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文 W240 課 《聖經故事如何說》 感言 

                                                                朱翠碧 
看到今年的文字營裏有莫非老師開的新課“信仰故事書寫營﹕聖經故事如何說”， 

我不禁欣喜得感謝讚美主的恩典，因爲這正是我最想學習的課程。 

替教會寫聖誕節或各樣慶祝會的劇本已有多年，我一直覺得聖經是一本奧秘又有趣的

書，裏面記載的許多事件雖然祇有短短幾節或幾章， 但故事後面還有故事，我常常

會不由自主地揣摩當時說話者的心理，反應，表情和動作，將聖經的經節由弟兄姐妹

表演出來，不但演出者對那幾節經文故事很難忘懷，觀衆也會對那些聖經内容印象特

別深刻。常常在許多年後，當牧師剛好又講到同樣經文時，還會有教友提起當年我們

的戯劇。寫聖經劇本和寫聖經故事一樣，最常碰到的難題就是如何讓尚未信主的朋友

不覺得在説教，又讓基督徒不覺得不夠屬靈？如何拿捏吸引人與屬靈之間的尺度是我

最大的困擾。我是帶著取經的心情來文字營的。 

短短四天的課程讓我如入寶山，從星期六的“故事的呼喚”，“影響生命的聖經故事

分享”，星期日的 “喚醒教會沉睡的巨人”，“如何醖釀扎實的聖經故事”，星期

一的 “如何述説聖經故事”， “課堂作業練習”，到星期二的“開發你的故事語

言”，每一堂課我都聽得如醉如癡，恨不得老師一直講下去不要下課。記得有人說 

“興趣就是你作多久也不嫌累的事情”，我想我是真的對老師的課有興趣，否則不會

一點都不想休息而且作了厚厚的一本筆記。 

聖經故事像地圖與旅遊文學，地圖是聖經，旅遊文學是聖經故事，寫聖經小説是為了

豐富一個故事，不是改變一個故事。傳遞信息的方法可以發揮想像力，但信息不能

變。推理，同理心都是一種想像，願景是想像力激發出來的，想像讓我們創造，幫助

我們擴大世界，認識世界，帶我們進入神的奧秘，想像力是自己對事情的投射，常常

是自己生活經驗的反映。聖經經文像晚風裏吹來遙遠的笛聲，是有距離的，作者要把

經文和生活拉近，當年經文跟現在生活有什麽相關？要聼經文在對你說什麽？對經文

要學會問問題，要找好的解經書，要維護聖經的正確性，捍衛聖經的真實性，不要隨

便使用心理學，心理層面需要聖經有寫，沒寫的地方可以想像，但揣測不能脫離經節

所寫的。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不是爲了傳遞 message 而 create一個作品，而是因爲

他的 belief ,所以作品裏不知不覺就有 message 傳給讀者。。。。。。。。。聆聽

老師的講課，字字珠璣，每段話都讓我受益不盡。 

在練習聖經故事書寫時， 老師叫大家把眼睛閉起來，她唸一段經節，經節裡有耶穌

和門徒的對話， 老師叫我們逼想當時的情況， 在加利利海灘，耶穌叫彼得來跟從

他， 走了不久， 又看到雅各和約翰在打魚，耶穌叫他們來跟從他， 聖經經節只有

短短幾句， 但是將自身投入那時的情況，老師問﹕你們看到了什麼? 聽到了什麼?聞

到了什麼?有沒有風的聲音， 海浪的聲音? 天空是什麼顏色? 耶穌穿著什麼衣

服， 門徒捕魚的動作， 心情？當耶穌叫他們來跟從，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回答了

什麼? 面部表情是什麼? 他們周遭的人覺得如何。。。。。。。。。。。老師問了一

連串問題，我們仿彿身歷其境在兩千多年前的情境， 當老師叫大家張開眼睛分享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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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的一大堆問題答案時， 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 我恍然大悟， 原來小說並沒有想

像中的難， 小說是在訴說一個故事， 用作者的心， 作者的眼去看這件發生的事

情。 當我們把上述所有問題都加進去時， 一篇小說已有雛形。 隨後再加入各種細

節描繪以及作者的深入解讀， 例如透過人物作心理的分析，人物之間的互動，把情

節曲折戲劇化，衝突化， 讓讀者摸不清接下來的發展等等，這些細節統統加上去，

一篇數千字的小説唾手可得 。 

“工人先於工作，作者重於作品。真誠勝於一切”  是創文培訓書苑的基本精神。所

以營會雖然排滿和寫作有關的課程，但每天早上都有兩班同學的聯合崇拜與晨導靈

修，包括講道和小組分享。“工人先於工作”這句話真是語重心長。文章是個人心聲

的傳遞，心口不如一的作者，文筆也許動人，但沒法瞞讀者一輩子，就算能瞞人多

時，但當真相被識破時， 其殺傷力更大，不但將過往寫作上的成就一筆勾銷，而且

會讓更多人跌倒，寫世俗的文章況且如此，何況是屬神的文章， 沒有靈性的培養，

栽培出來的文字事工，倒不如不栽培了。 

聯合聚會上，老師放了一段小女孩筆下世界的錄影帶 “Lila”，讓我看了很受鼓

舞。小女孩的世界五彩繽紛，有悲傷寂寞和快樂痛苦，世界不完美且殘缺不全， 但

她瞇著一隻眼，用另外一眼來觀察，在所看到的人事物上加上自己的想像，創造出另

一個世界，那個世界也許更悲傷，也許更完美，不管如何，她用自己的筆賦予每個看

到的景象另一種她想達到的境界和結果， 用一支筆和世界聯結，看出生命的顏色，

修補世界的灰暗，使走過之處都能帶領讀者進入另一個故事裡。小女孩用畫畫創造世

界，這就是藝術寫作的權威奧秘之處, 我們每個人手上都有一支筆， 但願也能用自

己的想像力帶領讀者進入另一個被改造的世界。 

這次文字營的主題是 “恩典的軌跡”，第一次小組時，大家分享恩典的圖像語言，

有人說恩典像阿甘正傳裡的羽毛， 有人說像瀑布，像照相簿，像 一串珍珠，像空

氣。。。我說恩典像一雙手， 可不是嗎？ 營會裏，透過同工同學們的雙手，處處可

見神的恩典向我們顯現。從星期六到滋恩家開始，就讓我見到好多傳遞神恩典的雙

手，玲羽開一個多小時的車帶我，滋恩和吳師母到營地，譙進 送我和牧師到機場，

小 JOE 辛苦的收齊書錢，杜弟兄忙著錄影，德儀準備野餐的點心。。。每一雙手都

不停的忙著， 為了讓我們有一個舒適圓滿的學習，藉著每一雙手，神為我們預備了

這麼美好的四天，將他的恩典滿滿得澆灌我們。 

神的恩典數説不盡，感謝祂讓我有機會來參加文字營，更感謝祂讓莫非和蘇文安老師

創辦這麽好的文字培訓書苑。莫非老師一直是我的 role model ，其寫作之路令我驚

奇。 她高中畢業就隨著作外交工作的父親舉家遷移美國，唸會計和電腦的她，畢業

後在公司當財務電腦方面的工作，而立之年時受到神的呼召，有感動要用文字事奉

神，於是她辭掉工作，專心開始學習寫作，莫非在她的演講和文章裏常說她是“土法

煉鋼”，一個高中就來美國的小留學生，生活在文化邊緣，沒有筆，沒有思考訓練，

沒有熟練可以駕馭的中文語言，又沒有太多寫作經驗，有的只是來自神的真實呼召。

中國人好像一直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藝術是天生的，寫作是天生的，畫畫舞蹈

彈琴歌唱都是與生俱來，我們說一個人很有“天份”，“天賦異稟”，“天才”，很



有“藝術細胞”。所以看到文章寫得很好的人， 我們也覺得是有寫作天份，不知道

原來寫作是可以學習，可以下功夫的。 

莫非除了大量閱讀書籍外， 還參加很多美國機構的寫作課和作家大會，她除了照顧

一男一女外全時間的寫作，在她面對後山的書房， 書寫出一篇又一篇的好文， 出書

數十本，參加過無數比賽， 得過許多散文小説獎。莫非老師的故事之所以深深吸引

我主要的可能是我和莫非的背景非常類似， 兩人都是學商，也都在公司作數字的工

作， 不同的是當她真的下定決心要往寫作路上走時， 就真的放下其它世俗的考

量， 一心邁向她心中定下的目標。 而我總是手裡拿著，眼裡看著，心中有那麼一點

負擔，也想用自己的筆來作神國裡更大一點的工作，但無法下定決心，至今仍在觀

望，在門外徘徊。我和莫非是同年北一女的同學，雖然當年和她不認識，但親眼目睹

一個學商的可以靠著努力寫出這麼多動人的散文書信小說，在文字的事奉上發揮這麼

大的影響力， 實在給我很大的鼓舞。雖然自己仍然只有在羨慕景仰的階段， 但聆聽

她講課總鼓舞著我，讓我抱著希望，但願有一天自己也可以靠努力從事文字事工。 

很多人問我爲什麽千里迢迢從芝加哥來這兒參加文字營？我想除了仰慕莫非和蘇老師

專業的訓練外，另一方面也是來渡假。在加州名人最愛倘佯渡假的馬里

布 (Malibu) 海灘， 在海灘旁小丘上陪伯丹 (Pepperdine) 大學， 每天起床，從宿

舍走到教室， 可以居高臨下看到就山丘下馬路邊的太平洋， 中午休息走到餐廳，下

課走回宿舍，出門看到的是藍天白雲大海， 教室裡是精彩的寫作課， 這樣的營會讓

人很有渡假的感覺. 營會不只有心靈的滋養， 還有物質上的享受.上萬平方米高挑寬

敞的宿舍餐廳, 美味豐富的佳肴，除了漢堡熱狗薯條，蕃薯片，洋蔥圈， 皮薩，沙

拉水果， 飲料咖啡牛奶是每天都有的以外，還有墨西哥，中式，美國等各樣主食，

室內的座位近千，也可以選擇室外眺望太平洋的露天雅座。早晚餐在這兒看夕陽昇起

西下， 簡直比坐遊輪還要享受。 我將這列入每年的必來之地， 除了寫作課吸引我

外， 這也是我給自己的渡假時間。 

四天的營會在依依不捨中結束，我入寶山滿載而歸，在我的日曆上， 已寫下明年的

文字營時間，期待另一場文學信仰的饗宴很快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