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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人皆喜歡讀故事，喜歡故事帶來的意外驚喜和對生活的靠近。那種和現實人生面對面

的凝視，常讓我們對生命、對人性，以及對自我，可以多一點的認識。幸運的話，好故事還

會帶來一些反思，對生命中的厚實傾斜，甚至讓我們得到啟發。 

   但奇怪地是，在所有故事題材裡，最不讓人有興趣拿起一讀的，卻是我們基督徒擁抱

最深，和基督教信仰有關的故事。這裡且不只是非基督徒如此，基督徒若要有所選擇，也不

見得會刻意挑選基督教小說或電影來看。為何會如此？ 

  

基督教文學或電影概況基督教文學或電影概況基督教文學或電影概況基督教文學或電影概況 

  如果基督徒的生命重心是全圍著信仰轉，人際圈是全以基督徒為主，對生命的掙扎，

都在嘗試用信仰來處理，為什麼我們就不會想要進入故事來和基督教信仰接觸呢？ 

  是因為沒有好的信仰故事？還是，對信仰故事我們已有個刻板印象，認為這類故事只

會充滿屬靈八股，已經無法再有什麼讓人驚喜和意外的地方了？ 

  在生活裡，我們最常接觸基督教信仰故事，又是在什麼樣的情況呢？ 



很可能是當我們想要尋找一合適傳福音的媒介時候，而非尋找反映自我生命的鏡像，

更不會是娛樂休閒的一個選擇。好像信仰故事對他人可以適用，但對我們基督徒來說，談信

仰太淺，讀故事又顯得太生硬。每次要看基督教文學或電影時，就好像在作功課，要準備自

己受啟發了。因此，態度上要正襟危坐，不能太放鬆或隨意。也要用心，才能學習到信仰深

刻的功課。整個過程中最缺乏的，就是欣賞，當作文學藝術來欣賞的一部好作品。 

 

 工具或藝術工具或藝術工具或藝術工具或藝術？？？？ 

如此種種對信仰故事的不熱衷，很多是因為基督教太注重”話語”超過”文學藝術”。認

為講道教導才是正事，其他只不過是休閒活動，在浪費時間。 

 因此也可以這麼說，現有的基督教文學藝術，多半是被當作工具來使用，是傳福音

和屬靈教導的工具，已不再是單純的文學藝術了。什麼又是單純的文學藝術呢？就是在觀賞

一部作品時，我們會從中被美撞擊，被情節吊起胃口，被人物的掙扎感染情緒，而且忘記，

從中要學什麼功課。我們只是感到震撼，感動，又不可思議地，忘記我們正在讀一個故事或

看一場電影。也可以說，我們的心神意念純然被”綁架”到另外一個世界裡，和一些故事裡的

人物共沉浮，不知今夕何夕。 

  所以，什麼樣的信仰故事可以綁架我們呢？有概念麼？腦中可以浮現一本基督教文

學書籍或一部基督教電影的印象麼？如果說一個好故事就是要”有血有肉”，那麼，有血有肉

的信仰故事，呈現出來又會是什麼模樣呢？ 

 

信仰故事的重點是甚麼信仰故事的重點是甚麼信仰故事的重點是甚麼信仰故事的重點是甚麼？？？？ 

這就無法迴避一個重點，信仰故事的重點絕對是”故事”！也只能是”故事”。故事，

就要有人物、對話、情節和場景。一切和信仰有關的種種，必須透過對話和形象，小說的語

言，戲劇的衝突，互動間的動力和危機，人物的轉戾點，以及重要的決定等等小說技巧來呈

現。 



然而，如果基督徒的信仰多半存在頭腦裡，在理性中，在教會背景下。生活裡不

提、不想，也從來沒有來自文化和世界的衝突。更因為凡事要求聖徒化，沒有人性掙扎，人

和人之間的鬥爭忌妒或傷害，又如何能寫出精采的信仰故事小說呢？ 

 也可以這麼說，就像寫所有其他小說故事一樣，寫信仰故事前，先要有信仰。然

後，再有信仰在生活和生命中的深刻體驗和觀察，再有想像、聯想、情緒和熱愛，才能下筆

寫得深。如果從沒有經歷過罪的掙扎，沒有走過挫敗經驗，沒有和他人有人事衝突，沒有金

錢或性或感情誘惑，寫下來的信仰故事，只會落到紙上談兵，缺少血肉。 

     或者，也可能是所有生活或生命裡的掙扎多少都有過，只是，從未學習到如何

把信仰應用到兩性關係、工作職場、家庭生活等。那麼，寫出來的故事，就和非基督徒作品

沒有兩樣了，都缺少一個屬靈的向度，全都在看得見的這個世界紅塵裡打轉，沒有永恆的盼

望和今世的指望。 

 所以創作信仰故事，絕對不能重信息輕故事，失去說故事的重點。最後的作品，絕

對必須是一篇好故事，也只能是一篇故事。在創作前，必須在信仰裡，先有深刻的生命經

歷，再善用說故事的技巧，融入象徵或比喻來呈現神聖奧秘；最後，讓觀眾自己來歸納出個

結論。 

 只是，基督徒好像不太喜歡談奧秘，常避掉耶穌所說天國”像什麼”、 ”像什麼”之類

的比喻，只直截了當地就告訴你天國”是什麼”。好像完全不賦予想像的空間，不允許讀者自

己作結論，而是告知讀者要怎麼想。有如既然耶穌已是一切的答案，自然就沒有發問的餘地

了，這讓讀者會有被操縱的感覺。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如果看重信息過於象徵比喻，而象徵比喻就是文學藝術，那就註定寫不出來好故事

來。寫出來的故事，也不會太好看。所以不要抱著一個「負擔」，要藉此故事來呼召。也不

能刻意心存教化，這會讓故事說得太沉重，人物也被綑綁得無法動起來。 



     我們基督徒作者能作的，也應該有的正確態度，就是盡全力把自己的信仰經驗和理

解，化身成故事的形式來呈現。 

     我們只是盡力想說好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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