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先于工作 
夏漢野 

由於給《芥菜籽》雜誌投過稿，所以，有幸接到雜誌社的邀請，參加了“2015年芥

菜籽文字營”。營會上莫非老師講了“基督徒流行文化知多少”的課程。講座中，老

師從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展開說起，提出作為基督徒不能也不應與世界分離，我們有責

任參與到主流文化中去。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是凝視這個世界，用愛進入這個世界，自

己活出信仰的同時，用文字用語言的藝術，來表達信仰傳揚福音。信仰是一種生活方

式，它不僅僅是神學，是“道成肉身”，然後再“肉身成道”，這就是基督徒的文字

事工過程。 

最後老師用“曠野的呼喊”一課來呼召善用文字語言，有神學觀念的基督徒出來為主

爭戰，並鼓勵有志者在提高自身信仰的同時，參加神學院提供的文字課程或文字營培

訓。聽了這一席話，我心理充滿了感動，也有強烈的願望想繼續學習。        感謝

神，當知道隨後的一個星期在杭州就有“2015文字侍奉必修營”和“文字侍奉培訓

營”時，心裡非常欣喜，真是主美好的預備。 

帶著一顆渴望學習的心，在杭州文字營中收穫滿滿。莫非老師的開場白“你裡面的作

者是否掙扎欲出？”就給了我最需要的寫作信心。幾年來，回應主的呼召，有心為主

寫作，也試寫了一些文章，還設計了一本書，列了題目分了章節甚至寫了序言，但

是，當拿起筆來想把具體細節寫出來時，就感覺自己的文字象小學生，水準不夠，於

是就刪除掉了。自己也很氣餒，幾度想放棄，對主說，“我沒有文字能力，還是不要

用我了吧！”。但是主卻把祂呼召並激勵自稱“拙口笨舌”的摩西的圖像展示在我的

面前。 

這次知名作家莫非老師的親身經歷和見證更加鼓勵了我，好像在最乾旱的沙漠裡下了

一場及時雨。她說在她剛開始寫作的七年裡，稿子都被退回，而且由於她受的更多是

英文教育，寫作中文時還得象小學生一樣查字典。但是，她不氣餒，不放棄，堅持為

主而寫，結果主為她開道路，並大大的賜福與她，不但文字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而且

她的文章和書不斷發表出版，還獲得了許多的文學獎。她的丈夫和工作夥伴，杜老師

說：“主用你，不是因為你已經有了恩賜。主要用你，就會把恩賜加給你。”這話簡

直就像一盞明燈在我心中點亮。 

我象任何一個想成為文字工作者的人一樣，面臨著時間問題。我們經常抱怨自己沒有

時間坐下來安心寫作。等到終於有了時間能夠一個人安靜地坐在屋裡，又沒有靈感寫

不出來了。蘇文安老師一開場就講“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誠勝於一

切”，這句話敲醒了我。要能夠很好地工作（寫作）要有好的作品，就要首先成為一

個好的工人好的作者。放在第一位的不是工作不是作品，而是一個寫作者的生命與生

活。蘇老師首先給我們介紹了改變生活方式的“七每運動”，也就是文字侍奉者“內

功”心法： 

一、每天過簡樸而有紀律的生活。 

二、每天攜帶靈感筆記。 

三、每天勤跑勤問。 

四、每週至少抄寫一篇好文章。 

五、每月至少投稿一篇。 

六、每月至少看一本好書。 

七、每季至少修一門神學、專業課程或教一門成人主日學課程。 



然後，才用三天的時間為我們講解了“寫作十訣”“如何寫生命的故事”和“改稿守

則”等文字侍奉者的“外功”招式操練。做為一個文字工作者，如果要成為傳揚主的

話語管道，就必須修煉自己改變自己，真正成為主可以使用的器皿，這才是一個文字

人的首要任務。這種修煉和改變就是從日常生活開始，而“七每運動”就是我們的日

常生活指南。當我們有了一個健康規律的生活，才能成為一個好工人好作者。生活故

事真誠委身侍主的心預備好了，主就會大大使用我們賜福我們。時間靈感文筆都將獲

得，工作和作品自然就會是好的了。因為，創作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主的恩典，我們首

先要做的就是讓主喜悅，成為主願意使用的人。寫作從靈修開始，下筆從膝蓋開始。 

“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誠勝於一切”的另一個層面是作者的家庭生活。

蘇老師用自己家族和家庭的真實見證給我們每個學員上了一堂課。一個作者的家庭生

活就是信仰的具體表現。這次營會上兩位作家真實的生活和生命就展現在每一個學員

眼前，蘇文安老師夫婦，莫非和杜老師夫婦，每一天在課上課下的身影就是真實工人

和真實作者的體現。 

“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誠勝於一切”還體現在我們文字事工群體的生命

上，在主裡我們是一家人，是為上帝傳揚福音的團隊。我們以文會友，在文字侍奉上

互相説明互相鼓勵。工人的生命和作者的生命是通過神連接在一起的一個生命體，我

們在做好自己那一份的同時還要為其他人禱告。 

“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誠勝於一切”還在於對教會內的兄弟姊妹和教會

以外的非信徒的關懷。用我們的筆，把主的愛傳遞給他們。對社會現象探討批評的同

時，要表現出對人的同情、理解、陪伴和關愛。不要簡單的定罪，要注重醫治，修

復，引導悔改，傳達主拯救的好消息。用愛人的心態去寫，去進入世界，這應該是先

於我們的工作，重於我們的作品，而這顆愛心的真誠勝於一切。“神愛世人，甚至將

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

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約翰福音》3:16-17）。 

最後，用我在文字營課上的一段作業作為這篇心得的結束。 

“走在神博樂園中，眼前最多的就是綠色，綠樹綠草綠水綠色的橋。偶爾有星星點點

紅色，紅花紅字紅牆。耳中充滿了園外隆隆的汽車聲和喧囂聲，但同時又聽見園中飼

養的鴨鵝叫聲，使我感到同時身處園外城市和園內鄉村兩個世界裡。鼻子聞到城市的

污濁空氣，也嗅到園內湖水的微微腥味。腳下的水泥地隨著腳步走向園子的深處慢慢

變成了草和土的泥地，感覺從堅硬變得柔軟，心情也從人工的井井有條束縛中，來到

自由開放的空間。儘管雜草在樹下有些淩亂，但是看到幾隻野鳥棲息在樹上，又是一

幅安逸的圖景。由於我的闖入鳥兒突然飛離，看著它們的身影是那麼的可愛。在這小

小的同一個園子裡仿佛就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人造的豪華，一個是大自然的恩

賜，各有特色，互相映襯，作為主的使者，我應該更喜歡哪一個呢？” 

對“2015創文杭州文字營作業”修改的回應與檢討 

  

            當看見蘇老師給我的作業回復時，讓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小時候，老師

佈置了寫作文的作業後，我就按要求寫好交上去。老師就會給打一個分數，有一些批

改，最後加上幾句評語。但是，象蘇老師如此細緻的修改，包括：標題、標點、用

詞、斷句、分段、引用、對文章的簡潔性和寫作方法指導等，並且還給每一小篇和總

體都作了評語，只有我的父親才會如此。記得我每一次把寫好的作文拿給他看的時



候，他就認真地伏案閱讀，並不時地用紅筆細緻入微地幫我修改。拿到修改稿後，我

就欣喜地工工整整地趕快重新抄一遍，然後一篇嶄新的文章就呈現出來了。每次就高

高興興地跑到父親面前交給他，等待著他那笑容。可惜當時的草稿都已遺失，這次蘇

老師的作業回復，我一定保留好。因為它是彌足珍貴的，帶有父一般的愛，勾起我的

回憶，同時也能看到老師的心血和感受到天父對我的鞭策和鼓勵。 

            “用熱情去寫作，用冷靜來修改”這是老師的教誨。通過仔細研讀和體

會老師的修改，我至少從五個方面有所收穫，同時也發現了自己的不足之處。 

 

1、標題： 

俗話說“題如文眼”，在文章中，標題起著提綱挈領的作用，傳遞了文章的主題思

想。文章的標題應該概括出文章的總論點，做到“標題即論點”，讓讀者第一眼看見

標題就能推斷出整篇文章的核心觀點。蘇老師把我的 3個標題都進行了修改，起到了

畫龍點睛的作用，更準確地表達了文章的內容和觀點。這是我要認真揣摩和體會的。

今後還要多練習文章標題的書寫，注意標題的重要性。 

2、用詞和標點符號的準確性： 

通篇作業蘇老師對 36處用詞，20處標點符號進行了修改。正確理解和使用詞語是一

個文字工作者的基本功和水準的體現。這不僅是詞語使用是否正確的問題，而且是使

用是否更好的問題。詞彙使用的恰當與否，直接影響著語言表達的品質和效果。結合

語境把握詞語的意義和用法，在詞義的輕重、大小、褒貶等方面，在詞語使用的物

件、範圍以及上下文的對應、搭配等方面尋求提高是我今後努力的方向。。 

標點符號雖然是輔助文字書寫，但也是書面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避免因標點符號的

誤用而對文章的效果產生影響，甚至錯誤的理解。學好語文標點符號關鍵在於積累，

多練習多揣摩範文中標點符號的應用是我今後要加強的。對句號、問號、感嘆號、分

號、冒號、逗號、頓號這七種點號，引號、括弧、書名號三種標號，省略號和破折

號，間隔號和連接號，著重號五種輔助號的《標點符號使用和規則》閱讀也是我要進

一步認真學習的。 

3、引用的準確性： 

蘇老師對我作業中 8處經文引用做了修改。除 1處刪除外，其餘 7處均是關於書寫不

規範的問題。為此我專門找來《引用及文後參考文獻著錄規則》（2005版）認真學

習，也為今後規範投稿也做積極的準備。 

4、斷句和分段的清晰性： 

蘇老師對我作業中 22處斷句做了修改。大多是涉及逗號的應用，少數是句號的使

用。逗號的用途最廣使用頻率最高，是特別值得我注意的。一個地方該不該用逗號點

段，除了要看說話的時候有沒有停頓之外還要看結構上是不是應該切斷。逗號的使用

會影響表達的語氣，而是文章略有區別。 

在西文標點符號中，逗號使用頻率最高，其用法最能體現作者的個性，用法也最豐富

複雜。這也是我要特別注意的地方：中文和英文在逗號的使用上是不同的。 

用不用句號，要根據句子的結構而定。這是要練語感的。不能簡單的歸之于句號應用

的靈活性。再靈活也會有一定的章法，我還是要多學習多練習多考慮合乎常識和讀者



的語言習慣。 

蘇老師還對我的作業 6處做了分段處理。分段正確了使得我的文章層次感增強了。自

然段是相對于邏輯段而言的，指的是“換行而又能表示一個完整意思的語言單位”，

是文章的最基本結構單位。我大多數問題出在自然段上，而不是邏輯段。今後要努力

的方向應該是弄清句與句、層與層之間的關係，掌握自然段內部結構和規律，迅速提

高自然分段能力，加強有條理、有內容地寫自然句和自然段，讓讀者讀起來更清晰更

容易接受。 

斷句和分段的練習有讀和寫兩方面。在閱讀中學寫作，在寫作中體會閱讀，這樣既可

以促進閱讀的深化，還能提高我的寫作能力。 

5、力求文筆簡潔流暢，避免重複，show not tell，讓讀者去聯想： 

蘇老師對我的作業有 3大段的刪除，7個語句的精煉。原因都是囉嗦，重複和不簡

潔。評語中寫到“短文中，要儘量避免重複。“力求簡潔”，記得嗎？讓讀者自己去

聯想。”。金玉良言，使我想起老師在課上說“中國畫的意境就在於留白”。尤其是

要寫給跨界的朋友更應該直切主題，多“show”少“tell”，因為現在人們信息量太

大，如果不能馬上抓住，就會被切換“頻道”或者“翻頁”。要想讓讀者讀進去就要

做到文字書寫簡潔流暢，同時還要表達清楚，合理，有力，活潑生動，引人入勝。 

文貴簡潔，切忌拖泥帶水，文字的洗煉是寫出優秀作品的關鍵。好文無不內容豐實，

語言精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寫作時，我應該儘量做到語言簡

潔力求沒有虛字、廢句、空話。要做到這點還要在文字錘煉上下功夫，千方百計地用

最少的文字表達最多的內容。大文豪契訶夫曾說：“簡潔是天才的姐妹。”讓我牢記

這一名言，盡力寫出簡潔明快的文章。 

            最後，要感謝老師的悉心培養。不僅在文字營中給我們上了一堂精彩的

課，而且在文字營後還為我們辛勤指導。從這次作業的修改中，我學到了許多東西，

而且還要繼續揣摩和體會更多。看到老師的指點就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

感覺。 

縱觀我諸多問題原因，大多還是語言基本功不牢所致。今後要勤讀勤寫多學習來提高

文字能力。同時按老師提出的在可知性，可行性，可親性，可讀性上也要下功夫，對

文章的文字，內容，結構和風格不斷精進，爭取更好地為主事工。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