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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簡介

 

《文章自在》為以《聆聽父親》入選2008年度十大好書、《認識幾個字》入選2009年

度十大好書的台灣知名作家張大春著作，張大春認為認字、閱讀、思考、表達就是寫

文章所需具備的能力，藉由本書說明「寫作文，不搞作文！」當具備寫作文的能力

，根本不須擔心作文無法得高分。好文章來自於自身的體會，不管是什麼時代的學生

在面臨大考時，一樣會玩耍、滑手機，所以「寫好玩的」，才能讓學生真的對寫文章

有興趣，也讓讀者知其誠意。

 

文中以79篇散文演繹文章之道，在說明張大春認為寫「文章」該要有的寫作技巧的同

時，以例文方式讓讀者更深入淺出，並收錄了蘇洵、魯迅、胡適、梁實秋、林今開、

毛尖等古今諸家文章。

 

 

 

【文／楊喻閔，圖／吳冠樑】

 

學習如何寫「作文」是每個人在學生時期一定會經歷的，大家為了讓作文變好，學了

許多可以運用在作文中的成語與修辭技巧，但卻少有自動自發地去寫「文章」的時候

，將一件感動自身的事，變成一篇可以感動他人的文章。

 

為讓大家更了解具備「文字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寫作」的意義與影響，本期特別

邀請到中文系助理教授林黛嫚及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針對《文章自在》一書進行對



談，以自身專業領域與教學經驗出發，分享提升寫「文章」能力的方法。

 

記者：老師們覺得現在學生普遍的文字能力如何？該如何透過寫作來加強文字能力

？在教學經驗中有沒有遇過讓您覺得耳目一新的學生？

 

中文系助理教授林黛嫚：從教書到現在已經將近30年，跟剛教書時相比，現在的學生

在國文語文程度真的有逐漸變弱的趨勢，但並非前段大學學生語文能力就好，我在公

私立都有上課，每個課堂上的學生們程度都有參差不齊的現象。

 

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我認同黛嫚老師的說法，這是一個跨世代的比較，我認為教育

制度的改變是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大學變多，導致「不適合念大學的學生」原本有

更適合的發展方向，卻念了不適合的大學。我在改學生考卷的申論題時，就常發現一

些問題：例如搞不清楚詞意如「貧富差距很大」跟「貧富差距擴大」；問答題只會簡

答，或是以條列方式作答，無法寫出完整的句子；還有句子中沒有主詞，讓我不知道

這句子在講誰；無法將事情的因果和順序講清楚；聽課時聽不到重點，只記下有趣細

節，答題時寫不出真正的重點。另外，關於國際組織G7或東協加3，除了要知道相關

的國家外，還應該要清楚說明這名詞所代表的本質、原因和特色。所以就目前來說

，一個學生理解問題的能力跟以前差很多，是我所擔憂的。我有個習慣，就是會把答

得好的考題答案印給學生參考，但從100學年度以後就沒有讓我這樣做的學生了，近

年來讓我覺得答題答得不錯的大部分都是陸生。

 

林黛嫚：我教過不少學生，其中有些人有著傑出的表現，如在國北教的林恕全，他就

拿過香港青年文學獎的大獎，當然還有拿過台積電文學獎的等等。若是以沒有文學基

礎的學生來說，我覺得過商管學院學生的文字能力都很不錯，甚至覺得中文程度比中

文系學生還好，但是他們來修中文系的專業科目反而相對沒有好表現。以前沒有注意

開設訓練寫作的課程，都是透過古典文學的教育來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但現在文言

文愈來愈少，大家對國文教育要求又不一樣，所以專門開設寫作教導的課程，我覺得

是必要的。林金源：其實學生的文字能力與其他能力也是息息相關的，譬如邏輯推理

、聆聽並有效吸收他人說話等等，老師是學生直接可以學習、模仿的對象，學生如何

在老師上課時，聽懂老師的上課內容、學習老師的說話與文字表達，這也影響著文字

能力的提升。

 

記者：在一般基礎寫作時，很常講到起承轉合，而書中命題與離題提到起與合的重要

與連結性，老師們認為應該如何訓練學生建立對於題目的解讀？

 

林金源：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聆聽並解讀能力的重要性，學生現在聽老師上課，出



社會後聽上司發號施令，如果無法理解上司說什麼，工作很可能無法進行。我發現學

生容易錯把馮京當馬涼，把巴拿馬當成古巴或巴西，在普通知識上的不足，導致學生

在聽課時，無法有效吸收。要如何不離題，就要先學會聽得懂聽清楚，更要聽出重點

與弦外之音，這些都是一步一步累積而來。

 

林黛嫚：學生從小就習慣寫命題作文，寫作文就是為了考試，所以老師說寫什麼學生

就寫什麼，沒有題目的文章就不知如何下筆，如果學生有一定程度的寫作能力，其實

他們對題目的理解能力就會變好。書中也提到，寫作教育應該改成學生自主寫作，不

要命題，讓學生寫自己想寫的；也可以使用反面論證，我認為這樣的訓練多了以後

，可以增強學生的邏輯與思考，對寫作也會有相當的幫助。國家考試的命題作文，包

含會考、學測與指考，通常題目多出得四平八穩而頻繁，學生面對這樣的題目，思考

容易僵化。我建議在寫作文時要試著將腦海中第一個想寫的內容丟掉，去思考如果不

寫這個方向能怎麼寫，用不同於以往的想法去寫出與他人相異的作文，走出刻板，搞

不好可以寫出意想不到的好文章。

 

林金源：寫作文是一種創意，就像繪畫、寫詩與作曲那樣，毫無公式可循，考試只是

讓學生比賽誰有創意，所以同樣一個題目，學生就是要去挑戰自己的創意，寫出不一

樣的趣味。

 

記者：這本書裡提到很多寫作的技巧，請問老師們該如何提點學生適時地運用這些技

巧讓文章更具可讀性？

 

林金源：文章是一種創作，沒有一定的格式與方法，而且中文是有邏輯的，就像標點

符號的用法就是其中一種體現。以文章邏輯去判斷什麼時候該用句點，當一句話已經

完整表達完時就會用到句點。我常看到碩士生交給我的論文，整頁只有兩個句點，如

果沒有辦法好好運用標點符號，就代表自己的邏輯是有問題的。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

，為中國時報寫了非常久的社論，當時寫社論是要相當嚴謹且滔滔雄辯的，有一次報

社急著找他寫社論，當時他在喝喜酒，就拿著餐巾紙寫完交給記者並在隔天刊登，由

此可以知道他的文筆功力非常高。王作榮也在自傳中提及如何訓練文筆，第一點是訓

練邏輯，王作榮自身很喜歡數學，所以用做數學來訓練邏輯；第二點是讀好文章，他

尤其喜歡《孟子》，可以從頭背到尾，所以其內容影響王作榮的寫作風格很深。余光

中曾說過「一句話可以講得清楚的不要用兩句話，一個字可以表達就不要用兩個字」

，學生應該學習如何將文章由冗長變精簡；還有文字是有抑揚頓挫，有音樂性的，句

子有長有短的交錯在一起，有時也可運用「對仗」，讓文章更富有音樂性的表現，當

然這個可以慢慢鍛鍊。能夠清楚的將意念做一個整理，同時有層次的表達出來，這個

是最重要的。



 

林黛嫚：金源老師希望學生先寫明白自己想表達的，其他的寫作技巧是其次，我覺得

這是沒有錯的。我曾經批改過相關考試的作文，發現真的都是補習班教出來的，用的

典故、寫法很多都是如出一轍，而《文章自在》作者希望教給學生不同於公式作文的

寫作方式，用自身的文章承接他人的文章，也用自身的文章解釋他人的文章，我認為

這本書是在寫一種文化，有一種「小子何莫學夫散文」的概念，希望能夠造就一個願

意獨立思辯、樂於真誠書寫的人。而這些與金源老師剛才說的不謀而合，寫作的技巧

都是附加的，清楚表達才是根本。

 

但還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個就是戒掉贅字，像是「然後」、「結果」、「

其實」等等，在張大春的文章中並不會出現不需要的字，而談話性節目中的來賓就很

常出現；第二個是我上面提到的反面論述，利用反向思考就會想到與往常地不同的結

果。

 

林金源：作者在77頁引一段《文心雕龍》的話「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為

章，積章而成篇...」作為行文示範，清楚的說明如何將文章層層漸進，從一個字到

一句話、到一段話，最後到一篇文章，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讓學生知道文章在論

述時如何層層堆疊。

 

記者：文字和語言的表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老師們覺得該如何透過文字能力來強

化語言的表達？

 

林黛嫚：從白話文運動到現在，寫作就是將我們腦子裡的思維文字化，所以語言與文

字有很大的關係。金源老師也提到寫作是一種節奏，寫作可以藉由標點符號來改變節

奏，語言運用當然也可以透過陳述方式和速度來改變。現在學生很喜歡用一個字就一

個句點，我覺得這樣不是精簡，而是過度簡短，這個可能跟時下流行的通訊軟體的簡

訊使用有關，上述的原則都是需要被找回來。當然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寫作好的話，說話相對也能夠更流暢、更精簡。

 

林金源：大學國文老師曾講過，寫文章有個「單句不成行」的原則，一行內若只有一

個字，應要想辦法把那個字放到前一句裡。因為有精密、嚴謹與準確的思考，才會有

語言與文字，所以先有思考，才會有語言，接著才能下筆。我們可以觀察週遭的人

，有些人只能講簡單的句子，就能知道他不常繁複思考，這樣的人寫不出好文章，能

夠講出完整而複雜句型的人，思考相對深刻，也能寫出比較好的文章。

 

第55頁提到父母如何幫助小孩寫出好文章，就是在與小孩的對話中，準確去表達思維



與感受，不要讓小孩暴露在惡質的談話環境中，像八卦節目與政論節目就是，缺乏理

性、情緒性、且用詞累贅。其實父母親或老師對孩子或學生的影響，不一定是透過文

字，而是在談話中就可以產生影響，只是孩子或學生懂不懂得學習。尤其是學生可透

過用心觀察，去發現每個老師值得學習的地方，當然並不是指講話風趣或上課內容有

趣，而是指透過這位老師的上課，可以幫助你理解許多艱深的理論、知識或學問，讓

你在求學過程中擁有更長久的滿足。

 

記者：老師們覺得寫作對於報告或學術論文的撰寫是否有幫助？

 

林金源：當然有幫助，我前面一直強調，寫作是一種思緒整理與表達。論文就是將一

個複雜的議題說清楚，所以必須先想清楚，所以寫作對於寫論文是一種相對基礎的訓

練。

 

林黛嫚：第99頁講到齊克果的句法與想像，裡面談到很多現代人對於作文、寫文章與

文學間的關聯都沒好好釐清其中的本質。我是教中文的教授，當然會希望學生寫作

，因為這是很基本且必備的能力，透過寫作建立起來的思維與邏輯，並非只是用來讓

你容易閱讀散文與小說等文學作品，文字能力在生活中的運用其實是很廣的。所以我

認為考試時應該讓學生自由寫作文，當學生習慣寫文章後，自然就對命題作文得心應

手，自然就能將人生融入文章中。張大春在文中提到阿兵哥在上他的課時，一開始都

非常不情願，但到最後他能讓這些阿兵哥都變得喜歡書寫自己的人生故事，這是十分

難得的。我在上通識課時，普遍學生都認為不太需要重視，所以我要花很大力氣去讓

學生了解我的上課內容是有價值的，這其實是更困難的。如何說服學生或社會大眾去

了解作文變成文章、以及跟文學的結合，《文章自在》在這個部份做得很好，傳達了

很不錯的觀念。

 

記者：除了書中的內容，是否可以請兩位老師提供關於如何自在寫作的建議？

 

林金源：第29頁有這樣一句話，「好文章是從對於天地人事的體會中來。」深刻的思

想、細膩的感覺，才能有話說，寫出好文章。要如何才能有思想？首先就要對天地萬

物、對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也感覺、觀察與體會。對於寫作這件事，我要引用一段話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要覺得寫作有趣或是想把有趣的事記

下來，文章才會寫得好，就不會只是交差了事，像書中第31頁提到，一個小女孩因為

覺得好玩，就填了幾闕馬致遠的（天淨沙），就是要這樣打從心底覺得有趣的進行訓

練，就能進步，自己也才有成就感。學生常問要怎麼寫好作文？倒不如問問自己追求

什麼？對什麼最感興趣？這樣我想大家都有很多話想說。大學生已經度過尷尬的學測

和指考命題作文，應該可以試著去找想寫的題目，去寫能打動自己的文章，才可能打



動他人。

 

林黛嫚：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寫作，是以小說為主，寫的通常都是自己的體驗。大陸作

家蘇童常被問到寫作中想像與體驗哪個比較重要，對我來講，想像就像科幻小說完全

靠天馬行空，因為現實生活中都還沒發生過；體驗也有它的重要性，但也不是絕對

，你想寫關於死亡的小說時，你難道要去自殺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想像與體驗的

調和就需要多加思考。

 

現在的學生，他們的生活相較於我們的年代來得貧乏，所以他們對外在環境的觀察與

感受較為薄弱，常常把自己關在電腦前或是滑手機，這些時間在我們那年代都是在戶

外玩耍的，所以他們要接收這些資訊，就只能大量閱讀、聽長輩們說人生故事，從他

人身上間接取得，然後融入自身的懷抱與感慨，自然就能寫出不同於以往的文章。對

於題目解讀，學生都會急於解釋題目的意思，其實沒必要，從容而有條理的說明才是

最好的方式，這個觀念也不止於寫作，對於說話、人生都是很好的態度。

 

記者：現在社群媒體發達，老師會否鼓勵學生多在臉書、IG或推特多書寫一些自己的

心情或感想，是否有助於文章的寫作？

 

林金源：我不常上這些社群網站，或許體會較不客觀。韓愈曾說，「師者所以傳道、

授業、解惑也，」之中的傳道的「道」是指真正的價值，而臉書等算是科技技術，學

生應該是要去探求所謂的「道」，要用什麼方法或管道來表達，相對來講就不那麼重

要。臉書、IG或推特可以很熱鬧，會有很多互動，但那是一個相對無法查證的匿名環

境，大家並不一定會以嚴謹的心態面對並誠懇的討論。所以怎樣的環境適合怎樣的表

達或文章，以及想要獲得些什麼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這樣的科技有它的長處，但也有

它的弊端。

 

現在學生寫作能力不夠其實不能全怪他們，因為大環境的影響，讓學生缺乏正確的典

範去學習模仿。現下學生的典範多是演員、偶像或政治人物等等，反而不是有思想

，懂思考的學者。所以他們對公共事務或歷史沒什興趣，反而比較關心「小確幸」

，心態不同時就會影響思考與寫作。第129頁提到，國語文能力的薄弱，會影響學生

吸收其他學科知識，目前的政治氛圍傾向去中國化，在這種情況下，受到斲傷的並不

會只有中文，因學生會發生不是不會解題，而是看不懂題目在說什麼，這就是中文能

力薄弱造成的問題。還有前面說到的高教政策，有些學生應該去念專科卻跑來念大學

，專科是學技術，大學是學思考，兩個本應沒有高低之分，卻受高教政策的影響，所

以這些學生在大學裡追求的是專科的「技術」，對思考反而沒有興趣。

 



林黛嫚：寫作的訓練也是一種思考的訓練，在寫文章時你會去質疑、去想這樣的脈絡

或用語是否得當。我起初不用臉書，但這兩三年開始用，因為不用臉書的話，很容易

連絡不上人，因為現在太多人不用E-mail了。不過我自己寫臉書是很謹慎的，我也希

望學生能夠做到的，透過臉書去傳達一個意念或是概念，而不是只寫些情緒性的話或

是打卡而已，就像寫在紙張上一樣，在寫臉書時也多去思考。

 

林金源：黛嫚老師想說的就是要去善用它，不要反被掌控，要利用科技做自己想做的

事，而不盲從於那樣的環境，要有自己的想法。

 

林黛嫚：而且絕對不要在臉書上跟別人吵架或是寫無法清楚表達的事情，因為文字跟

語言有不同之處，在於文字有時候無法清楚表達你想說的意思，這是學生在寫臉書或

line時，要多去思考閱讀文字的人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剛剛金源老師有提到，現在學

生對很多事情都沒興趣，缺乏熱情，尤其對故事都不感興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

危機，他們喜歡像變形金剛這樣的電影，追求畫面感官的刺激，而不想去理解為什麼

這個人為什麼發生這些事。所以我在我的課堂上，儘量引導學生去喜歡故事，因為喜

歡故事，才會開始關心人，才會了解這個社會的運作，合起來就是一個寫作的訓練。

 

林金源：在現實生活當中，其實到處都有故事，而且可能牽涉到時代的詭譎與變局

，如果你不細心體會，你就無法看得出來。像是第116頁提到林金開的作品《包龍眼

的紙》，透過書中主角的好奇心與鍥而不捨的態度，隱約的傳達了當時的社會氛圍

，如當時的公務員勇於任事，為了解決國內病蟲害的問題到機場搬運農藥。這篇文章

後來收錄於中興大學的國文教材，但目前的社會價值觀缺乏當時的氛圍與熱情，他會

影響教科書的內容，教科書會影響學生的視野，類似的文章不會出現在學校教材裡

，也就不容易引發學生對國家與社會的關心，這是我目前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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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助理教授林黛嫚及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針對《文章自在》一書進行對談，以自身專業領域與教學經驗出發，分

享提升寫「文章」能力的方法。（圖／吳冠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