本系師長與

會；現場眾多熱血詩友，以及諸多大學校

園詩社前來共聚一堂，午茶論藝，交流私

房寫作與賞詩秘境。 

 

座談日期：中華民國 100 年 05 月 29 日 

座談時間：下午 02:00~05:00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文學系、風球詩社 

座談講師：詩人名家∕嚴忠政  廖亮羽 

愛詩學者∕張錫輝 南華大學文學系主任  陳旻志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侯作珍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地點】 波黑美亞咖啡食堂（師大店）    台北市泰順街 60 巷 11 號一樓   

紀錄：袁盟政  南華大學文學所 碩班生 

 

※座談內容： 

 

 

一. 賽事參與觀察的初章 

主持人【風球詩社】廖亮羽社長，以高昂的詩情，為首場的午茶詩會掀起議題的熱

度。嚴忠政老師首先以評審的角度與觀點，談授相關文學獎的實戰秘辛，也開啟了今日

午茶論詩的序章。 

嚴老師談及評審的難為與倫理，也知道這些容易對學生或參賽者造成影響。這一番

話，引起了在場不少詩友的回應：「不管投什麼，實驗性比較高作品好像比較好入圍。」

嚴老師作出回應，提到：「實驗性本身走的是一種感覺，很難徹底講這首詩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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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談會進行情景，與會詩人的對話 

有些評審會要求各自表述這首詩在講什麼，很難用一般的言語去詮釋他。再者，如果可

以講清楚在講什麼，就不用寫成詩了，來寫散文、小說就好了。他更提到：「文學不外

乎是說什麼、以及怎麼說的問題，有

一派會想知道你寫什麼，這樣就很吃

虧。我比較強調怎麼說，而且要有新

的東西，用什麼載體，形式很重要。」

老師更以「音樂沒有歌詞，聽到音樂

就能感動，我就注重作品的音樂性跟

語言，東西要看投哪哩，當然還要看

評審是誰。」 

隨即又有同學提到長詩的結構，

以及投稿的行數是否要寫到滿？忠政

老師回應表示：「有新思維的老師就會

認為，來參加比賽只是為了寫一首

詩。沒有很急功近利想得獎，就有緣份會讓他得獎。正常規定四十行只寫二十行，相對

與其他參賽者太輕薄短小，在一群洪水猛獸中就弱掉了。逼近規定行數，是因為避免碰

上技巧同樣厲害的情況，行數多者可以承載較多的東西，技巧也用得多，當然就能勝出。」

老師也勉勵各位持續寫作，一個關卡一個關卡去突破，語言與技巧也要兼顧，行數字數

往前推之後，內容還必須擴大，不然就沒有意義了。 

陳旻志老師也提問到：「自己有庫存的詩，要投文學獎，事實上行數、篇幅太小，

要如何整形才好？」嚴老師回應提到：「可以整形，因為創作對我來說是消耗品，今天

生明天就滅了，創造出新的東西才有意義。」 

聊到文學獎評審的話題，侯作珍老師則表示：「我覺得同學得不得獎，還是跟評審

的喜好有很大的關係，這個因素佔了有六七十以上，難怪有人會盡量想辦法打聽評審是

誰。基本上可以入圍，就代表就有一定的肯定。同學能入圍就應該很高興，表示自己的

語言技巧已經到了一定的水準。」 

張錫輝主任則表示：「文學獎評審的主觀

會決定這次的作品，辦文學獎時決定評審的差

異性，不會特別請同一類的評審，目的是為了

讓各種不同作品都可以出現。南華文學獎本身

在延請評審時，即有考慮到這個差異性，包括

南北或是風格才性，性別也會考慮到。我們實

在應該回歸想看看『為什麼』要寫作？一定是

先寫作，寫作後才參加文學獎。參賽只是寫作

過程的里程碑，回到一個純粹為了寫作而寫作的誠懇姿態，是我們在萃取文學一個很重

要的精神。」 

陳旻志老師則分享他個人擔任評審與參賽的角度，特別是提到「讓這些評審讓步，

接納新手法出現的策略」以及「如何拉回到寫作的初衷」的核心精神；特別是更談起學

生時代參賽的往事，引用當時評審瘂弦的話：「十年後還有幾個人繼續寫？」來作為結



 
 
 
 
 
 
 
 
 
 
 
 
 
 
 
 
 
 
 
 
 
 
 
 
 
 
 
 
 
 
 
 
 
 
 
 
 
 
 
 
 

 

文學前瞻第十一期 

 

 112 

風球詩社社長分享補助申請經驗 

最後，以讀詩作為句點 

束，引導在場詩友的反思與討論。 

 

 

二. 寫作計畫的申請補助與活用 

嚴忠政老師先談「國藝會」與「台北市文

化局」這兩處，可提供詩友申請文藝出版補助

的管道。提到申請類別的差異性，以及申請補

助時該注意的地方。更觸及到獲得補助不會因

為年紀有所差別，名氣大不一定會得到補助。

藉此鼓勵在場詩友，踴躍爭取補助詩集的出

版。 

廖亮羽社長也以過來人的心得鼓勵詩友，

可以踴躍申請補助，並提到「風球詩社是學生

詩社，長遠目標還是希望幫詩社同學出版詩集，雖然沒有經費可以直接回饋同學，但盡

量會補助、輔導同學去申請出版。以及申請通過後，利用詩社的資源來出版作品。」也

分享申請補助的「私房」過程與技巧，提到文建會有常態性補助，例如文學獎、文學營、

寫作班、讀詩會等活動補助，建議校園詩社，可由此申請補助，開拓觸角。 

陳旻志老師也進一步提問：「如何有計畫寫一本詩集？」 

廖亮羽社長針對此問題作出回應：「出版的話就不需要主題，但創作需要一個主題

與完整的企畫書，機會比較大。」最後將話題轉回申請補助管道，提供「新北市文化局」

的補助申請。 

 

 

三. 餘韻高揚 

 

午後的波黑美亞咖啡食堂，詩友匯聚，引詩高歌自是免不了。在場詩友多是詩歌能

人。在廖亮羽社長殷切的催促之下，淡江大

學微光詩社社長洪崇德勇於開場，朗讀自己

的作品〈闊葉林〉，獲得詩友們繼起頌詩的

氛圍，也在迴聲之中，作為首場「午茶論詩」

的美好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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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地非常典雅舒適 

【6 月詩談會】    座談會記錄摘要 

 

座談日期：中華民國 100 年 06 月 11 日 

座談時間：下午 02:00~05:00 

主辦單位：南華大學文學系、風球詩社 

座談講師：詩人名家∕渡也  紀小樣  謝予騰 

愛詩學者∕李正治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陳旻志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曾金承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地點】無為草堂人文茶館「菊種廳」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106 號 

紀錄：鍾明全  南華大學文學系學生  【退稿江湖】詩刊總編輯 

 

※座談內容： 

 

一. 詩興開啟‧文風起舞 

  主持人陳旻志老師首先介紹座談講師

群，以午茶詩會「私房」企劃的訴求，並且

介紹今年暑期即將舉辦的【2011 南華文學

營】活動。在繚繞著古色古香的無為草堂「菊

種廳」中，一面品嘗味甘潤喉的頂級烏龍

茶，也一面烘焙著「以詩作樂」的氛圍。 

渡也老師首先傳授參與文學獎的私房

秘技。二十幾年來擔任許多文學獎項的評

審，依照經驗來說，他認為首先要觀察各文

學獎項的「底細」，也就是說要摸清主辦單

位的類型，此外還有評審委員的胃口喜好，如同考試前要模擬作考古題一樣；因此，這

是參與實戰要做的功課，也是作戰計劃。當然，這是十分商業化的訴求，根據現代的社

會的型態來說，已然是創作者不可避免的情況。 

  渡也老師話題一出，同學反應熱烈，其中一位同學表示，自己的創作不是為了去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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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治老師分享經驗 

詩人渡也老師正專心看詩 

合別人的喜好，只是單純的去寫自己想要書寫的情緒，或是某種觀察，讓自己的作品呈

現出更加豐富的內容。 

  紀小樣老師則提到，最近`些創作群體，有計劃的訓練一批寫手去比賽，有的是為

大學評鑑增色，有的則是以功利主義為先的考量，此一現象他認為有必要進行反思，屆

此，小樣老師很清楚比賽「策略」的重要性。 

  紀老師說寫作如同呼吸，不呼吸會

死。他說自己並非依照某種目的或利益去

寫詩，雖然以往文壇曾賜封給他「獎金獵

人」的綽號，但是，他最終的目的仍在實

踐自己最純然的創作意識。在寫作的意識

上，我們要肯定自己的作品，如果我們都

不認同自己的作品或創意，那麼我們要如

何以此感動他人，並吸引他人注意？有時

候得不得獎，並非是寫的好不好的問題，

甚至於有些評審會故意玩弄寫作老手，因

此，小樣老師也曾反過來捉弄評審，藉

此嘲諷某些比賽制度的固執。他認為美

學是需要碰撞的，一如利用極度的「反差」，比方說竹子，一般認為竹為高潔的象徵，

但小樣老師將其做為貪汙的象徵，因為竹筒可以用來存錢，藉此來進行反差的諷刺。所

以，創作還是以忠實自己為基準，得不得獎有時是時運問題，不管如何，都要努力充實

自己，終有一天會獲得肯定。 

 

二. 思辨之旅‧風起雲湧 

  靜宜台文系的同學進一步發問，請

教各位老師創作時的靈感從何而來？謝

予騰老師認為一個念頭都可能是一個觸

發的機會，應該問看看自己想要表達的

是甚麼，自己所關心關懷的是甚麼？寫

作到後期，眼前一切事物都是題材，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 

  李正治老師表示生活經驗相當重

要，寫作過程除了自身的經驗去體悟以

外，還需要去參考他人的視野或是經驗

去延伸。比方說李賀，他的鍛字鍊句都

表現出異於常人的形塑，這就是對創造力的要求，而這份要求鄭取決於陌生。在想像的

創作上，我們需要開闊自我的視野與攝取他人經驗的能力，不能只是停留在傳統的意

圖，必要時需要直接進行否定，進而走入其背後意涵的延伸意識。正治老師也提到，比

方說渡也老師所寫的三寸金蓮一詩，其中說到一步一朵蓮花，至到一步一個問號，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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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進行中 

與會者專心聆聽與學習 

一步一朵淚花，暗示女人的命運與傳統的束縛悲苦。陌生是一個重點，筆法也是需要鍛

鍊。比賽常會見到相同類型的描寫，或相同題材的描述，這在比賽中將會是一個難以辨

識的問題，所以必須引出深度與層次來。 

  陳旻志老師也說道，透過他人經驗的吸收，更能豐富我們自身的創發力。因為一個

人的視野與親身經驗是受到時空的限制，然而，歷經閱讀之後的視野，將使世界呈現另

一種面貌，各種角度的考量都是一種靈感的觸發與思考。 

  紀小樣老師認為詩與時代，是相互

影響的存在，比方說顏艾琳寫女性方面

的創作，陳克華寫同性主題的創作，透

過生命情境的再重現，去找回自己，或

說審視自我生命的特質與價值。文學有

技巧面與題材面，技巧面就是怎麼寫，

題材面就是寫什麼。靈感怎麼來，從生

活、從閱讀、從關懷、從人性、從觀察、

從想像都是可以投入的切入點。有時靈

感不是等待，而是由內而外的意象抒發

傳達。 

  曾金承老師說道，文學獎的追求，

是否與個人創作意識相衝突，是否我們過於強調得獎與否的主張，會削弱我們自身創作

的本質？變成我們的目的與想法都被某種潮流或規則帶著走，這是否已失去我們寫作的

初衷？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去審視自己所要的目標，以及性靈抒發的根源，或許這才是解

決創作困境之良方妙藥。 

 

三. 尾聲 

  大里高中的同學最後也提到刊物的編輯與發行

問題，首先由曾金承老師率先發言，表示要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首先要確認主題與主軸，接著就是去

執行。陳旻志老師提到，系刊與校刊是培養文藝創

作的舞台，透過專訪與文藝介紹，都將獲得更加寬

廣的視野。最後則由風球詩社的廖亮羽社長作出結

論，風球詩社自己也辦雜誌，所以明白刊物的編輯

與創發，實屬不易，是否具有「持續力」正是其中

的關鍵。 

兩場午茶詩會的深度對話，深信誠為所有愛詩

人彌足珍貴的印記，期待這一「私房」傳習的心得，將會延展為日後更為豐饒的意象地

平線，是為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