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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遊戲及活動設計（節錄） 董啟章

　　為促進寫作教育者的交流，何鴻毅家族基金與《字花》在
2009、2010年舉辦了「在雲上播種──寫作教育培訓工作坊」，
部分講稿收錄於《雲上播種──給寫作導師的十堂課》。上期
我們讀過關夢南的新詩及散文教學。這期董啟章跟大家分享
幾個有趣實用的寫作教學遊戲和活動，讓我們一起感受寫作
之樂。

以照片說故事

照片是一個很好的教材。通過照片我們可以引

導學生去談敍述的問題，也可以用照片去和學生試

寫故事，試寫小說。照片的性質，是在不斷流動的

時間裏捕捉住一個單獨孤立的瞬間。如果要將這些

不同的瞬間延伸、組合成故事，我們可以怎樣做？

我很喜歡用布烈松的攝影作品，他是一位很有

名的法國攝影家。他的作品非常棒，也很適合用來

教學，因為表現了攝影作為藝術形式的關鍵：時間

的凝定。他形容這些是「決定性的瞬間」──這正是

我們可以刺激學生，讓他們展開聯想的地方，然後

我們便可以在時間線上描述「現在」這一刻。如果要

有故事性，除了可以和學生講事件的順序，亦能講

及當中的因果關係。例如現在怎樣推到過去？導致

現在的過去，是怎樣的？故事要連貫而完整，細節

之間就應該有因果關係。

例如他有一張很有名的照片，畫面中有個行人

在積水的道路上跳躍行走，像是用踏跳步般。我們

可以和學生去談：他是在練輕功水上飄？還是因為

被人追而逃走？然後便可以去想導致這個畫面出現

的原因，原因指向過去的時空，有遠有近。近者是

他犯了事，或許是偷東西；遠者是大一點的背景，

他的成長經歷是怎樣的？他身處在怎樣的社會裏？

這些因素都會導致後來的事件。

我們在過程中要引導學生做出簡單的故事結

構。這可以理解成三段的過程：第一是寫背景原

因，畫面外的「過去」；第二是寫處於「現在」的畫

面；第三是之後的結果，指向「未來」。但寫出來時

不一定要用一二三的結構，先寫第三段的話就是倒

敍，先寫第二段也可以。身為導師，可以和他們慢

慢談慢慢試。

物件小遊戲

接下來給大家介紹兩個活動。今天分享的其實

都可以歸類為「組合式」的活動與練習。為甚麼我

會說是「組合式」呢？原因就是它們都是運用材料、 

小道具，加上拆解、重組詞語或故事，帶動學生進

入寫作的狀態。這是相對於學校命題作文的另一種

方法。

組合式的創作，不得不提到意大利小說家卡爾

維諾，他有一本小說名為《命運交叉的城堡》。故事

裏的敍述者騎馬開展旅途，日落時卻找不到休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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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這時他剛巧看見有個

城堡，就去投宿。在大堂裏

面他看見很多人在吃東西，

他獲邀坐下，發現在場的眾

人雖然不能言說，卻都想交談。於是他們拿出塔羅

牌，砌出牌陣，說自己的故事。敍述者將這些故事

說出來，他慢慢發現原來這些人的命運是交織的。

換句話說，卡爾維諾巧妙地借用了塔羅牌，以一組

不同的圖像串連成一個故事。這個意念很有趣，於

是我也叫同學也來試試看。方法是一人派一張空白

的牌，讓他們畫圖像，寫下一些文字，還有題目。

有些會畫得較虛，有些會畫得很有現實感，例如有

學生畫過初升的太陽。

我通常會帶上自己畫的一張牌。一般而言人多

會較好，人少的話效果會不太好，人數多的話變化

較多。學生的數目最好是所謂正方形數，即是十六

（四乘四）、廿五（五乘五）、三十六（六乘六）。我

的經驗是，有些班較奇怪，學生可能畫差不多的內

容。有一陣子，學生全都畫 Keroro！所以我會用一

些設定限制他們，讓他們不能畫相同的東西。畫好

後，大家便將字牌排出來，然後輪流出來看整個牌

陣，可以打橫、打直、左至右、右至左地看。十六

個人的話每人要看四張牌，廿五個人的話就要看五

張牌。看完便將牌的內容、排列，記錄下來，然後

寫成完整的故事。這可以訓練學生調度不同的敍事

元素，在事物之間建立關係。有些同學會用邏輯推

論的方法去寫，有些同學會用比喻性或較詩化的方

法，展示了不同的表現風格。導師在這個過程中做

些甚麼呢？我建議由導師排列紙牌，這樣較容易去

控制整個過程。如果導師和同學之間比較熟絡的

話，會運作得更好，因為你會知道他們熟悉甚麼，

可以封殺掉那些東西。這在學習過程中是很重要

的，要讓大家一起刻意做非自動化的行動，自動化

的東西一般都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

至於詩，怎樣延伸做「組合式」的寫作練習呢？

我建議環繞物件聯想的活動，請同學將物件擬人

化。準備的功夫也簡單，準備文具便可以（隨手拿

起有很多，例如圓規、放大鏡），再請同學提出聯

想。例如圓規──如果圓規是一個人，性格是能屈

能伸還是墨守成規呢？又例如放大鏡，如果小說人

物有放大鏡的性格，那是怎樣的？觀察入微？有好

奇心？有科學頭腦？還是指他小事化大、偏執？

這些聯想練習，使學生從多方面觀察事物，同

時也為他們培養出經營細節的能力。也斯的名作《給

苦瓜的頌詩》便是一個相當好的例子：

給苦瓜的頌詩  也斯

等你從反覆的天氣裏恢復過來

其他都不重要了

人家不喜歡你皺眉的樣子

我卻不會從你臉上尋找平坦的風景

度過的歲月都摺疊起來

並沒有消失

老去的瓜

我知道你心裏也有

柔軟鮮明的事物

疲倦地垂下

也許不過是暫時憩息

我卻不會從你臉上尋找平坦的風景

度過的歲月都摺疊起來

我知道你心裏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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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嗚謝何鴻毅家族基金允許轉載。

不一定高歌才是慷慨

把苦澀藏在心中

是因為看到太多虛假的陽光

太多雷電的傷害

太多陰晴未定的日子？

我佩服你的沉默

把苦味留給自己

在田畦甜膩的合唱裏

堅持另一種口味

你想為人間消除邪熱

解脫勞乏，你的言語是晦澀的

卻令我們清心明目

重新細細咀嚼這個世界

在這些不安定的日子裏還有誰呢？

不隨風擺動，不討好的瓜沉默面對

這個蜂蝶亂飛，花草雜生的世界

這首詩便是將苦瓜寫成人。它想得很特別，讀

者很容易便能看出性格，同時提出另一種價值觀。

也斯將苦瓜與其他植物比對，一步一步地去演繹苦

瓜的特徵。這首詩的出發點很簡單，但正如詩句所

說「不一定高歌才是慷慨」，它的題材很日常化，但

能夠翻出新意。可以先和同學談談這首詩，才正式

進入練習，這樣的效果通常都不錯，因為有一個有

水準的作品讓他們看：這種寫法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如果是高年級的同學，或者程度較好，我會將

練習變成為寫信，讓同學想像自己是某種物，寫信

給另一樣物件，寫出兩者之間可能的關係。一併收

回後，就調亂分派給同學。同學收到信就要回信，

回信意味着要去回應、評論同學的作品。這樣會令

同學有動力在下一次練習中做得更好。

總括而言，課堂上的寫作練習，導師需要提出

簡單、清楚的指令，最好能讓學生在過程中代入新

的視點，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材料，重新組織成為

新的作品。正如卡爾維諾所說：「惟有一些平淡而	

堅實的東西可以讓創造誕生：幻想有如果醬，你必

須把它塗在一片堅實的麪包上；否則，它終究會

像果醬一樣，不成形狀，你無法從中創造出任何	

東西。」	

預告
下期郭詩詠博士與大家分享同題寫作的技巧，請密切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