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營的一二三 
譙進 

文學對我而言即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一直以來都還算喜歡看書；陌生，是從來

沒有正經提筆創作的經歷，頂多能算個文學的消費者。這種情況延續到信主之後。這

几年開始在教會教成人主日學。在備課時漸漸發現，教好一堂課和寫好一篇文章有諸

多相似之處。兩者都要需要清晰的表達、連貫的思路、準確的用詞等等。這讓我開始

注意到自己有提升寫作能力的需要。 

也就大約在這段時間，同一教會的一位姐妹將“文字事奉”的理念和“創文”一起介

紹給我。她自己是專職作家，而且常與創文同工。2013年年初，經她再三推薦，參

加了“創文”的退修會。那次退修會的主題是“開卷作者心，下筆讀者意”，雖然只

有短短的兩天時間，但讓我對於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有了全新的認識。從那之後發

現，自己的閱讀增添了不少的滋味。不過，最大的收穫還是認識了“創文”。 

在我印象中，作家大概和藝術家類似，多少有點孤傲。在此之前，也沒有多少接觸基

督徒作家的經驗。所以在認識“創文”前，對於我這麽一介毫無文字經驗的人，要冒

然進入到“文字工作者”中間多少感覺有點躊躇，不知道那將是怎樣的情景。等到真

正走入這群人中間才發現，不管是老師還是同工，都隨和可親。與他們相處，與一個

普通團契中弟兄姐妹的相處無異。更難得的在於，幾位身為作家的老師願意投入時間

和精力，與眾人分享自己積累的文字經驗，以及那些帶著血淚和汗水的成長經歷。看

得出來，他們是誠懇地實踐著“傳遞文字異象，栽培文字工人”的目標。 就是這樣

平實真誠的服事態度，讓我可以從最初的不安中放鬆下來。再加上老師們的講論精

彩，給予我實際的幫助。因此，在收到文字營的報名表之後不久，就決定參加。 

            四天三夜的文字營，課程安排相當密集，轉眼就結束了。基本上就是在

教室、餐廳、寢室三點之間不停地穿梭。只有在往返的間隙，才能順便欣賞一下

Pepperdine University那著名的依山傍海的校園。不過營會裏面的精彩，一點不輸

門外的美景。只是當時文字大餐放在面前，只顧著往嘴裏不停地塞，現在才有機會慢

慢回味，來數數這次文字營收穫的“一二三”。 

  

一群人 

            第一個收穫是認識了一群喜歡文字的學友。這次在文字營上的是蘇文安

老師的文字入門課“心與筆的飛躍”。教室裏坐了 12位同學。雖然，都坐在那裡聽

蘇老師上課，但是文字事奉的經歷各有不同。有的是資深的文字工作者，有的只能算

是文字票友。有的已經在從事文字事奉，有的和我情況差不多，沒有文字事奉的經

歷，但是希望通過學習文字提升話語教導的技巧。有的是常年筆耕不斷，也有走出校

門後就沒有再提筆作文的。有的住在本地，有的住在外州，甚至還遠居香港的。很難



想像這群人在平時會聚在一起，卻因為“創文”彼此認識。而且既然都坐在同一個課

堂裏，就都成了同學。 

算起來，大家相處的時間有限，卻還是能夠從課上的討論中、從課間的閒聊中、從用

餐時的天南地北的交流中，聽到每個人生命中的點點滴滴。其中，有的故事新鮮如草

上的露珠，晶瑩奪目；有的故事則是用一個世紀的時間匯聚出來的大河。印象最深刻

的是蘇文安牧師一家，從祖父開始四代人的見證。我們只是匆匆從裏面取其一瓢就受

用不尽。不管是大河還是露珠，其中都可以看到神在每個人身上的帶領。蘇文安牧師

從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來參加創文的文字營就是加入了一個永遠的團契。我想可以這

樣彼此播灑生命中的點點滴滴就是這個團契的開始。 

  

兩套功夫 

第二個收穫是學到兩套文字的“功夫”。蘇文安老師酷愛金庸的武俠小說，所以上課

也會用到武俠裏的語言。一開始，他就把自己教的內容分成“內功”和“招式”兩個

部分。所謂內功就是“七每運動”。通過七種日常的操練，達到改變一個人內在的體

質的作用，使其能夠勝任文字事奉。其實，這就是任何一個參加過創文活動的人，都

耳熟能詳的格言，“工人先於工作，作者重於作品，真誠勝於一切”的最好體現。在

教你任何其他的與文字寫作相關的技巧之前，先通過“七每”塑造你這個人。讓你先

有好的屬靈和文學的體質，接下來不管從事哪方面的文字事奉，都有堅實的根基。我

發現，對於立志要服事主的人，只要稍加調整，都能夠從這“七每”中獲益，因為真

正有效的服事都應該是從服事的人開始。看來這“七每”無論怎樣都是非練不可的。 

            至於外功的“招式”，則是通過“寫作十訣”來練就。這十訣從如何找

靈感、抓點子開始，到如何構思文章，如何經營細節，到最後文字的潤飾，一筆一劃

地教你寫作是怎麼一回事。這十訣應該是老師從自己多年的寫作經歷中精挑細選，再

千錘百煉之後才放在我們手裏的，無疑招招都是寫作利器。只是我這樣沒有多少寫作

經驗的人拿在手中，一時半會兒還舞不起來。信息量太大了，需要慢慢花時間去消化

吸收。好在蘇老師的授課方式輕鬆活潑。他沒有使用很多專業的術語和技術性很強的

內容，而是精心預備了大量實例（圖片、影音、範文等等）來開啟我們的眼界。感覺

上課像是在參觀一個文學創意的博物館，在不斷地被感動，不斷地被啟發。現在想

來，這應該是最適合我這樣入門程度的學生。對於我來說，激發起對於文字的興趣和

熱情顯然比灌輸知識來得重要。蘇老師的確是針對我們的程度，因材施教。 

            

三個角度 

第三個收穫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瞭解了“文字事奉”具體的內涵。第一個角度是從莫

非老師來的。在開營禮和結業禮上，莫非老師都做了分享。她談“創文”的異象，談

這個世代對文字事奉的需要，也談對於文字人的挑戰和呼召。其實，這並非我第一次



聽莫非老師講這些事，但是每次聽到還是禁不住要聚精會神地聽，因為，她會讓我想

起舊約的先知。那些先知的能力和撼人之處，不是只用他們以口所傳講的信息，而是

在於他們自己的生命就被神塑造成了一個信息。從莫非老師自己的經歷傳講出來的呼

召也帶著這樣的特點。神揀選了並非文學專業出身的她，不但是從事文學創作，還進

行文學的教育培訓，就是要讓這個世代的人看到，只要神的呼召是真實的，人沒有任

何理由可以推諉後退。所以，聽莫非老師的分享句句都有分量，因為她是用自己的生

命在述說。這讓我看到，文字事奉應該是生命的事奉。 

第二個角度是從邵正宏老師那裡來的。他是宇宙光雜誌的資深編輯。這次專程從台灣

過來參加這次的營會。我沒有能夠上邵老師的課，但是參加了他的一個“散文的寫作

和構思”的講座。在兩個小時中，學到了不少的實用的知識。第一次搞懂什麼叫做

“起承轉和”，也是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垂直聯想”，什麼是“橫向聯想”。這些

都是非常實用的寫作技巧。但是，邵老師也讓我看到了文字事奉的另外一面，那就是

一個專業文字工作者的嚴謹和勤奮。作為編輯，文字工作並非是吟詩唱賦風花雪月，

更多的是催稿的急迫，出刊的責任。這時候靠的就是長期不斷的磨練手裏的那支筆而

成就的一身硬功夫。這讓我看到，勤奮嚴謹是文字事奉必須具備的態度。 

第三個角度就是從蘇文安老師那裡來的。除了教我們兩套功夫，蘇老師在課程的一開

始就向我們展現了一幅“文字事工全景”。以他對於文字事工多年的經驗，蘇老師畫

出了哪裡是未得之地，哪裡是廣大禾場。這是一個清醒而且現實的視野，也是每一個

蒙呼召作文字工作者的人在投身事奉前必須具備的視野。因為就像蘇老師在介紹全景

的最後所講的那個“一車水的故事”，我們的能力時間有限，就一定要用在神命令我

們用的地方，而無法面面俱到。但是在知道呼召的方向之前，對於全景的瞭解卻是必

要的。如今這個全景已展現在我面前，接下來該是認真求問神，“我的那一車水應該

用在何處”的時候了。 

  

  

  

  

**************************************************************************

******************** 

看蘇老師修改的心得 

1. 第一次看到編輯如何改稿，但蘇老師的標記清楚，很好理解。 



2. 發現自己對基本文法還不熟悉，需要補習。比如，什麼時候用“的”，什麼時候

用“地”的還搞不清楚。該用頓號的地方用了逗號等等。錯字也不少。 

3. 我常在一句話中加入不必要的詞(比如“一個”，“的”)，經過蘇老師刪減後句

子讀起來更有力。 

4. 有些用詞前後有重複，蘇老師刪減後句子更通順。 

5. 有些詞使用不當，經蘇老師替換之後在意思表達上更準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