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譙進 

去年文字營結束的時候，有同學收集簽名，要求莫非老師下次開小說課，我也混在

當中，寫上自己的名字。 

雖然這幾年在莫非老師的課上，一直在學如何講故事，但總覺得小說是最難的一種

形式。若說散文是精巧舒心的小屋，詩詞是唯美寫意的亭臺，那小說應該是宏偉厚

實的大廈，從設計到建造需要耗費更多的力氣，從整體的編排到細節的精準都要照

顧周到，否則樓就站立不穩。所以會寫小說的人應該要匠心獨具，同時又嚴謹慎

密，兼有創意與邏輯兩方面的能力，左右腦並用，其中的困難不言而喻。 

簽名的時候不是認為自己能夠應付寫小說的挑戰，其實是好奇，想看看小說創作是

怎樣一種過程。就算不是建築師，不會蓋高樓，能瞭解工作流程也是一種體驗。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疏忽了，莫非老師的課通常都有課前作業。果不其然，報名之後

收到電郵，至少三千字，主題是“甜蜜的負擔”，於是這篇文章成了我接下去一兩

個月裏的並不甜蜜的負擔。 

坐到電腦前想要寫點什麼，才知道困難是具體的。首先，如何根據主題虛構一個故

事就讓我無從下手。一直以來寫的東西都是從自己生活經歷中挖來的，不用構建情

節，只要按照事實寫出來就行。但現在要自己編故事，時間人物事件都要無中生

有，突然發現腦子裏一片空白，不知道要如何在虛無中去碰撞出靈感的火花。每次

對著主題那五個字，努力要想出些東西出來，雖偶爾閃過一張臉，一句話，一個場

景，卻都細弱遊絲，且彼此毫無關聯，無法形成完整故事。 

就這樣與電腦隔空對望一週，腦中空蕩，屏幕上仍然白白一片，無隻言片語。最後

只能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去回憶以前的經歷，找到與主題相關的事件，稍微修

改，寫成一篇文章，再怎麼讀，也只覺得它頂多算是一篇個人故事，而非小說。 

繞過情節這一關，卻還有其他的細節需要照顧。至於什麼細節，也只能憑感覺走，

記得以前讀過的小說中有對話人物場景等等，想到什麼就往搭好的故事裏添加，沒

有章法，只想著怎麼樣把它裝點得更像小說一些。 

就連這樣“隨意”地寫，還是有繞頭的時候。比如對話，自己平時話不多，為人物

設計對話也覺得似乎無話可說，好不容易擠出幾句，還像是在自問自答。因為所寫

的人物都是現實中的翻版，按理說設計對話應該比較容易，但也正因為如此，對人

物也就缺乏認真的琢磨，未能進入到人物內心，按照其性格特點來說話。 

還有另外一個難處，就是如何自然地在故事中融入信仰元素。作為基督徒，寫作不

是舞文弄墨，而是在書寫神的故事，這是創文老師們一直強調的寫作理念。問題是

我寫的故事和人物本身都是在“信仰真空”的環境中，要是出現教會十字架之類的

就太突兀了，左思右想始終找不到一個好的方式切入，最後只好放棄。 

就這樣東拼西湊，炒出一篇雜燴，覺得能講的差不多講完了，硬著頭皮寄出功課。

還好，老師看過後允許上課。 

經過課前作業的洗禮，深切地體會到小說創作的確如想像中的那樣不易，不確定幾

天的文字营是否就能夠改變這種狀況，但就目前的經驗來說，上莫非老師的課總有

收穫，所以還是很期待。 

四天的課程安排合理，有講課教導，也有練習討論，雖然節奏緊湊卻也常是歡笑伴

隨，感覺意猶未盡就過了。而且就如之前預期的那樣，莫非老師教給我們這些文字



功力粗淺的學生一套簡單實用的上手基本套路，按圖索驥也能琢磨出一個像樣的故

事。因為自己理工背景，喜歡做事情有個規矩，所以這樣的寫作學習方式很合我的

胃口。 

學到的第一招是如何起頭構建一個故事。從何處下手，是之前最困擾我的地方，自

以為小說情節是關鍵，應該先考慮。上過課才明白“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這句話

是什麼意思。其實情節要隨著人物而走，人物才是故事的靈魂。之前主次關係沒有

厘清，難怪什麼都很模糊。 

按照老師教的方法，先認識自己故事中的人物，從外貌、社會家庭背景，到心理狀

況，一點點地勾勒出一個清晰的圖像，讓人物活起來，故事才能有味道。人物塑造

也毋須只憑空想，可以從身邊熟悉的人開始，甚至可以從自己開始。當然，想像力

還是不能少，課堂上老師讓我們從一個熟悉的人開始，記下他的外貌動作等方面的

特點，再經過幾個步驟之後，就將其轉變為另外一個虛構的角色。 

在人物塑造中，最重要的是其內在的部分，包括核心性格、個性矛盾、價值觀和人

生觀。這些內在特性帶來人物選擇上的張力，並且產生各樣的矛盾，因而主導情節

的轉折起伏。 

課程講義上有一份詳細的“人物資料清單”，其上列出三十個關於人物的細節，在

構想人物的時候需要逐一思考。不要說對於虛構人物，就連對自己也從來沒有做過

如此細緻全面的分析，經過如此細緻的整理思考，就算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不活過來

也難。 

課程另外一個重點是故事情節的編排。常在教會聽見一些見證故事，內容很精彩，

可以看出做見證的弟兄姐妹真實地經歷了神的恩典，但在敘事上顛三倒四，讓人聽

得暈頭轉向，故事的感染力大打折扣，非常遺憾，所以可以瞭解敘事順序的重要。 

敘事離不開起承轉合這四個大的部分，每一個部分都有需要照顧到的情節重點。而

且，起承轉合也可以按照故事的特點重新排列組合，按照時間順序平鋪直敘並不一

定是最好的選擇，同樣的故事換個講法也許更精彩。課堂上老師用幾個耳熟能詳的

故事作為範例，帶領同學們分析每個部分的特點，並且嘗試用不同的順序來說同一

個故事。大家興趣盎然地對情節進行剪裁組合，老故事也展現出了新鮮的活力。 

課程中莫非老師也回到基督徒寫作的源動力，探討“為什麼我們要寫故事”這個根

本問題。對於用寫作來服事的人來說，這比技巧學習更為重要，因為如何回答這個

問題決定了寫作後面的動力，以及服事的態度。 

故事具有其特殊的魅力，大部分人都應該可以認同這一點。我在教會教主日學，上

課的時候講一段理論闡述與一段信仰故事，學生的反應很明顯不同。雖然兩者都不

可缺少，但是故事給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因此對於基督徒來說講好故事不是可有可

無的，而是必須的。課堂上同學討論到自己接觸到的各自有創意的講道方式，更有

效地傳遞了神的信息，同時也深感目前華人教會在這方面任需迎頭趕上。 

整個課程下來感覺最有意思的部分應該是最後的集體創作。老師讓三個同學一個小

組，用課堂中學到的方法，將一個傳統故事改編成小說。如果沒有上過課，我肯定

暈了，但既然有畫好的路線圖，就冒險闖一闖吧。三個同學湊在一起，從塑造主要

人物開始，確定他們的性格與矛盾衝突，編排情節，再到想像外貌場景對話等等細

節。坐在教室一個下午，組員們一起合作全力投入，同時也享受創意的樂趣，一直

都歡笑不斷。最後一天，各組輪流分享故事，每個故事各有特點，有寫實的，有奇

幻的，還有與歷史事件結合的，都相當的精彩。經歷了這樣實際創作的過程，自己



的信心也增加了不少，只要堅持練習，以後應該也可以拿出像樣的作品。 

到目前為止我大都是以自己的經歷為主要寫作內容，時間久了也會感覺無趣，其實

看看身邊，別人人生命中的故事也不少。特別是在教會中，常常都能聽到弟兄姐妹

分享神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為，每每總是能給我感動，有時候也很想將這個故事寫下

來，讓更多的人也可以擁有那份感動。我自己的想像力並不是那麼豐富，編不出什

麼情節曲折離奇的故事來，但記得上課的時候莫非老師說過，雖然故事外在的因素

不同，內在主題卻是不斷重複的，而真正打動人的是各個故事中共同擁有的內在主

題。我想對於基督徒來說，永恆不變的主題就是聖經中從創造，到墮落，再到拯救

與更新的故事主線。這是人們永遠需要，不停尋求的感動。如果我能夠從身邊的人

那些平凡真實，但洋溢著信仰熱情的經歷中，挖掘出這個故事主線來，這一課就算

沒有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