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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創作常是孤單; 而一種意念, 長期在所處的環境裡沒有得到共鳴, 也是同樣的

感受。 

十多年來, 我看到邀請人來參加主日禮拜或佈道會, 不僅不容易且果效不大。  部份

原因是聽者透過基督教的用語, 好像有層隔閡無法感受。 相對的, 當我用音樂見証

會, 就容易邀請人, 動人心。  而社區裡的華人, 都是離鄉背景在外奮鬥的遊

子。 有時看到雖事業有成卻精神枯乾的同胞, 心中非常不忍。  患憂鬱、家庭有外

遇、離婚、年輕孩子自殺等, 時有耳聞。 當時便覺得如果成立一文藝機構, 透過音

樂、舞蹈、文學、家庭座談等, 和當地華人建立關係, 便可透過社區關懷, 以實際行

動讓人親身感受到我們的信仰。 

當我 7/27終於排除萬難, 坐在那間為了基督徒文字工作而預備的教室, 眼框不禁濕

了起來。 因為這十多年, 神也給我同樣的感動 -「用文藝來安慰鼓勵人心, 用文藝

來傳遞信仰」。 

開幕式中, 莫非老師提到, 基督徒在塑造文化的七個領域(信仰、家庭、教育、藝

術、媒體、政治、經濟), 需要多發聲。 就像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所說, 

“傳遞是一種參與, 沒有參與就沒有傳遞”。  除了佈道會、主日講道, 直接切入信

仰的「大聲疾呼」方式, 更可以「柔聲細語」, 藉由文學帶出感受, 去思考, 把教導

由平面化轉成立體。  她同時引用 Emily Dickson的話, “說出所有真相, 但委婉道

出。”    

在小說組課堂裡, 莫非老師也提到「故事神學」的產生。 意思是利用聖經裡的故

事, 來呈現信仰和福音的內涵。  特別神從一開始的創造, 就以「故事」向我們啟

示,  並且「故事」佔整本聖經的一半以上來看, 便可理解人類受故事的影響。  從

人們喜歡聽故事, 似乎也讓人揣測上帝將這樣的性向放在祂的創造裡。 可見信仰

上, 不只是傳達, 也是如何接收。  在西方文學, 已經有人用故事的方式表達; 但在

東方, 特別是華人界, 鳳毛麟角, 很需要這方面人才的培養和創作。   

綜觀這兩點, 使我想到保羅所講, “..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  無論如

何、總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

處。” (林前 9:22b-23)除了直接傳道佈道外, 若是那種方式可以幫助人認識上帝、

親近上帝; 為了福音的緣故, 都可以使用這些媒介。   

< 課堂內容及小說組同學 > 

創文同工, 刻意在前一天到校園佈置會場。 原本平實的教室, 左邊整片牆上, 掛著

很多海報,下方陳列著為不同課程推薦的書籍; 右邊桌上如文具店裡精心佈置的展示

台, 有精美手工製作的書籤及經句掛飾。  而五天四夜的學習裡, 除了課程, 還有音



樂敬拜和靈修。 都是我在信仰生活裡熟稔喜愛的。 多年來藉著這些媒介, 常常自己

被上帝得著或付出給人。  而創文同工的親切週到、 老師們的學養談吐, 以及小說

組課程同學的純直、風趣、體貼和豐富的思緒, 就像躺臥在加州的陽光下, 溫暖卻不

炙熱, 讓我感受到生命的復甦。   

小說組的課程內容豐富並活潑有趣。 莫非老師除了講解寫作的技巧, 並在課堂中引

述作家文句並介紹文學作品, 打開了我那塵封已久的文學意念, 因此學習到新知並開

展眼界。 同時在講解理論後, 以電影觀賞, 互相觀摩文章, 兩人一組改寫傳統故事

的作法, 幫助我們立刻實際演練。 我特別喜歡兩人一組的創作。 因在討論中, 享受

集思廣益, 互通有無的好處。 

同時我還參加了蘇文安牧師教導必修的「基督徒文字人的基本功」。 講義裡的資

料, 有 7頁 293本好書選介, 24頁的好文共賞及投稿指引。 此外, 還有操練基督徒

文字人的「七每運動」及「寫作十訣」。  可以幫助文字人檢視調整內裡的生命, 更

是入門者很好的指引。 

另外還有一個意外的課程, 是由台北宇宙光的編輯邵正宏弟兄教導的「散文寫

作」。 我特別受益於他在「水平思考」和「垂直思考」的訓練, 讓我呆滯已久的腦

袋因著聯想訓練又開始不停轉動。 同時, 他也以自己的例子告訴我們, 若每天一早

用一個物件 對著鏡子演講五分鐘, 可以擴展寫作的能力。  這種經驗之談, 讓我們

多了一個操練的方法。 

小說組的同學, 除了我以外, 真是人如其名。 坐在我右邊的是班長小(滋)恩。 她熱

情陽光,風趣機靈。 在她旁邊, 常被食物滋養。 左手邊的是讓我下巴差點掉下

來, 生了五個孩子的年輕媽媽, 雅瑜。 她溫婉嫻熟, 親手準備的愛心甜點, 滋養身

心。 再左側邊的, 是”班草”吉明。 他招呼呵護著我們五位女生的接送、飯食及賞

景。 甚至每次還會在我們飯前的洗手間前等我們一起用餐, 細心體貼。 右側邊則是

安靜卻感性不時流露的瓊瑜, 她能放下年幼的孩子, 非常好學。 再前方, 則是從小

沉浸於小說世界卻也很理性的會計師, 曉玫。  和這些少我十歲以上的年輕人朝夕相

處, 我就像被注入精神肉毒桿菌般。 思路的縐摺被撫平,刺激我想像力的再生。   

< 意外的驚喜和愉悅 > 

課程前報名後, 有天突然收到創文的電郵, 要求學員在上課前交一篇 5000字內的小

說, 心裡真覺有”誤上賊船”的惶恐。 因為本來就沒寫過小說, 而當時按計劃要在

上課前, 把系統神學繁重的功課完成。 這突如其來的作業, 把我整個計劃打

亂。  然而, 真像莫非老師說的, 開始動筆後, 5000個字都不夠。   

我的思緒不僅開始編織故事, 更大大享受在小說世界裡的創作和變化。 極像畫家的

畫筆或作曲家的音符, 在一個靈感的啟動下, 隨著意念佈局流動。 要有全面的架

構, 卻又要注意細節。 好像在束縛中, 卻又有極大發揮的空間。 這和我的個性非常

投合。 因此這被迫嚐試的 ‘初體驗’, 在過程中真是一片驚喜。 



課程結束後, 師丈杜弟兄帶我們去踏青。 同行的有號稱最年長的學生劉媽媽, 安慈

師母, 我同教會的好姐妹胡穎以及小說組班草吉明。 當胡潁姐妹在吉明陪伴下, 勇

敢的繼續行走較陡的山坡時, 我們其他四人坐在木條上等候, 欣賞著眼前的藍天碧

海。 大家竟在安慈師母的提議及文思中, 寫出了一首詩。 大家因為以文同樂, 雀悅

不已。     

< 個人的影響 > 

在我進入中年的後期, 不僅因為身體狀況需要休養, 也因原來生活裡的兩大重心: 教

會服事及養育孩子都到了一個段落, 使我再一次尋求上帝對我人生下一步的帶領。   

參加文字營, 成為我正式開展另一個觸角的開始。 因為在過去靈命成長和更新

中, 讓我對信仰以外的觀念或文學產生不了興趣。 而週間生活除了家庭孩子, 就是

教會聚會; 到了週末又忙於教會服事。  十多年後, 猛然發現生活圈裡很少有來往的

未信者。 就在我人生的現階段, 因著幾年前的小學同學會, 同學引介透過臉書

(FaceBook)成為聯絡的平台。 也因此超越地界時間的限制, 開擴了朋友圈。 同時也

發現, 十幾年來在信仰上專注的追求, 使得自己不自覺的在某些方面相當生疏和閉

澀。 而對著臉書裡一群未信者, 自然有傳福音的負擔時, 這樣的狀況就有缺失。 因

此, 我便以建立關係為開始, 在和同年代的人回憶過往的同時,也開始再去接觸過去

被我忽略的東西, 以了解大家的想法並建立共同話題。 

同時我也注意到, 在這樣的傳媒社團裡, 大部份的人是來放鬆或表達自己, 不喜歡常

談嚴肅的問題。  因此, 我便透過自己的家庭及生活價值觀, 來吸引別人對我們信仰

的興趣, 好適時的在別人尋問或需要幫助時, 帶出信仰。  這也使我想到莫非老師在

開幕式提到的, 要避免「文學暴力」。 也就是在一個不適當的時機, 逼著聽(觀)眾

接收我們所要傳達不相甘的內容。  這點可以理解。 如同有人老是在內文裡放佛經

的話, 我不僅覺得反感, 肯定自然跳過不看。 

果然, 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和培養, 我們一些臉書朋友會刻意安排見面。 當中有人

在從不知基督徒的家庭觀, 卻因為我簡單的分享而產生興趣; 也有進入老年初期的朋

友, 談到生死的問題, 讓我有機會分享天國等。 而在這樣真誠的交往中, 大家也從

臉書螢幕中走出來, 真正的見面認識, 打破一般人對網路世界虛幻關係的疑惑。 

因此, 我要儘量落實七每運動的項目。 在信仰的奠基下, 謹慎耐心的多讀其他的文

學作品、動筆寫散文、短篇小說並投稿。 讓自己再熟悉非基督徒的用語並希望增加

久不使用且生疏的文學詞彙等, 不因自己文筆粗淺、記憶退化而沮喪。 同時希望能

和雅瑜完成那篇很棒的小說; 並將腦海裡已有的一個構思, 用喻意嚐試寫一篇聖經真

理的故事。 我雖仍不確定這是否是上帝對我未來的帶領, 但是在我等候的階段, 這

是很好的裝備。 

另一方面, 大前年因身體的不適, 常在半夜發病, 以致不敢一個人睡覺的問題也在此

次營會突破。  創文同工事前的代禱, 同寢德儀和胡穎姐妹每晚睡前和我跪禱的守

望, 幫助我克服。而在晨更時被提醒的「喜樂揚聲」, 讓我再次勇敢面對爭戰。  所



有的種種, 都應驗了上帝在 6/16日, 一個多月前給我的意念 -「突圍」, 讓我再次

經歷神對我的帶領及醫治。 心裡非常感恩。 

< 對創文的期許 > 

很感謝主, 透過創文的異象及使命, 召聚很多神國裡的文字人, 在這裡團契及裝

備。 為了福音的緣故, 這樣的事工, 在某些課程的設計上, 也許可以透過網路, 好

讓更多的人受益。  不僅降低外地人的上課費用, 並能超越地域限制, 將這樣的異象

更快及更廣的傳遞, 同時造就有心的文字人。 

謝謝創文所有的同工。 師丈杜弟兄瞻前顧後, 盡份的課程攝影, 以及兒子小 Joe的

電腦支援;利華姐妹的文書聯絡以及課堂照相; 吉明高檔的攝影機及技巧; 德儀姐妹

的靈修代禱, 雅瑜的書籤, 還有其他我不知道卻默默付出的肢體。 相信上帝必親自

紀念你們的擺上, 為祂的國度, 開展你們的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