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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老公問我：「你覺得這錄像拍得如何？」 

我答道：「言簡意賅，有情有理，意境優雅，觸摸人心，有直搗長龍····」 

話未畢，老公連忙打斷我：「你在幹嘛，說話文縐縐的，在造詞啊？」 

我得意洋洋地回答：「沒錯！剛從莫非老師文字課裡新學的一招。文章要能頭頭是

道，便要掌握文字語言。即是在平常生活，培養語感，善用動詞，使用成語，操練開

口出口成章。」 

他瞄了我一眼，悶不吭聲。我懂那眼神。想來自己平常說話，總是張冠李戴，一句話

說得顛三倒四。「沒主詞，沒動詞，沒組織」這是他經常對我的評語，難怪會換來他

那不以為然的表情。這會我下定決心，等著瞧吧！ 

其實這堂莫非老師 W230《下筆如何頭頭是道》，已經盼很久了。無奈皆因選課或時

間衝突，年年擦身而過，今年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成真！ 

一上課，老師開宗明義地問：「回想一次對你最有說服力的一篇演講、文章、或廣

告。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大家一邊七嘴八舌，老師一邊在黑板寫下腦力激盪

的結果：激情、重覆、真實、舉例、透明、主題明確、了解受眾、獨特洞察、言語圖

像、文字語言的掌握···等。接著，老師鄭重其事的說：「大家說的這些，我都會盡

其所能的幫助大家，惟獨『獨特洞察』與『文字語言的掌握』這 2項，卻是我無法

教、無法給的。」 

人家說，「台上 3分鐘，台下 10年功」。仔細想來，這 2項無法傳授的功夫，不正

是老師經常掛在嘴上「工人先於工作，作者重於作品」的創文精神嗎？說白了，就是

個人屬靈生命的向下紮根。除了要固定靈修外，還要博覽群書，這不是只讀屬靈書

籍。一些有份量的經典名著，也要涉獵，甚至精讀細讀，有如余秋雨說的「墊什麼樣

的底，就會建什麼樣的樓」，因為「一部似乎不怎麼樣的作品居然被時間和空間首

肯，這本身就是一個極有文化深度的懸念。」 

這些話，聽得我很扎心。看看自己書架上的書，清一色都是屬靈書籍，缺少古今中外

世界名著，好似有了他們，就會減損自己的屬靈高度。殊不知這些名著，裡面蘊藏著

豐富的生命涵意，細細品味、咀嚼、反思，許多人情世故，無需親身經歷，也能略窺

一二。我特喜歡余秋雨的建議，找幾位與我情投意合的名家，暗暗地與他結親，或許

無法面對面把酒言歡，也要私下與他心靈對話，開懷暢談。 

然而，知易行難，好似理論淺顯易懂，行出來卻困難重重。比方我最大的弱點，就是

很多書同時在進行，書桌、床櫃、廚房、沙發上隨處擱置，幾乎本本都未看完。這樣



做的原意，本來是想人到那，伸手就有書可拿可讀，方便至極。結果發現中斷再讀的

書，要更費時費力，才能進入書中的情境，以致常常中途作罷！ 

後來，讀到郝明義《越讀者》，「光給閱讀一些時間金錢還不夠，還要知道『零錢』

與『整款』的不同」，倒是給了我一些亮光。現在我學會「零錢」時間，讀些篇幅不

長的雜誌、網絡資訊，「整款」時間，用來閱讀一本完整的書。這樣的時間運用，才

感覺在閱讀上有些展獲。 

話雖如此，然而我總覺得時間不夠用，許多突加進來的服事，常感到疲於奔命，與時

間在賽跑。近來，蘇老師「一車水的故事」一直在腦海盤旋，既然上帝是公平的，每

個人都只有 24小時，那我寶貴的一車水要澆灌在那呢？麥哥登《心意更新》裡提

到，贖回光陰最重要的是，要能分辨「呼召者」與「驅策者」的身份。是啊，一個文

字事奉者，不僅要有從神來的呼召，更要把時間完全獻上，當作活祭，不斷在閱讀、

書寫裡，鍛煉自己成為文字精兵，不是嗎？ 

這天傍晚，與老公在社區慢走。夕陽西下，餘輝落映，我不禁吟起：「夕陽西下，餘

輝落映，夜半未央， 星瑩嬈嬈，輕風徐徐， 氣息相伴···」 

老公在一旁，一反常態，一直為我加油，繼續啊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