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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詩詠談圖文對寫的技巧
轉載 《雲上播種 ——給寫作導師的十堂課》

為促進寫作導師的交流，何鴻毅家族基金與《字花》在2009及2010年

舉辦了「在雲上播種──寫作教育培訓工作坊」，而《雲上播種──給寫作導

師的十堂課》一書所載的便多是第二屆講者的講稿。上期我們節錄了董啟章

的寫作教學遊戲及活動設計。這期將由郭詩詠博士分享圖文對寫的技巧，希

望給老師一些寫作方法上的提示，再逐步帶領學生感受寫作之樂。

據我的經驗，初學寫作的同

學們很難去「無中生有」，他們會

覺得「自由題」很難寫，甚至不

知要寫甚麼。其實圖片和照片是

很好的寫作題材，但是，寫照片

也有很多方法，所以導師適宜在

閱讀環節給他們一點輔助，一點

啟發。這裏我選了小思、阿濃、鄧達智《香港老照

片（貳）》、張愛玲《對照記》、西西《剪貼冊》和《拼

圖遊戲》裏的篇章，作為「圖文對寫」的教材。它們

在坊間較容易買到，在教學上亦容易操作。大家明

白了選材的竅門後，可按學生的趣味再變化。

大家都知道「圖文寫作」指的是「圖」和「文」之

間的對話，兩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沒有圖，文

字就無法看明白；沒有文，圖就顯得不明所以。因

此，那幅「圖」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插圖」，它跟文

字是互補的。

「圖文寫作」大致可歸納為四種寫法：第一是

「純粹」看圖寫作，寫的範圍與圖的內容相約，圖文

關係很密切；第二是補充法，補充圖背後的故事，

並加入更多情感意義；第三是圖和文若即若離，圖

只是起點，作者以此為「興」，任意創作；第四是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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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選擇教材──相同題材的不同寫法（節錄）� 郭詩詠

貼，為圖片加工，突破想像空間。我通常會由最基

本的寫法開始教起，慢慢帶同學欣賞不同的寫法。

例一  小思〈灣仔後街〉

先談第一種「純粹」看圖寫作，建議教材為小思

的〈灣仔後街〉。小思用的是比較傳統的寫法，也就

是我們中學時代所學的那一種：先觀察，然後根據

圖片裏的素材去寫。文章很短，不用三分鐘就看完

了，但有幾個重點非常值得跟同學討論。

首先是細心觀察。圖是寫作的起點，因此觀察

是很重要的。開始時，導師可以跟同學一起觀察

照片中的事物，一起數數裏面的素材，然後才看文

章。小思在文中把照片裏的東西全寫到了，而且寫

得很細緻──她不是流水作業地把圖中的事物羅列

出來，她有細心地觀察，連褲的弧度也留意到了。

其次是聚焦。圖文寫作裏，不但圖要跟文字有

關，而且敍事者要跟那幅圖產生關係。換言之，要突

顯「我」的位置，要為讀者提供一個「我看」的角度。

看照片時，一般人都會先留意那對男女，但小思卻把

焦點放在最不起眼的街招上。這種處理不僅突顯了它

與作者的密切關係（敦梅學校是小思的母校），更能

帶讀者去發現他們原本「視而不見」的東西。

   整理：曾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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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是佈局，也就是題材和層次的安排。在

這裏，小思不是由上而下（或相反）去寫，而是採用

了螺旋向內的方法，先交代時代和地點，然後從左

下角的木頭車寫起，到右下角的汽車，再繞上去寫

大小街招、晾着的衣褲，再次是中間的一男一女，

最後聚焦在敦梅的招生廣告。它是一個彎形，好像

日文的「の」字。

因此，雖然〈灣仔後街〉的寫法很規範，文字

內容基本上亦沒有比照片多，但作者用了一個很好

的結構，非常細緻的觀察，帶讀者去「看」。傳統的 

寫法易學難精，還是有許多值得同學「温故知新」的

地方。

例二  阿濃〈「鵝姐姐」〉及鄧達智〈深秋古塔〉

第二種寫法是補充，基本上仍扣着圖來寫，但

會補充一些圖裏面沒有的東西，如拍照當日的情

景，照片背後的故事等等。阿濃〈「鵝姐姐」〉就示

範了這種以補充為主的寫法。在這篇文章裏，阿濃

先據照片的內容，交代「鵝姐姐」（玩具木鵝）的由

來，並介紹照片中兩個女兒。然後由感情要好的女

兒，寫到兩個兒子（不見於照片）因為爭奪玩具而被

他教訓的故事，及後又寫到孩子的另一種玩具（孭

帶）。故此，文章的後半部分是一

種補充，由鵝姐姐這玩具說開去，

觸及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作者身

為父親如何教育孩子等等。雖然並

不直接跟照片的內容相關，但大

抵上仍圍繞相近的主題。

接着可以跟同學看鄧達智

〈深秋古塔〉。為甚麼會選鄧達

智這一篇呢？因為我們要有個

對照。這篇文章寫得很像旅遊簡介，「屏山聚星樓，

香港景內惟一古塔，建於清初，高七層，擋北煞，

鎮洪水……」，文章裏沒有「我」。圖文寫作裏我們

要求有「我」，要有一些東西跟「我」發生關係，但

鄧達智在最後一段才稍稍提到自己，「我」的展現實

在太少了。導師要提醒同學不可以這樣寫，因為寫

出來會好像旅遊指南，看起來會很枯燥。

這一課之後，導師不妨請學生帶一張照片回校

做分享，一起做圖文寫作。因為要做「補充」，選 

照片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照片裏最好有一兩件能勾

起故事的事物，這樣敍述時才會有重點，才容易寫

得好。

例三 張愛玲《對照記》

接着的例子是張愛玲。這一

則《對照記》結合了剛才第一、二

種寫法，不那麼平鋪直敍，是一

個「進階版」。《對照記》裏的圖

二，是張愛玲寫自己小時候的照

片，但她玩了一個小把戲──她

不認得自己。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遇，她

怎樣去把自己認出來呢 ? 而在這個重認自己的過程

中，她想起了自己和母親的關係。

張愛玲怎樣寫自己和母親的關係呢？就靠照片

中的孔雀藍色，她母親最喜歡的一種顏色。她先

寫照片的顏色，再寫自己也喜歡這種顏色，到最後

帶出自己跟母親血脈相連。中間的部分我們會看到

張愛玲對環境的細緻描寫，這個可特別讓同學去學

習。「一張小書桌迎亮擱在裝着玻璃窗的狹窄的小

洋台上，北國的陰天下午，仍舊相當幽暗。我站在

旁邊看着，雜亂的桌面上有黑鐵盒水彩畫顏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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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瘦的黑鐵管毛筆，一杯水。她把我的嘴脣畫成薄

薄的紅脣，衣服也改填最鮮豔的藍綠色。那是她的

藍綠色時期。」簡單幾句就構成了一個完整場景，讀

者隨着文字，彷彿進入了當日的氛圍，跟「小張愛

玲」一起仰望她的母親。

這個當然是一個高水平的寫法，藝術性再多一

點。雖然同學未必能一下子寫出這樣的水準，但

讓同學們看看也是好的，「取法乎上得其中」，讓他

們明白原來熟悉的題材也可以拉開距離去寫，可以

耍一點小把戲，不要總是寫「照片中的小孩就是我

了！」這些傻乎乎的句子。

例四 西西〈花貌〉、〈曲棍球棒〉

第三種寫法是圖和文保持

若即若離的關係，也就是說，

圖只提供一點材料或是話題，

作者借那幅圖去發揮想像，寫

其他東西。這種做法有點像舊

詩裏「興」的手法。西西的《剪

貼冊》、《畫／話本》和《拼圖遊

戲》裏有大量作品採用了這種

手法，是很好的教材。

以西西的〈花貌〉為例，圖畫裏只有一個人在摘

花瓣，看似沒有甚麼好寫的。西西的處理是扣着花

瓣的數目（圖中的花共有七塊花瓣）倒數來寫，每一

個數字都提供了一連串的聯想：「花又不是七弦琴，

花又不是一個星期的七天。然後，他就把一葉花瓣

扔掉。然則六又怎麼樣，雪花是最美麗的六瓣花。

以色列的旗上是一枚大衞之星，六角形，但想起某

些雨落在花上，花朵都枯萎了，所以對於六沒有甚

麼好說。而且到了星期六，每個人神不守舍。」

那麼「零」呢？「如果花朵沒有瓣，且把莖咬在

嘴裏，且做一陣浪迹江湖的的紋次郎」，真是非常

幽默的結尾。雖說圖文關係是若即若離，但其實文

字始終沒有離開過那幅圖，把一朵花逐瓣摘下來，

是一個由「有」到「無」的過程，而由「七」倒數到

「零」，剛好在結構上呼應了圖片的內容。而且以數

字把零碎的聯想組織起來，可使文章脈絡清晰。

第四種方法是拼貼，也就是為圖和照片加工，

擴大想像的空間。當原來的圖無法滿足你的要求，

你就不如進一步去改造它。你可以把不同的圖貼在

一起，也可以畫一些東西上去。如果圖文寫作是一

份家課，不妨鼓勵同學做拼貼，找一幅圖加工，再

配上文字。西西的〈曲棍球棒〉，原圖本來只是幾張

設計師椅子，但西西就把一隻貓貼了在椅上，為那

隻貓取名花花，並以花花第一身的角度，談談坐在

這些椅子上的感受。這樣一來，一篇介紹就變得有

趣多了。如果將西西這一篇跟鄧達智那篇去比較，

你就會明白其中的差異。

為了展示相同題材的不同寫法，導師宜多選幾

篇不同的篇章。記緊「對比」是十分重要的，同學通

過對比，可掌握到不同寫法的特點和好處。教完這

幾種方法之後，大部分同學都會對第三和第四種最

感興趣，不過交回來的功課往往是第二種。其實每

位同學都有自己的個性，導師評改時應考慮他整體

的處理，不能說一做拼貼就打高分。

除了選取名家作品做教材，導師也可以搜集同

學的功課，給下一屆的同學做例子。許多同學的作

品都很有創意，能展示不同的題材的不同寫法，而

且看同輩的作品特別有親切感，所以把功課儲起來

是十分重要的。 

＊ 特別鳴謝何鴻毅家族基金允許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