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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實驗室  腦內Ｖ８開麥拉         記敘文的寫法 

 
前言： 

在高中作文教學中，我多半著重於論說文的寫作，因為，我相信十六歲的孩子應該有足

夠的能力可以寫就記敘文，這個自以為是的想法，在一次因公不克上課之後，徹底改觀。當

日，我要求同學寫一篇“記人＂的自由命題作文，結果同學們的文章立即讓我“大開眼

界＂。比如相當比例的同學寫著「母親」這個偉大的題目，結果多數同學家中母愛的光輝，

是在病榻旁完成。以母親為主題的同學居然全都有重病在床的事例，他們的母親一律全都有

徹夜守候的付出，天啊！這是怎麼的制式歌頌母愛手法？可笑的是同學但全都在清晨時悠悠

醒轉，看到累得在角落睡著的母親，雙目不禁流下淚（有人用的是「湧出」，有的是「噴出」，

夠猛吧！），這又是怎麼的制式情節！ 

於是，在課堂上，我領著學生回到國中課文，回憶胡適先生的＜我的母親＞、朱自清先

生的＜背影＞的文章內容；然後想及高一上學期的＜左忠毅公軼事＞與＜明湖居聽書＞的取

才，引導他們覺察古今描寫人物之名篇，他們創作時代不同，描寫的人物類型也大異，但都

有一個共通點：多舉事例以作為人物個性的側寫，而在作者寫著人物事例的同時，主要人物

的形象也能傳神又生動的呈現而出。 

不論是記人或是述事、寫景的文章，記敘能力必需流暢，而撿擇材料更需要用心。這些

材料搜集與撿擇，可得憑靠平日的細心觀察才行。的確，記敘文的材料必須仰賴「觀察」。

在莫泊桑求藝於法國寫實大師福樓貝爾門下之時，福樓貝爾曾經要求莫泊桑細心觀察一百個

人的舉止，教導他觀察的手法；福樓貝爾也要求莫泊桑找出兩片一模一樣的樹葉，當莫泊桑

遍尋不著之時，也領會到不論如何「形似」，世間萬物依然有著不同的特點。 

為了讓學生嘗試觀察、嘗試細心，我設計了「腦內Ｖ８」活動。 
活動過程： 
一．前置功課： 

１．先舉一部多半同學觀賞過的電影為例，說明導演的某些手法以及蘊含的意義，尤其

當前不少「電影小說」，更可以讓老師在說明之時，多些腳本可以運用。 

２．將學生前一個夜晚的作息「實況攝影」，要求學生以自己喜歡的一齣電影為範本，

注意由什麼景物切入，什麼時候要有特寫，特寫些什麼等等。 

二．課堂活動： 

１．為學生做籤，在下課時，先抽出第一位「放映師」，請他在下課時先行準備。 

２．上課時，請「首位放映師」抽出第二位放映師，並在第一位放映師描敘昨夜作息之

時，請第二位放映師準備。以下類推，一堂課約可以供四位放映師介紹「作品」 

３．大約三十分鐘之後，請四位放映師列席講台，要求同學以「影展參與者」的身分，

提出問題，比如：「某某情況的特寫為何而作？」「某一個情況是不是可以用其他

的手法處理。」 

４．最後，請同學花一周時間搜集題材，並於一周後，讓同學自行命題，寫及與家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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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一件事件。 

三．放映師笑談範例（學生呂立達口述） 

Ｖ８主題：「電聯車驚魂」 

早晨五點半，藍白相間的電聯車行駛過大遍大遍的芒草、蒹葭，白茫草順著風左右搖

晃，由這個鏡頭，轉到從桃園往台北行駛的電聯車也隨著電車左右搖晃的擁擠車廂，再停駐

在阿達我胖胖的身形，蜷在一個角落座位之上，身體左右晃著，頭則微微下傾的點著點著。

忽然，一個微重物品墬落而下，打醒了阿達。站在阿達前方的中學生一邊迭聲說著：「對不

起，對不起！」一邊從阿達重要部位拾起他的蛋餅。又把蛋餅放到座位上方的置物架。阿達

迷迷糊糊的目光隨著中學生的手往上移，這時得用忽然拉進的特寫鏡頭，颼地收聚到蛋餅旁

邊的物件，然後用忽遠忽近、忽近忽遠的變化鏡頭顯示我的驚悚：老天！蛋餅旁邊是一杯也

在左右晃動的豆漿！ 

然後，鏡頭從左右晃動的豆漿邊滾落的一滴水滴下滑，滴到我的褲子，再拉開到坐立難

安的我，鐘頭再拉廣到全車人的晃動，拉到電聯車外頭，然後，用電腦轉出一個我難堪的臉

的鏡頭，用藝術字在臉旁寫著「不會吧！」 

四．文字Ｖ８重點：（記敘文重點略述） 

一．描寫要周全細膩，比如，當然，用鏡頭無法表現的嗅覺與觸覺，更可以多用文字表現： 

１．剛從那悶熱的客運下站，迎面吹來的是一陣陣充滿鹽味的海風，不覺得難受，反而

有一種親切感。（褚伊哲） 

２．小時候，因為爸爸忙於他的補習班事業，日日早出晚歸，所以我也只能在清晨爸爸

仍在睡覺時，湊近他身旁，嗅嗅爸爸臉上的味道，摸摸爸爸未刮的鬍鬚，刺刺的，

令我真正感受到「爸爸」。（曾庸哲） 

二．所敘之事若深含情緒，抒情式文句不可缺少。如： 

１．時間不斷的流，東西漸漸在變，衰老伴隨著人，每一個家庭也隨著這個自然興衰而

變遷。（許銘仁） 

２．弟妹快樂的童年有電玩，電視陪伴，但他們卻永遠不能感受到自由自在，奔馳在田

園中的的快活。走進昔日的童年，我的大地樂園被高樓壓得喘不出氣，被車子輾的

無可奈何。欣慰的是尚有一草一木一把泥土，讓我回憶（林偉旭） 

三．敘事之外，省悟之論理單元也可以為所敘之人事多些分量。如： 

１．在兩代完全不同的價值觀點衝擊下，我不禁茫然：我們是否太過追求金錢享受而失

去生活的原貌？我們是否在利用前人的心血卻忘了他們的辛勤耕耘？在內心深處，

我有一種嚮往純樸生活的感覺。（褚伊哲） 

２．人們都說戲如人生，那麼，「家」一定是後台。在人前，你盡力扮演自己的角色，

們人後，你是你自己，不管你是第一名，還是你得冠軍，都不會改變。分享你的喜

悅，分擔你的憂愁，家庭一直扮演著這樣的角色。（許耀仁） 
習文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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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之夏  周景荃 

 和煦的陽光漸漸火辣了起來，樹葉由清新的嬌綠轉變為閃亮的鮮綠，人們打開了冷氣

機、電風扇來迎擊一波波襲來的熱浪，夏天張開了他那熱情的雙臂擁抱著已經一年沒有見面

的我們。一切的一切，是多麼的熟悉，就像是那個充滿回憶的夏天。 

 又悶又熱的下午，一個典型的夏天下午，刺眼的陽光從面西的戶中旁若無人的直搗家中

的客廳，客廳像是一個大拷箱，連家具也彷彿要熔化了一般。父親忽然推開了我的房門說：

「你想不想學乒乓球？」 

 拎著球具，父親開著車帶我直奔－父親的公司。父親的公司位於一棟辦公大廈的十樓，

在這星期日的下午當然是不會開門作生意，但在電梯前卻擺著一張乒乓球的球桌，於是我的

乒乓球特訓就此展開。在球桌前，我看到了父親平常不苟言笑的另一面。原來平時文靜的父

親在運動時是這麼的活躍；也看到了父親因為沒接到球時的情緒化反應，舉手投足間，讓我

第一次感覺到平時高高在上的父親原來和我並沒有什麼不同，他並不是難以親近的，就這

樣，幾乎整個夏天的假日下午我都在父親的公司中渡過。 

 隨著時間的流逝，我的球技有了長足的進步，於是，有一天我向父親提出了比賽的要

求，結果果然輸得很慘，比賽中我又見識到了父親認真的一面，以及他對於勝利的執著，忽

然想起在某本書中見到的一句話：「身為一個父親，沒有什麼事是比兒子的成就超越自己更

值得高興的，但是如果我的兒子想要超越我，我會成為他面前的一道難關，讓他學習挑

戰。」 

 雖然直到那年的夏天結束，我仍然無法贏過父親，而父親的確成了一道我必須更努力挑

戰的難關，為了這項挑戰，我熱血沸騰，躍躍欲試。 

評語：１．以夏為主題，不論寫景文字，抑或敘述文字，皆有季節巧妙的辣勁 

２．用詞十分講究；尤其引用之文句，將作父親的心態寫得又驕傲，又慈愛。 

 
結語： 

在教科書開放之時，有一家出版社將金庸的武俠小說也節選編入教科書之中。居然班上

一位學生狂喊著：「奇怪，怎麼一編進課本之中，怎麼武俠小說也讓人不想看了呢？」這是

學生對教科書的偏見，而學生這類的偏見同樣錯待了作文習寫。如果學生愛看電影、愛看漫

畫，為什麼不能也喜歡文學嗎？ 

或許因為這一代孩子的生活中，接受圖象的機會多於接受文字，因此，一旦要求他們用

文字表現時，總見孩子們作盡美猴王式的抓腮搔腦，似乎苦不堪言。可是，一旦讓孩子們作

些「別的」，比如和電影手法結合的敘述，和漫畫手法結合的表現，嘻，他們就有能力讓我

們眼前一亮，讚歎不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