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奇藏寶盒 

— 2014創文文字實務培訓營的收穫  

劉小臨 

上蘇文安老師的 W100文字實務培訓營以前，我已聽說此課會教授“七每”、“十訣”

等技巧。所以我帶著期待來到課堂中，期望能帶走一個藏寶盒。可我沒料到，蘇老師

送給我的不是個普通的藏寶盒，這盒子里的每樣寶貝從盒中一拿出來，就活靈活現地

飛起來了。 

這真是一次心與筆的飛躍之旅！而對我來說，這次的短行也意味著一個更長旅程的開

始 — 在這次文字營上，我已明確地蒙受呼召，要走上文字侍奉的征程。 

對“七每”的反思 

與我上過的其它創文文字培訓課程一樣，W100是文字技巧與生命更新並重。“七每運

動”看似簡單，組合起來卻是在以磨練內功的方式塑造文字工人。比如說“七每”第

一條要求文字人每天過簡樸而有紀律的生活，這看似刻板的要求，現在想來真是重

要，一個鮮活的例子就是我平日的生活極其繁忙，難以寫出好文章來，可這次在文字

營上過了九天毫無事務和掛慮、專注又簡單的生活，就每天靈感泉湧，手都寫酸了還

想寫。 

我明知簡單生活的重要，為甚麼卻常難以做到？蘇老師鄭重提醒我們必須確立人生目

標，才能在神的心意下過主動出擊的、而非被追趕的生活。人生目標不清楚，或者太

多，就會令每天的時間變得支離破碎，到頭來人雖疲憊卻無甚作為。今天我既然確認

文字侍奉是我的一個重要目標，就必須相應做一輪加減法，重新審視我每日 24小時是

怎樣消耗的，在我不足之處增加時間去裝備，例如廣泛閱讀、精讀、寫作操練、神學

裝備；而把諸如查微信、追求盡善盡美、甚至因強迫症而反復檢查等等做無意義事情

的時間盡量減少。蘇老師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用相對充裕的資源置換極

其有限的資源。這讓我意識到，我若為省錢花很多時間去搜尋打折的機會，其實是在

用有限的時間去換金錢，而實際上我若能用金錢換取寶貴的時間，那真是更合算啊！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時我會傾向於馬上處理可以快速處理的各樣雜事，久而久之，

就變得無法投入有質量的時間，專注於向人生目標進軍。蘇老師用了 1990年洛杉磯山

林大火中一車水的故事，讓我們深刻反思怎樣確認神對我們每個人的呼召，好將恩賜

用在神呼召我們去的地方，而不是按人意灑在看似有需要的地方。這實在是很重要的

提醒，因為在神國禾場上有太多需要在向我們招手了，如果像我那樣有求必應、忽東

忽西，自己疲憊不說，服事的果效也不能“正中靶心”。如今我立定心志，要在每一

天里專注聆聽神對我的呼召，讓神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己意成就。 

在“七每”中我決心要立即操練的另一項就是“每天攜帶靈感筆記”。我發現其實每

天頭腦里都能冒出很多寫作靈感的火花來，在很多觀察上都有話可講，可是以前就輕



易地讓這些火花滅掉了。這次在文字營上，我開始操練，一有新的觀察和思考，就快

速地記到靈感筆記本上，結果每天可以記下好幾項。按此靈感迸發的速度，我以後會

根本來不及把每個火花都寫成文章。這下不愁缺乏寫作素材了。 

對“十訣”的反思 

“十訣”被喻為文字人的外功。其中的“勤記勤抄”，要求我們學會停、看、聽。在

繁忙的生活中，我已越來越少地停下來，花時間、用心思去欣賞、琢磨一個動人的畫

面、一幕發人深思的場景，獨善其身的結果是對外界越來越麻木，明明心裡對人對事

有感觸，卻很少發出聲音。蘇老師在課上曾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華人愛搶付賬單的場

景，把一種司空見慣的場面一波一波推向高潮，展示搶付賬“最高境界”的同時，也

讓我心裡開始認真思考為甚麼我們的文化里會有這種現象 — 我們甚麼都愛搶，因为

我们爱争利。搶付賬看似是為著別人的好處，其實仍有欠債還錢的心理作祟，搶來搶

去，結果施者、受者都沒有內心的平安，這就可引申到我們之所以這樣處理人際關

係，與我們缺乏真信仰有著不可或缺的關係。哇，這樣一直深思下去，我發現平日所

見所聞的太多事情都值得去琢磨，基督徒在這末世里真的不應該兩耳不聞窗外事，一

心只讀聖賢書 — 文字侍奉，不正是一條有效的道路，讓我可以好好發出我本該發出

的聲音嗎？ 

關於如何停、看、聽，蘇老師總結說，要學會取悅眼目、挑戰思想、激勵心志、磨練

筆功，從所見的人生畫面多多省思人生、人性與信仰。我從此得到啓發，有滋有味地

生活，才能寫出有滋有味的文章，更深地瞭解非基督徒的生命處境，才能更好地從他

們的深層需要出發，服侍他們。 

“寫作十訣”還要求“活用創意”。對於我這個比較刻板的人而言，聽蘇老師講述如

何發揮創意就如同餓極了的人受邀享用一頓豐盛的宴席，目不暇給、狼吞虎嚥。蘇老

師匯集了大量、各種類型的廣告、微電影、影片和文字，一道道精緻的“菜餚”仔細

地向我們展示、講解，讓我們在熏肉乾的窘境前捧腹大笑，又在熟悉的《甜蜜蜜》電

影奇特的重逢場面前熱淚盈眶。 

同樣地，講解“如何經營細節”這個看似有點枯燥的話題，蘇老師所編纂的課件是如

此豐富，讓我流連忘返 — 烘托出租車司機的超級車技，和在選舉中為政黨造勢，同

樣可以爐火純青地運用“經營細節”這個殺手鐧，正所謂制勝法寶在細節。 

當我聽著蘇老師滔滔不絕地傳授這些法寶時，感覺看到從他的寶盒里飛出一樣又一樣

的寶物，活靈活現，想象空間無限。真希望我從這種啓發式授課當中得到的激發和長

進，可以持續編織進我的寫作當中。 

培養合神心意文字人的氣質 

僅僅這個提法，就已讓我謙卑下來了。如何能陶造自己，單純而不天真，敏銳而不過

敏，謙和而不懦弱，創意而不冒失，真愛而不說謊，這會需要在挫折中進步，更需要

堅韌的信心。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走向合神心意文字人的目標雖然會是千難萬險，但神會看重我

每一日擺上的功夫。我相信只要目標明確，每一次操練都會有得著。W100雖是創文課

程中的入門課程，卻是建造文字聖殿的重要基石。我從 W100帶走的這個藏寶盒，盼望

因著我善用它，可以像五餅二魚的奇跡一樣，飛出越來越多的寶貝與眾人分享。 

++++++++++++++++++++++++++++++++++++++++++++++++++++ 

對蘇老師修改意見的回應： 

1.     收到您回饋的修改意見信，我最先看了文末的總體意見，倍感鼓勵。我寫這篇

心得時，不清楚該從甚麼角度和深度寫，就把整門課的筆記全都細細看了一遍，寫了

一個草稿式的提綱，然後斷斷續續寫了三天才寫完，但心裡仍惴惴不安。沒想到您會

這樣看重這篇幾乎是拼湊剪接出來的心得。您對此文的點評對我有進一步昇華的作

用，對以後寫作肯定有幫助。 

2.     我發現以前我的文章寫得長的原因之一是不夠精煉。這次交給您的文章，我在

寫初稿時就已刻意注意語言精煉，又在三次修改過程中刪掉了更多冗余詞句，沒想到

還能被您找出我的囉嗦之處，例如我原句寫的是：“W100在文字技巧培訓上和對學生

的生命更新上並重”（21個字）；被您改成：“W100是文字技巧與生命更新並重”

（13個字）。看來我在精煉上還要很多功課要做啊！值得我高興的是，寫这篇文章時

我開始操練去掉所有不必要的“的、地、得”（莫非老師也提醒我不要“的的不

休”），一開始我很不習慣，覺得句子聽起來都不對勁了；但後來發現去掉好多

“的、地、得”後，文章就像減了肥一樣輕鬆。 

3.     在“經營細節”上一定要有耐心。您幫我修改的以下這些細節：“一個又一

個”改成“一樣又一樣”，“出租司機”改成“出租車司機”，和給“洛杉磯大火”

的例子加上了“1990年”和“山林大火”的細節，都讓我體會到您作為編輯的認真、

敬業，也提醒我，對於要發表的文字，一定要盡心、盡力在細節上讓人無刺可挑。 

4.     在怎樣使用引號上，我確實沒有太費心去檢查。被您指正的幾處，加了引號確

實更易於讀者理解。 

5.     我講話傾向於用長句，您幫我用逗號斷了幾個句子，這是個好招法，讓讀者更

易讀懂。對我來說，這是個需要養成的新習慣。 

6.     有關使用繁體字：我是先用簡體字寫好後，用電腦自帶的一個簡繁體字轉換功

能把文章自動轉成繁體字的，但看來會有個別錯誤，例如“徵程”的“徵”字、“反

復”的“復”字，應寫成“徵”和“示”字旁的 fu字（我電腦上都敲不出這個繁體的

fu字）；而我只會認繁體字，不會寫。請教您，我應怎樣處理這個問題？以後發稿是

否需要把簡體轉成繁體才發給編輯？ 

7.     衷心感謝蘇老師對我的指教和鼓勵！您就像雅各天梯上的一個天使，幫助我走

這條服侍的天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