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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羅智成

說故事的技藝

人，是用故事餵養長大的。小時候父母唸床邊故事，長大後讀書中記錄的故事，有了孩子

之後則換成自己講故事給孩子聽，人類就這樣一代接著一代，透過講故事的方式，傳承各種教

訓和歷史。

其中有一群特別擅長講故事的人，講的故事太厲害了，不但自己的家人朋友愛聽，其他人

也都愛聽，而且樂於代為流傳。古代的神話故事，後來的經典小說與童話故事，都是由一群非

常會講故事的人所編織。

到了當代，更是「會講故事者得天下」，世界上最成功的企業或暢銷商品，最有名望的人物，

都很擅長講故事，或者找擅長講故事的人來幫自己編故事。

本文將介紹一批傑出的說故事工作者所寫的說故事技藝專書，這些書將能協助讀者學習說

個精彩的好故事，贏得工作與人生。 

《會說故事，讓世界聽你的》／三采 

廣告人，堪稱當今世界最會講故事的人種，他們透過講故事，向企業提案，拿下數以百千

萬計的預算，幫企業設計與包裝故事，使之廣泛流傳，好感動目標讀者，願意掏錢購買企業生

產的產品，或你希望世界聽進去的觀念。

《會說故事，讓世界聽你的》是臺灣知名廣告人盧建彰導演所寫的書，本書從盧導自己的

實際工作經驗入手，介紹了說故事的強大威力，還有說個感動人心的好故事的技巧，以及為什

麼你真的應該學好說故事能力的原因。 盧導自己就是個十分擅長說故事的人，整本書讀來好像

朋友跟你說一個又一個的好故事一樣，溫暖而不費力。 

還不知道為什麼應該學會說故事嗎？讀讀盧導演這本書吧！ 

《教孩子讀懂文學的十九堂課》／木馬文化 

想要寫出好作品，除了多觀察世界，留意文章版面的呈現方式之外，多讀好作品也是必要

的一項學習。坊間雖然不乏教人閱讀文學作品的書籍，卻始終充斥太多理論討論，頗有一定難

度。不過，湯瑪斯．佛斯特的《教孩子讀懂文學的十九堂課》卻是一本精彩的例外。

佛斯特直接以大量的文學作品來解說，閱讀文學作品裡的弦外之音的秘訣。佛斯特先向讀

者們介紹了故事寫作的原型，讓大家對於故事有個基本的理解，再依序告訴大家，出現在一個

故事裡的各種元素，除了作為展現故事本身的情節橋段之外，還有哪些象徵意義？例如，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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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故事裡出現下雨的場景時，不能單純只是看成下雨，還必須讀懂下雨這個情節的隱喻、寓意。

佛斯特還直言不諱地告訴讀者，這世界上所有的故事，都是抄來的。每一個故事都是既新

又舊，每一個新近被創造出來的故事都有所本，創作故事的人會從自己過去的閱讀經驗和受啟

發的故事中，借用可以放到自己的故事裡的元素。所以莎士比亞、聖經、希臘神話中的元素，

常常出現在現代故事裡。改編或借用並不會讓你的故事失色（只要不是一字不漏的抄襲）。

當我們學會如何拆解故事中的意義，並挪用合適自己故事的部分加以闡發時，便又學會了

一項創作故事的技能。因此千萬不要小看閱讀之餘創作的幫助，閱讀本身就是一種深度觀察他

人作品並且去蕪存菁的過程。 

快寫筆記，訓練思考－《零秒思考力》／悅知文化 

《零秒思考力》一書的主題雖然放在培養思考能力，不過書中推薦的方法「寫筆記鍛鍊思

考能力」卻也非常適合用在寫作練習上。作者赤羽雄二建議讀者，每天十次，每次一分鐘，寫

各種筆記，利用快寫筆記的方式，記下腦中正在萌生的想法。每天寫十篇，一個月就是三百篇，

一年就是三千六百五十篇。透過大量且快速寫筆記的方式，挖出腦中的想法，逼使自己從不同

角度看待問題。只要長期堅持下去，生活中各種問題幾乎都能找到解決辦法（畢竟人會困惑的

問題也就是固定那些）。

寫筆記還有幾個好處，像是深入挖掘自己腦中的想法，把想法留住（不寫筆記的話很快就

會忘掉了），也是活化腦袋，擴張思考的一種絕妙練習。

平日常常使用腦袋思考各種問題，記下想法跟解答，當真的碰到問題時就能迅速的組織腦

中的想法，得出好的答案，是為赤羽雄二的「零秒思考力」。 

想像力決定寫作力－《幻想的文法》／四也資本 

喬安尼．羅達立這本《幻想的文法》，是一本很不簡單的作品。羅達立的書提出 43種鍛鍊

故事寫作與敘述的技巧，都是從古今中外的名著中提煉出來的規則和方法，再將之設計成師長

可以在課堂或生活中引導孩子發想設計的技巧，是一本既能當培訓孩子說故事能力的精彩作品。

例如，在民間故事法、改編法、意外法、逆轉法、續集法、混血法這幾種技巧中，羅達立

鼓勵師長引導孩子去改編熟悉的童話故事，以注入新元素的方式引導孩子從舊文本中創作出新

故事。像是如果小紅帽能夠騎馬比大野狼還快趕到奶奶家，會發生什麼變化？

卡片法則是將故事的基本元素拆解成 20張卡片，讓孩子們針對每一張卡片設計故事情節，

最後再混合成一個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說故事和想像力練習。連動法和關鍵字法，則是引導

孩子蒐羅編織故事所需的字彙的技巧。如何從一個字出發找到一群可以用來組織故事的字彙，

羅達立作了實例解說，更解說了隱藏在此技巧背後的原理。

這本書不但能當作想像力與說故事能力的培訓手冊，更能窺見人類說故事能力背後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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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是不容錯過的精采佳作。 

《大小說家如何唬了你》／大寫 

遠古時代的人類，以說故事的方法，處理過度複雜且難以理解的自然現象，將各種自然現

象分類、編碼，建立一套秩序，構築出人類生存的世界。人類以說故事的方法，降伏這個不可

降伏的世界，人類成為擅長說故事的物種，人的大腦也因此接受了說故事的規則。

《大小說家如何唬了你》一書，便是從腦神經科學的角度切入，暢談 12種人類大腦容易接

受的故事發展模式，像是好故事比好修辭重要，因為人類天生是愛聽故事的；永遠要聚焦，故

事的本質就是簡化複雜世界的資訊；故事必須有情感，光只有邏輯和理性的故事無法打動人心；

想清楚故事主人翁真心期盼的目標，這個目標同時也要是讀者有興趣的；深入挖掘主角內心的

問題，讓讀者認同主角本身的問題；透過具體的細節呈現故事，但也不要過於細碎，每一個細

節都與故事主軸、主人翁必須面對的問題有關；好的故事必須有衝突；好的故事必須能讓大腦

感受到明確的因果關係，故事中所有發生的事件都是為了和故事主人翁產生呼應，故事中不存

在沒有意義的事件或橋段；盡可能讓主人翁吃苦；在故事的各個不經意處鋪哏，引起讀者想要

繼續往下讀的好奇心⋯⋯。

作者透過出好故事必須具備的十二元素，結合腦科學的知識，給介紹讀者創造出能夠吸引

讀者，產生共鳴的好故事。創造故事不能只有熱情，還必須懂得能夠引發讀者腦中意識共鳴的

方法與規則，才能事半功倍。 

編劇寫作的聖經－《故事的解剖》／漫遊者文化 

羅伯特．麥基的《故事的解剖》是目前臺灣出版過的編劇寫作方法類的作品中，最厚重的

一本，全書超過四百頁，橫跨 19項編劇寫作必須具備的能力。《故事的解剖》的優點是結構完整，

並不排斥介紹非商業類劇本的寫作技巧，公允而客觀的解說每一種劇本的特質，雖然全書的焦

點仍在商業電影的寫作技巧的傳授上，畢竟是專業編劇編寫的編劇方法書，協助更多有心從事

編劇的人把劇本賣出去還是很重要的。

這本書最好用的地方，除了各種編劇手法的解說十分細膩而清楚外，還有圖解與範例，讓

人更加一目了然，甚至過目不忘。例如，作者以圖說的方式，建構了戲劇故事的結構，還有運

作過程，以及故事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主人翁與世界的價值的落差／衝突，麥基都以清楚的圖

說向讀者解析。即便將來不再重讀這些文字，只要複習圖解，也能回憶起書中的重點。

本書被譽為編劇聖經，當之無愧。舉凡編劇所需使用到的技巧，從角色的設計、故事的結

構、場景的運轉，到對白的編寫，從故事設計的最微小元素到最宏觀的結構，全都包含在其中。 

創造一個能讓讀者認同主角的故事－《先讓英雄救貓咪》／雲夢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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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跟電影看得多了，總會碰上一些無法進入狀況的作品，歸咎起原因，未必是戲劇的

套路太老，說實話懂編劇或故事設計的人都知道，故事和人物角色的原型就那麼十幾種，大家

都是抄來抄去，只是各自的組合方式不同，加上發生的時代背景不一，探討的主題各異，於是

演變出各種各樣的故事。

那麼，為什麼有些作品就是讓人無法進入狀況，感受不到作品本身的意圖，或者說無法產

生共鳴？《先讓英雄救貓咪》的作者布萊克．史奈德直言，是因為作品中的主人翁想做的事情

（某個遠大的目標，同時也是作品想要證明的前提），無法獲得觀眾的認同，甚至根本就討人厭，

所以讓觀眾進入不了狀況。

一部好的作品，最首先要緊的是，讓觀眾認同主角，即便他是個壞蛋。如果觀眾不能接受

這部作品裡的主人翁，不能認同他的遠大目標，就注定是一部失敗的作品。那麼，要如何替故

事的主人翁贏得觀眾的認同？

史奈德提出了一個絕妙的法則，「先讓英雄救貓咪」，一場介紹主人翁出場，講述主人翁

的性格，還有他所想完成的遠大目標的戲，來讓觀眾了解主人翁是什麼樣的人？為什麼會成為

這樣的人？為什麼想要完成那個夢想？在救貓咪這場戲裡，是未來故事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

同時也必須說服觀眾接受主角的夢想跟性格，最好能愛上他。

當然這本書不只是介紹「先讓英雄救貓咪」這個編劇秘訣，還仔細介紹了好萊塢電影的類

型（屋裡有怪物、英雄的旅程、阿拉丁神燈、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等十大類），還有電影故事該

如何架構主題與情節（史奈德的 15個劇情轉折，還有編劇的 40張字卡）。

史奈德自己相信這一套不敗編劇公式（因為他成功靠這套公式賺進了數百萬美金），在書

中也傾囊相授，還點出了一些爛電影常犯的錯誤，教你如何修改劇本初稿，是本不可多得的編

劇手冊，想成為劇作家甚至是想寫小說的朋友，都不容錯過。 

寫作是一種治療－《療癒寫作》／心靈工坊文化 

人原本都是熱愛創作的，然而，生活方式與生命經驗卻常常阻礙了人的創作能量之發威。

好比說，明明有個故事很想寫，卻始終沒辦法靜下心來寫。在導入寫作技巧以提升寫作能力之

前，有一件事情必須先做，那就是修復受損的創作力。

如何修復受損的創作力？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我覺察，並將覺察結果書寫出來。具體使用

的技巧之一，是《創作，是心靈療癒的旅程》作者所提出的每天書寫「晨間隨筆」，以釋放腦

中的各種想法。

另外一個技巧，則是《療癒寫作》作者娜坦莉．高柏過去提出的《心靈寫作》，透過結合

心理諮商、心靈冥想等技巧，以書寫的方式將個人生命故事和情緒感受透過文字呈現在紙上。

《療癒寫作》則是作者最近的一本新書，引導讀者透過靜默生活的安排與執行，啟動寫作

能量。高速而忙碌的生活只會壓抑甚至毀損人的創作能量，但如果願意把自己投入緩慢而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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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型態，讓自己慢下來，便能夠讓各種感受變得更加敏銳而深刻，也更能把握因為忙碌而

被我們拋卻在腦後的各種感覺。

靜默是一種深入生命深層的自我覺察過程，透過這樣的自我觀察，人能夠體會自己對於各

種事件的感受。透過文字抒發自我覺察的結果，不但常常是非常棒的作品之外，更是人面對曾

經讓自己受傷的痛苦的好方法。 

釋放心靈的寫作技巧－《靈魂寫作》／啟示 

《靈魂寫作》一書的脈絡，跟《療癒寫作》一樣，都著重在個人創傷經驗與內在心靈的探

索。差別在於，《療癒寫作》花比較多的篇幅介紹生活作息的調整與默觀修練對於書寫之好處，

《靈魂寫作》則在此基礎上還加了具體的操作建議（另外一個小差異是靈修傳統，《靈魂寫作》

偏重基督信仰路線，《療癒寫作》則貼近佛教禪宗）。

《靈魂寫作》提出四個寫作步驟，分別是現身、敞開、聆聽與貫徹。

1.現身：準備一本空白筆記本，跟一隻好寫的筆（作者不建議使用電腦，但也絕非不可以），

給自己安排固定的時間和地點，安靜地坐下來，建立自己的寫作儀式，連續在同一個

時間地點寫上三十天。單單只是寫，心無旁鶩的寫，直到內在深處的核心問題意識浮

現。

2.敞開：從目前最困擾自己的事情開始寫，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無論是好或壞的念頭。不要讓

道德判斷干擾了書寫，直接與內在最深層的感受對話，並將內心深處的話語說出來。

快速而無間斷的寫，不要害怕敞開內心之後看見的東西。好好的把生命故事寫下來。

3.聆聽：反覆操練前兩個步驟到熟悉之後，轉換角度，不再只是去說出內心深處的話語和自己

的生命故事。開始安靜，聆聽靜默之中的聲音，替那些即將到來的聲音和話語預備空

間，讓那些聲音發生，然後紀錄下來。感謝那個聲音，願意對你說話。也可以試著對

那個聲音提問，但不要勉強它給你答案。完成一切的書寫之後，記得簽上你的名字和

日期。

4.貫徹：最後也是最難的一點，持之以恆的堅持書寫功課，跟隨你的內在之聲，不要被外在世

界的忙碌行程牽引而離開。

透過靈魂書寫，人們可以重新理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生命故事，特別是那些曾經讓自己受

傷的，得以因此而放下、原諒並且獲得療癒和解脫。

寫好論說文的秘訣－《小論文大師教你寫作的技術》／大樂文化

論說文寫作是許多人的惡夢，特別是想報考公職和研究所的朋友，常常對申論題解答規格

不熟練，導致明明書念得滾瓜爛熟，卻因為表達方式錯誤而考砸。《小論文大師教你寫作的技

術》一書，雖然介紹的是六百字左右的小論文寫作格式，不過，只要按比例放大文章規格到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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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字數，書中傳授的小論文寫作秘訣，在國家／研究所考試上還是很適用。

一言以蔽之，為什麼許多人論說文寫不好，因為把論說文當成作文來寫。論說文跟作文的

寫法不一樣，作文以表達作者個人情感與價值觀為主，論說文則必須客觀解析問題的成因，說

清楚正反雙方各自的意見，再確實告知寫作者自己的立場，以及關於問題的具體可執行解決辦

法（行動），缺一不可。

《小論文大師教你寫作的技術》有非常多的實戰練習題，也根據每一種練習題製作的正確

與錯誤的答案供讀者參考，更傳授了一手發想論說文解答的秘訣（圖解歸納法），書也不厚，

很值得需要撰寫小論文的朋友參考。 

《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自白》／商周

書名是作者艾柯的一個玩笑。寫下本書這批文章的艾柯，當時已經 77歲，絕不年輕。只不

過，他認為自己 49歲才出版第一本小說，寫作年資不過 28年，還算年輕，更相信自己爾後還

會繼續從事創作，故而以《一個青年小說家》的告白為此書的書名。

艾柯是誰？義大利的學者，原本研究中世紀與符號學，卻以《玫瑰的名字》享譽全球，熱

賣超過一千五百萬冊，多數讀者相信《達文西密碼》是向艾柯致敬的通俗娛樂版。

艾柯在這本書裡，透過他所撰寫的小說，和讀者談談創作所經歷的一些不為人知的祕辛，

還有做好創作應該具備的一些秘訣。例如，嚴謹的考證出現在小說中的各種布局和場景。艾柯

說，他為了小說中需要用到的船，自己畫了一張模型圖。為了瞭解主人翁在巴黎街道上走路可

能會看見的風景與碰上的狀況，實際飛到巴黎去走了一趟。類似這一類嚴謹考究場景細節的取

材，讓艾柯的小說行文敘述變得嚴謹而有邏輯，讀起來栩栩如生，雖然是虛構卻讓人相信。

另外，艾柯也駁斥靈感說，他相信創作能量，來自穩扎穩打的腳踏實地耕耘。艾柯毋寧認

為，透過文字流洩的各種想法和圖像，必然有某種基底，是過去的人生的某一個時刻曾經閱讀

或經歷過的事件之轉化甚至根本照抄，只是創作人在創作當下或完成創作之後，不一定會憶起

讓他如此創作的根本而關鍵的畫面。艾柯舉了自己創作《玫瑰的名字》的故事為例，因為許多

年前，腦中就出現了那幅日後被寫進小說裡的關鍵畫面，等待因緣具足時，透過文字將之記錄

下來。 那個畫面也未必是所謂的靈感，更可能是作者自己針對某個主題長年鑽研，蒐集資料，

最後得出的一個答案之提示。

除了談及自己的創作歷程之外，這本書裡還收錄了解析小說文本的一些常見狀況，以及艾

柯自己的回應。例如：當某些讀者相信故事中的某些人和場景是真實的時候，他（作者）會如

何回應這些讀者的堅持？以及文學評論與創作文本之間究竟該如何拿捏彼此之間的關係？還有

羅列思想觀念與物品清單對於創作本身的幫助，全書十分好讀且充斥著艾柯式的博學寫作手法，

對於渴望成為創作人的朋友來說，應該頗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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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心靈的窗戶，迎向書籍的召喚，讓我們遨遊在更廣闊、豐盛、精采的世界。
詩人羅智成

 《開啟創作自信之旅》／遠流

對所有從事創作的人來說，「恐懼」是得一輩子的對手。恐懼自己有一天會江郎才盡，憂

心自己根本沒有才華，害怕自己的作品不夠好，擔心別人不喜歡自己的作品⋯⋯，對於創作，

人們始終因為其成果的不確定性而感到焦慮，恐慌，害怕。 恐懼創作可能造成的失敗，會將許

多心意不夠堅定或將創作浪漫化、天才化的人，阻擋在外，也會讓已經投入創作但卻遲遲無法

取得明確成果的人卻步。恐懼可以說是一種篩子，過濾掉心意不夠堅定的創作人。

《開啟創作自信之旅》一書的作者，為了幫助身陷恐懼控訴與綑綁的創作人，深入剖析創

作與恐懼之間的關係，導入各種解決辦法，引導創作人逐步破除恐懼之心，鼓勵創作人建立好

的創作心態與模式對抗內心的恐懼。 創作人對於創作所產生的各種恐懼與幻想，除了對自己的

信心不足之外，大多也是對創作有錯誤理解所導致。舉例來說，作者提醒創作人，不必然是能

夠擺進博物館等級的優秀作品才叫創作，通俗作品也是創作。創作一點都不難，好比說寫作，

只要一直持續寫其實就是一直堅持走在創作的道路上。

拋棄那些錯誤期待與想像，從你可以達到的程度開始，別管世俗社會的評價或眼光，也別

管作品最後的水準如何，單單定睛在創作這件事情上，堅持每天一定都要投入時間創作，養成

創作的習慣，不被忙碌的生活作息剝奪了創作的時間⋯⋯。

 持之以恆的堅持創作，是對抗恐懼的控訴與綑綁，養成對創作的信心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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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和《圖畫書創作者有約》

彩繽紛，令人印象深刻的愛巢。除了熱情與堅持，相信是作者自身坦誠的人格特質和赤子之心，

使她得以登堂入室，受邀進入作家的生活，彼此成為摯友。

並且由於她的好奇和專業，作家也不吝分享示範他們創作的獨門秘技：我們因而得見 Laura 

如何製作神奇黑邊的 Gouache Resist技巧，和 D.B. Johnson 繁複華美的噴繪手法。當然，還有

Julie 香甜可口的家傳蘋果蛋糕食譜。

 打開書，那些或滑稽突梯，或深沉動人，或詳實精微的故事、人物、場景；以及創作者各

具特色、生氣勃發的談吐和容顏躍然紙上。慶幸能有機會參與嘉綾和眾多傑出作者，這些兼具知

性與感性的聚會；更感謝她的精心引領，讓我們有機會進入這富饒多樣，滿滿情味的繪本文學園

區，一同享受其豐盛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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