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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人皆喜欢读故事，喜欢故事带来的意外惊喜和对生活的靠近。那种和现实人生面对面

的凝视，常让我们对生命、对人性，以及对自我，可以多一点的认识。幸运的话，好故事还

会带来一些反思，对生命中的厚实倾斜，甚至让我们得到启发。 

   但奇怪地是，在所有故事题材里，最不让人有兴趣拿起一读的，却是我们基督徒拥抱

最深，和基督教信仰有关的故事。这里且不只是非基督徒如此，基督徒若要有所选择，也不

见得会刻意挑选基督教小说或电影来看。为何会如此？ 

  

基督教文学或电影概况基督教文学或电影概况基督教文学或电影概况基督教文学或电影概况 

  如果基督徒的生命重心是全围着信仰转，人际圈是全以基督徒为主，对生命的挣扎，

都在尝试用信仰来处理，为什么我们就不会想要进入故事来和基督教信仰接触呢？ 

  是因为没有好的信仰故事？还是，对信仰故事我们已有个刻板印象，认为这类故事只

会充满属灵八股，已经无法再有什么让人惊喜和意外的地方了？ 

  在生活里，我们最常接触基督教信仰故事，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呢？ 



很可能是当我们想要寻找一合适传福音的媒介时候，而非寻找反映自我生命的镜像，

更不会是娱乐休闲的一个选择。好像信仰故事对他人可以适用，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谈信

仰太浅，读故事又显得太生硬。每次要看基督教文学或电影时，就好像在作功课，要准备自

己受启发了。因此，态度上要正襟危坐，不能太放松或随意。也要用心，才能学习到信仰深

刻的功课。整个过程中最缺乏的，就是欣赏，当作文学艺术来欣赏的一部好作品。 

 

 工具或艺术工具或艺术工具或艺术工具或艺术？？？？ 

如此种种对信仰故事的不热衷，很多是因为基督教太注重”话语”超过”文学艺术”。认

为讲道教导才是正事，其它只不过是休闲活动，在浪费时间。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现有的基督教文学艺术，多半是被当作工具来使用，是传福音

和属灵教导的工具，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了。什么又是单纯的文学艺术呢？就是在观赏

一部作品时，我们会从中被美撞击，被情节吊起胃口，被人物的挣扎感染情绪，而且忘记，

从中要学什么功课。我们只是感到震撼，感动，又不可思议地，忘记我们正在读一个故事或

看一场电影。也可以说，我们的心神意念纯然被”绑架”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和一些故事里的

人物共沉浮，不知今夕何夕。 

  所以，什么样的信仰故事可以绑架我们呢？有概念么？脑中可以浮现一本基督教文

学书籍或一部基督教电影的印象么？如果说一个好故事就是要“有血有肉”，那么，有血有

肉的信仰故事，呈现出来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信仰故事的重点是甚么信仰故事的重点是甚么信仰故事的重点是甚么信仰故事的重点是甚么？？？？ 

这就无法回避一个重点，信仰故事的重点绝对是“故事”！也只能是“故事”。故

事，就要有人物、对话、情节和场景。一切和信仰有关的种种，必须透过对话和形象，小说

的语言，戏剧的冲突，互动间的动力和危机，人物的转戾点，以及重要的决定等等小说技巧

来呈现。 



然而，如果基督徒的信仰多半存在头脑里，在理性中，在教会背景下。生活里不

提、不想，也从来没有来自文化和世界的冲突。更因为凡事要求圣徒化，没有人性挣扎，人

和人之间的斗争忌妒或伤害，又如何能写出精采的信仰故事小说呢？ 

也可以这么说，就像写所有其它小说故事一样，写信仰故事前，先要有信仰。然

后，再有信仰在生活和生命中的深刻体验和观察，再有想象、联想、情绪和热爱，才能下笔

写得深。如果从没有经历过罪的挣扎，没有走过挫败经验，没有和他人有人事冲突，没有金

钱或性或感情诱惑，写下来的信仰故事，只会落到纸上谈兵，缺少血肉。 

或者，也可能是所有生活或生命里的挣扎多少都有过，只是，从未学习到如何把信

仰应用到两性关系、工作职场、家庭生活等。那么，写出来的故事，就和非基督徒作品没有

两样了，都缺少一个属灵的向度，全都在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红尘里打转，没有永恒的盼望和

今世的指望。 

所以创作信仰故事，绝对不能重信息轻故事，失去说故事的重点。最后的作品，绝

对必须是一篇好故事，也只能是一篇故事。在创作前，必须在信仰里，先有深刻的生命经

历，再善用说故事的技巧，融入象征或比喻来呈现神圣奥秘；最后，让观众自己来归纳出个

结论。 

只是，基督徒好像不太喜欢谈奥秘，常避掉耶稣所说天国“像什么”、“像什么”

之类的比喻，只直截了当地就告诉你天国“是什么”。好像完全不赋予想象的空间，不允许

读者自己作结论，而是告知读者要怎么想。有如既然耶稣已是一切的答案，自然就没有发问

的余地了，这让读者会有被操纵的感觉。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如果看重信息过于象征比喻，而象征比喻就是文学艺术，那就注定写不出来好故事

来。写出来的故事，也不会太好看。所以不要抱着一个「负担」，要藉此故事来呼召。也不

能刻意心存教化，这会让故事说得太沉重，人物也被捆绑得无法动起来。 



     我们基督徒作者能作的，也应该有的正确态度，就是尽全力把自己的信仰经验和理

解，化身成故事的形式来呈现。 

     我们只是尽力想说好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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