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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眼中的書世界 

故事可以這樣寫 

文華高中一年三班  謝備殷 

以下三項不是規則，而是誓言，大聲說出來。 

本人在此鄭重宣誓： 

1.儘可能常常多寫作 

2.尊重自己的作品 

3.多閱讀別人的作品。 

我接受以上責任並永遠遵守誓言。（P.026） 

《故事可以這樣寫》，由蓋兒．卡森．樂文著、麥倩宜譯，天衛文化

所出版，作者在一開始便寫到「這本書談的是怎麼寫小說和故事，但對我

們書寫各種形式的文章都有幫助，諸如電子郵件、散文、問候卡、情書，

甚至以噴射機在空中書寫廣告文案等。」，就如同封面所寫的，是一本「創

作絕技手冊」。 

本書主要分為「凌空而起」、「用心放膽」、「深耕」、「繼續深入」以及

「永遠寫不停」五部，每一部再細分為數章。 

第一部分為「流暢的開始」、「我為什麼寫這本書」、「閉嘴！」、「有了！

靈感來了！」、「全心投入」以及「注意觀察」六章，第二部分為「講究細

節」、「生動的細節」、「創造角色的助手」、「讓主角受苦！」、「對話」、「回

到開頭」、「我在哪裡？」、「我是誰？」、「聲音」和「從此以後幸福快樂 --

或者不是」十章，第三部分為「堅持到底！」、「手術室」和「作家團體和

其他助力」三章，第四部分為「展現與述說」、「神奇字眼」、「我閉著眼都

認得他」、「運用肢體語言」、「方法寫作」、「寫些俏皮話」、「合適的名字」

及「改寫童話故事」八章，最後，第五部則分為「為了振奮精神而寫」、「出

版你的作品」以及「結尾寫作練習」三章，總共細分為三十章。 

在這本書中，有幾章是我特別喜歡的。像是第三章的「閉嘴！」，篇

名還蠻有趣的，但其實在我看來應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相信應該很多人

都有這種經歷，像是寫到一半腦海就冒出個「這個句子真是蠢死了」、「我

到底在寫什麼鬼東西」之類的，有句話是這樣說：「語言是只會對人類產

生的一種束縛」，沒來由的想著自己的不好，就可能會真的越來越糟、什

麼點子也沒有，而這章便是要自己腦袋裡嘮叨的批評聲閉嘴，如同作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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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最後所說的：「每一回當你認定自己的構想不佳，或者你告訴別人你

寫的很糟--你每說一次，就等於讓嘮叨的批評聲獲勝，而你因此付出很大

的代價，也就是你的創作力，那正是你之所以為你的一部分。」（P.033）

應該是要我們學著對自己的創作有信心吧。 

而第九章「創造角色的助手」，作者提供了一份個性問卷，以幫助我

們打造一個令人難忘的角色，但內容有些奇特，打造角色需要姓名、外觀、

種族是沒錯，說話的方式和肢體特色每個人都不相同這我也能理解，但角

色的隨身物品和房間的擺設又和這個有什麼關聯？本來是有些納悶的，但

後來仔細回想一下我所看過的小說，似乎又能明白這是為什麼。 

舉例來說，在《特殊傳說》裡，有個作為主角的學長、名為冰炎的角

色，主角總是形容他學生宿舍的房間好貧瘠、除了桌椅電視機床和衣櫃之

外什麼也沒有，乍看之下的確沒什麼，但事實上卻是反映出了冰炎這個人

對於簡單整齊事物的喜好和他一絲不苟的個性。再舉一個例子，同系列的

書裡有另一個名為萊恩的角色，是主角的好友之一，不論是在砍妖魔還是

閒晃，身上總會帶著一盒飯糰，在作者的設定中是個存在感很低的角色的

他，卻因為隨身攜帶飯團的習慣讓人怎麼也忘不掉。像真實生活中每個人

的喜好和個性都不相同一般，有些人總是放任房間變的一團亂、有的人將

架上的物品排列得整整齊齊，有人不論冷熱四季都圍著一條圍巾、有人不

論到哪都是書不離身，說不定只要一個小小的髮飾，就能使角色成為目光

的焦點。 

作者在書中寫到：「有一支炸雞的老廣告這麼說：『要強悍的人才做的

出柔嫩的雞。』同樣的，要有冷酷無情的作者才能寫得出好故事。」（P.071）

這就是第十章所要表達的--「讓主角受苦！」 

現今抒情歌曲的音樂錄影帶和愛情小說不就有這麼一種格式？相愛

的男女主角其中之一若不是一開始就得絕症或車禍身亡，不然就是為了某

種原因替對方死，不知該算有良心還是沒天良，有些就到此結束讓其中一

方去懷念，有些則是讓兩個傷心的靈魂投胎轉世，輪迴再次安排了相同的

戲碼--只不過這次死的是另一個--難道到第三世才肯讓兩個人過幸福快樂

的日子嗎？劇情很老套卻很管用，越悲慘就越多人愛看，如同作者在書中

提到的：「要加倍冷酷，讓你的讀者喜歡你的主角，如此他/她在受苦時讀

者也會跟著受苦。」（P.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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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本身也是屬於閒著沒事就會動筆寫一些怪東西的人，但有時角

色設定做好了、也讓他受苦受難了，但是卻怎麼樣也想不到接下來該怎麼

做，於是就想這樣放棄這個故事，「想不出接下來要寫什麼便覺得氣餒而

停筆，其實他們大可以繼續寫下去，成為未來的紐伯瑞文學獎或國家書卷

獎的得主。他們停止寫作是因為不明白這項真理：根本就沒有完美的書或

完美的故事這種東西。」（P.116）我想，第十七章所強調的便是最重要的

一個動作--「堅持到底」。往往到了關鍵點想不到讓主角突破困難的方法

時，就會忍不住想放棄，於是好不容易耕耘的田地就這麼荒廢，卻怎麼想

都覺得不甘心，之前所花費的時間好像通通都白費了，但是想繼續下去卻

又沒有任何靈感，說不定下次可以試試作者的辦法--丟在旁邊不管一陣

子，讓腦袋恢復運轉，三小時或三天後，答案自然會浮現。 

而最後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章節，第二十六章「合適的名字」，我認

為替角色命名或給各種事物冠上名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名字有時也能成

為書裡某個角色的秘密。漫畫《家庭教師》中，有許多名詞都是由義大利

文所翻譯，往往也很貼近表現出來的形象，像其中有個名為彭哥列的家

族，家徽裡有蛤蠣的圖案，彭哥列的義大利原文也正是蛤蠣的意思；而《特

殊傳說》裡主角的學長是混血的王子，禁忌的真名是颯彌亞，雖然說這個

名字本身可能不是由任何語言翻譯、不具任何意義，但是光是這個名字，

就會使人覺得擁有這個名字的人擁有高貴的身分，更何況這個名字本身就

是個秘密的存在；又或者是小說《不殺》裡的主角利奧拉，某些時候神情

總是十分冰冷，他也有另一個名字--銀月，雖然作者本身並沒有說明這個

名字所代表的涵義，但是就利奧拉和銀月這兩個名字，就會讓我聯想到西

班牙文的「La Luna」這個詞，因為這個詞就是月亮的意思，所以說，找個

適合的名字，是不是個重要又有趣的事呢？ 

而在看完這本書以後，我認為我得到了許多有幫助的資訊，也稍微能

夠明白有些我所喜歡的小說為何能吸引我，也許只要擁有令人難忘的主

角、生動的對話、精采的故事開頭與結尾和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創造力，再

怎麼平凡的小路也能成為連接世界的軌道，我想如果下次腦袋裡又有一些

東西出現時，我可以試著拼湊那些零散的碎片，或許並不會很容易，但是

我想我會努力將它們黏貼成一條不是很完美的路 --因為完美並不存在--就

用那份最重要的、「堅持到底」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