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故事與他(福音
預工)

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
為成人說故事培訓



為成人說故事
起源於一個又一個我遭遇到的問題
問題一:被拋擲進網路的那一刻

問題二:為何只能談宗教?

問題三:為何談福音，老是談成律法?

問題四:故事要觸碰人生美學，但是不習慣談
「美」的社會處境，造成「美」被功能化、或
者被誤解成為一種高調、一種專業、一個難以
跨越的門檻，該如何解決?

問題五:故事太輕薄，是說給孩子聽的?

問題六:聽故事會讓人渴望耶穌?



我摸索出的階段性答案
從聆聽故事到說故事，從感動力到影響力

為解決這些問題而有的為成人說故事大綱
1.人生美學與福音

2.人生美學與福音的實踐—為成人說故事

3.為成人說故事的方法學

4.在故事中與神聖相遇
—從人生美學走向終極關懷

5.特殊領域—藝術與音樂

6.用電影說故事的形式補充

7.說故事舉例



問題一:被拋擲進
網路的那一刻



一群對教會文化陌生的人

一群生活方式跟教會生活有很多地方不一樣的人

一群對聖經、對屬靈的教導很排斥的人

一群對生活、對人生多少有些疑惑、徬徨、出現
些許困境，卻不想表達的人

一群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

一群常聽見道理的人



身
生理與心理

心
心靈與性靈

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的使命
人生美學與福音

靈
基督信仰
信望愛



全人的生命關懷

真善美的追求
人生美學

真善美全人關懷協會的使命
人生美學與福音

基督信仰
信望愛



問題二:為何只談
宗教?



問題三:為何談福
音，老是談成律法
?



開墾人生美學故事的路徑



問題四-1:故事要觸碰人
生美學，但是不習慣談
「美」的社會處境，造
成「美」被功能化。



華人文化中內聖外王、特重「善」，
造成「美」成為工具
「美」成為「善」的工具、或用道德來審查美。

舉例：

我的孩子最近老是很不禮貌的把門「碰」上，講

話很有攻擊性，請問我要選什麼電影給他看？

有什麼電影可以幫助我的孩子喜歡數學？

能否幫我選一本文學作品，讓我的孩子喜歡看書、

喜歡寫作文？

我想讓孩子學音樂，這樣他就不會變壞。

這個畫家是不是好基督徒?…



問題四-2:不習慣談「美」的社會
處境，造成「美」被誤解成為一
種高調、一種專業、一個難以跨
越的門檻，該如何解決?



人生美學與《故事》



美，是隔開距離
真正的看見－自己與他人

真正的聽見－自己與他人

真正的同理－自己與他人

真正的對話－自己與他人

真正的陪伴－自己與他人



故事，並不只是單純的消遣、娛人，或用來教
導，它是讓我們以美感和距離，不斷的挖掘再
挖掘，以便更深層的認識世界，認識他人、認
識自己，使我們的生活，一日比一日更自由。



人生美學與福音/真‧善‧美

每一個美的感動，都與真與善相合，
每一個追尋真、善、美的故事，

都是追尋上帝、與上帝相遇的故事。



人生美學使命的實踐：為成
人說故事

用文學、用電影、用藝術陳述生命、陳述心靈、陳述信仰

對象：教會的好鄰居—社區，含虛擬社群與實體社區

特殊區塊—

音樂的純粹美學—美的感動與心靈的沈澱

從藝術形式到藝術的人文性—時代歷史反思

凗藝術形式到藝術家的心靈躍升—藝術家的生命故事



問題五:故事太輕
薄，是說給孩子
聽的ˊ



為什麼要跟成人說故事？

成人也需要聽故事，

因為每一個故事，都反映一種人生，

讓我們隔著距離，觀看自己。

故事是來自遠方的親身經歷—德國哲學家班雅明



隔著距離用故事觀看自己
難堪：難以啟齒的自己

模糊：需要整理的自己

聚焦：仍有未知的自己

點燃：期待中的自己、被提升的自己、超越現

狀的自己

真正留在人們生命中的，往往不是別人講的、教的，而是自己發現
的。



以下「為成人說故事」和「為兒童說

故事」差異在哪？其實很深



「為成人說故事」和「為兒童說故事」
差異在哪？

（1）人生美學—在時間、在歲月中的人生之美

（2）知性的感動—心理、社會與人文

（3）從What,How,The End到Why,Continuing

（4）迂迴的說自己的故事

（5）文學、電影、藝術的濃縮、精煉與超越



（1）人生美學—時間與歲月中的人生美
感

人生是曲折的、多樣的，需要在歲月中體悟

透過故事呈現生命經歷、反映人生

故事是有美感的—感動的影響力遠勝教誨勉勵

沒有結尾的留白之處/隔著距離觀看自己

好的故事，會對聆聽故事的人產生生命效應

舉例：史崔特先生的故事



（2）知性的感動—心理、社會
與人文

故事源自人對生命的原始好奇_神話

故事隱含人心正探詢的問題

故事容許不同角度的非單一化的答案

故事讓自己從一成不變的生活中開始心靈的冒險

透過故事，更了解自我與他人，甚至恍然大悟

知識獲取的快樂感

當小我邁入大我的超越感

舉例：從「我願為妳朗讀」歷史傷痕、罪觀與贖罪渴望

心理學、社會學、各類歷史、政治學經濟學….



（3）從What,How,The End到Why,Continuing，詮釋的力量

從「發生了什麼？如何發生的？結局是什麼？」

到「為什麼會發生？無法言說的結局、沒有完成
式的結局、不完美的結局。」

透過對故事的詮釋引發探索與理解

舉例：醜小鴨的故事



（4）迂迴的說自己的故事
透過說故事協助人說出難言之隱

透過聽故事讓人看見彼此

「一直無法完成」的自己的故事(擇選故事的奧秘)

留白的藝術

張愛玲「色戒」，莒哈絲「情人」

C.S.Lewis「裸顏」



（5）用文學、電影說故事

形式精鍊的說故事的方式—觸及普遍的心靈與人性

從事件觸及心靈與人性的說故事方式

從小我到大我的說故事—時代

從少年到垂慕之年的說故事—人生

歌德「浮士德」



作為故事，文學與電影的異同
文學跟電影都是在說故事

小說家、導演，總是透過故事探索人生、對人生發言，好的故
事總是將真實放進假設的背景裡，不是那麼直接，卻是在模擬
生命、對照生命

文學的優勢是文字蘊含的想像力

電影的優勢是總體場面調度，包括演員、配樂、佈景、特寫、
剪接、鏡頭運用、景框情感延伸等等，對話只是推動故事的其
中一個環節

用文學說故事、用電影說故事，哪個容易?



故事的關鍵因素

一個架空的世界(或者一個近似紀錄片的寫實世界)

情節推動:起承轉合間的節奏

人物們

對話

性格與心理、情感與心境

重複出現的對話、物件、特寫或背景，產生出來的前後關聯

留給讀者的餘韻與想像空間

象徵,時代感,人生反思,心靈世界



你覺得
故事和見證，有何不同?



以下的部分，你會感覺很難或者
似懂非懂，那是因為，這些是在
練習中才會慢慢的、逐步的、真
正的體會，它們沒有前面的深



為成人說故事的方法學



方法學—學會問觀察、解釋、關聯題

（瞭解架構的必要程序：讀入再讀出）

觀察

詢問：觀察性問題、解釋性問題、關連性問題、應用性問題

詢問觀察性問題是在整理重點

詢問解釋性問題是在深入理解作品，跟作品對話

詢問關連性問題牽涉到故事整體架構、會問到故事的核心

詢問應用性問題是在跟自我對話

詢問的步驟中最容易犯的錯誤：

只問觀察性的細節問題，沒法抓到主軸

直接跳到應用性問題

在沒有掌握整體架構的情況下問問題以致於花太多力氣處理不必要的問題

個人狀況主觀投射（卻不是電影真正想探討的）的問題

個人狀況主觀希望的答案，在故事中卻沒有任何暗示會是這答案



如何透過關聯性詢問,掌握核心主軸?

先找出故事的起、承、轉、合

有哪些字詞、背景、物件、配角、特寫等，在起承轉合(至少起合)中都有出現?

在起承轉合這四段落中都要問

情節:在這四大段中,情節如何推動?

人物:在這四大段中,主角與配角們如何鋪陳?有何特色?有何轉變?

對白:有何關鍵性對白?

背景:隨情節與人物的鋪陳,背景如何潤色幫補氣氛?有何關鍵性背景?

有哪些可以掌握到的情感,性格,心理,心境?是用什麼方式被你掌握到?

在故事的轉與合部分,是否能營造高峰,帶出意外之想、震撼、餘韻或溫馨的感動?

有無超越故事本身的象徵,或時代意識?人生反思?



不斷練習_問．問．題

過去的世代，領導者是一個知道如何解答問題
的人。未來的世代，領導者必須是一個知道如何
提問題的人。（～彼得．杜拉克）

啟迪人心、發人深省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

（～尤涅斯科Eugene Ionesco）



最後才設計應用題，為的是跟自己對話

問對問題才會有聚焦的解釋

經過自己生活、人生的應用（沈思與反省）後，最後作的故事
結論才會有生命力

讓資訊變成知識，讓知識變成智慧，讓智慧變成生命力。

為成人說故事是生命與生命的交流，
而不是道理與勵志的展現。
——人生美學



問題六:聽故事會
讓人渴望耶穌?



4.在故事中與神聖相遇
從人生美學走向終極關懷



在故事中與神聖相遇
—從人生美學走向終極關懷

故事呈現的人性本相

故事呈現的人生窘況

故事洩露的生命渴望

在本相、窘況與渴望的落差中，迎向神聖

——以有限、短暫迎向無限與永恆



其他常碰到的技
術性問題



帶電影時容易碰到的問題
擇選電影:看太少、講究實用、被道理感動、追隨別人的意見

被電影綁架，沒有自己的解讀

電影的分析解讀，重複了看電影的內容

該不該植入信仰，或信仰植入可以多深？

片後討論是否熱烈？

從引導討論到總結

時間控制

片子剪輯

舉例:三個傻瓜、戰爭房屋、心靈小屋



5.特殊領域_藝術
與音樂



藝術的言說_信仰面相



藝術的言說_自我面相



藝術的言說_時代趨勢



藝術的言說_心靈躍昇面相



6.用電影說故事的
形式補充，因為是
補充，有時間再講



電影是一門藝術

先「欣賞」電影、才能「用」電影

先是一個故事、才能是一個道理

先有人性與普遍共通的情感、才能有教育

在人生美學、為成人說故事的前提下，需確認電影先是一門藝
術

尋找情感飽滿、詮釋空間多元、留很多白給觀眾而不是被導演
講完的電影故事。

尋找即使經過解讀分析、還是有多元討論詮釋空間的電影



景框的藝術（一）
遠鏡頭：如侯孝賢、安東尼奧尼

特寫：如時間失序中的三代之間

景深、深焦鏡頭

扭曲的鏡頭：主觀而獨特的情感或心理

仰角俯角的對比：如羅生門

與情節無關的鏡頭：以鏡頭延伸情感，如他人之子、塔可夫斯基的
電影



景框的藝術（二）
剪接：訊息的連貫或跳接、節奏、時間、空間。如聖女
貞德

訊息的延遲釋放或贅述：張艾嘉「心動」、聖女貞德中
的十字架與劍

慢動作快動作

景框外的聲音

景框外的空間：如委拉茲蓋茲的「侍女」

用景框圈出來的框外世界：強調觀眾的存在、導演的存
在



角色
單一角色敘述

雙主角：辣媽辣妹、扭轉未來

多重角色敘述：聖女貞德

觀眾角度與電影敘事角度的衝突矛盾：羅麗塔/弱勢 VS 藍色小車/師
生戀，嘲謔（「我的舅舅」中的噴水池/資產階級）



聲音
電影配樂

景框外的聲音



電影之外的參考資料
文學改編

好文學與好電影的反向性

有時代、歷史的反思

專業解讀：心理學的、文化社會學的、法律政治的、音樂的



7.說故事舉例



沙龍祖母（張貴興）



起：祖母摔倒，以及動物滿院、兒孫滿堂
的幸福祖母

祖母摔倒昏迷。故事敘事焦點放在害祖母摔倒的樓梯、以及祖母
跟動物的關係，還有祖母的子女：敘事者的父親、二叔、三叔、以
及兩個姑姑對祖母摔倒一事的憂心。醫生來視察後，祖母的子女們
個個臉色凝重，談起上一次祖母生病曾提要照相一事。（無法直接
說出的「遺照」兩字）。



起：祖母的相片

「她老人家沒有一張正式的照片....」

「一張拿得出去的照片，一張可以擺在客廳讓後代子孫瞻仰的照
片。」

「一張莊重的、正式的照片。」



承：祖母的母雞

祖母讓醫生非常意外的竟然醒來了。祖母很關心她長年在照顧的動
物，得知鵝生蛋，囑咐孫女好生小心要讓蛋給孵出來，結果是讓一
隻正在抱窩的母雞順道孵鵝蛋。（這是一隻盡職的母雞，一隻巾幗
英雄，經常找公雞打架）。子孫熱鬧探病。（是個幸福的老人家）。
祖母出院。



承：祖母講古

出院後的祖母除了像過往一樣花很多時間祈禱，再就是經常跟晚輩
孩子們輕鬆講古。「稀奇古怪的往事....雖然它們引人入勝，我們總
覺得那種事情太遙遠，和我們的吉他、搖滾樂、青春痘、愛情的渴
望扯不上關係。



承：日本鬼子來了～～～～

日本鬼子來了～～～～



承：祖母回憶中的兒子們

二叔帶祖母去照黑白照（當年祖母為救二叔與大野豬拼命的故事）

三叔帶祖母去照彩色照（當年祖母為救三叔跟鬼子拼酒的故事）

祖母吐。

祖母聽聖經。祖母精神好時擦耶穌像。

敘事者的父親帶畫家來為祖母畫一幅畫像。

～～～～蛆蟲與缺了半邊頭殼的骷髏頭～～～～

（空襲槍林彈雨中背著父親進入防空洞）



承：祖母回憶中的丈夫

祖母病情開始不穩

話題環繞談動物

很意外的大量回憶祖父。暴躁的客家人英年早逝，沒看過一眼自己
的孫子。輕描淡寫：據說他在此地抗日史中扮演過一個小角色。



轉：祖母上報的那張藝術照

報紙上藝術家攝影的的祖母在教堂裡的祈禱相片「禱
告」。

「那是一張祖母的半側面半身照，她穿著黑布衫，纏黑
帕裹，雙手合十，半仰著臉，兩眼凝視前方，專心而虔
誠的作著禱告，灰黯的背景可以隱約看到教堂內部陳設。
祖母臉上密佈的皺紋顯得十分柔和而深沈，兩眼好像閃
爍著智慧，整張照片散發著寧靜、安詳的氣氛，照片左
側有小字：劉先生獲獎作品「禱告」。



轉：華麗謊言與「主阿！」

報紙上藝術家攝影的的祖母在教堂裡的祈禱相片「禱告」。

敘事者為祖母開心，必須為那幅照片構造一篇「華麗的謊言」。

～～～～「主阿….」祖母蹲進蘆葦蕩，少女時代的兩個姑姑受不
住水蛭騷擾，一個疊著一個趴在她背上。鬼子正在屋子裡作著突擊
檢查，他們有時候帶走一些食物和年輕女孩。十幾隻水蛭貼在祖母
兩腿上。祖母終於看見了那具缺了頭顱的尸體慢慢的從身邊漂過，
帶著烏雲一般地蛆蟲和蒼蠅。～～～～



轉：藝術家與俗人

跟藝術家談希望賣這幅攝影作品。

藝術家與商人、老闆、鄉紳的會晤：「是藝術，不是商品。」

「作品裡的模特兒是我們的母親、祖母，她老人家臥病在榻，和她信仰的天國
只有一線之隔。

「這是常有的事。就是那樣，我也不能賣給你們。」

「他鬍子修飾的那麼整齊，那麼漂亮，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而且他在文化部
門做事。」

長輩問他何時可以交貨時，他又發了藝術家脾氣，他說他不是生產生產商品，
是創造藝術，藝術需要靈感和心情，他說不出一個日期。



合：祖母唯一兩張照片，藝術家與傳教士

藝術家的攝影照片到時，祖母已陷入昏迷。

祖母過世，「禱告」放禮車上

藝術家對照片成為冥相的回應：一群無可救藥的俗人。污辱了他的藝
術。他在電話裡哭了！

敘述者和父親坐在祖母畫相前閒聊談到婚前那張照片，那是祖母唯一
的照片，但後來失去了這張照片。

父親說：「照片是一個傳教士拍的，祖母坐在市場前的板凳上禱告。
那時候沒有什麼教堂。祖父那時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挑菜到傳道士
家賣，一眼看見祖母那張照片，就愛上了祖母。

「去投靠張阿瘦的游擊隊。」祖母從身上掏出自己婚前唯一一張照片：
「把這個給張阿瘦」。



張貴興「沙龍祖母」問題設計
觀察題示範

01.這個故事讓你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什麼？（破題）

02.祖母救過每一個孩子，她是如何救他們的？（觀
察）

03.比較過去與現在，你可以歸納出祖母年輕時的性
格嗎？與年老時有何不同？（觀察）

04.故事中的祖母一生非常精采，她在人生的最後階
段最在意的是什麼？（觀察）

05.故事中的藝術家對他自己所拍的「沙龍祖母」看
法如何？祖母對那張照片的看法如何？兩人都喜歡
那一張沙龍照，喜歡的不同點在哪裡？（觀察＋解
釋）



張貴興「沙龍祖母」問題設計
解釋題示範

06.祖母信仰虔誠，但故事中唯一出現的禱告只有兩個字：
「主阿！」你對這部分的看法是什麼？（解釋）

07.故事中有兩張祖母的「祈禱」照，試描述宣教士所拍的、
和藝術家所拍的情景、意境有何差異？（關連）

08.藝術家認為祖母的家人是俗人不懂藝術，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最後為何會哭？作為一個藝術家你覺得他有沒有少掉些什
麼？（解釋）

09.祖父因為宣教士為祖母拍的「祈禱」照愛上祖母，你覺得
原因是什麼？（解釋）這張非常有紀念的照片最後當做什麼
用途？（觀察）你覺得有沒有浪費掉？為什麼？（解釋）

10.祖母過去與現在像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為什麼會如此？
苦難的痕跡會在生命中留下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關鍵因素是
什麼？（解釋）



張貴興「沙龍祖母」問題設計
應用題示範

10.你最得意的一張照片是哪一張？在哪裡？
誰幫你照的？你為什麼喜歡？（應用）

11.你信仰什麼？信仰曾帶給你什麼樣的力
量？有沒有哪一張照片呈現出這信仰？
（應用）

12.你平常如何禱告？在什麼時候、什麼情
況下你發出了最嘔心瀝血的禱告？在什麼
時候、什麼情況下你只能做出最簡短的、
卻最迫切的禱告？（應用）



舉例：扭轉未來
起（天上的紅飛機）：豬頭討厭輸家（尤其是哭泣）、豬頭眼
睛會眨（尤其看到爸爸）、愛咪質疑形象顧問的職業道德

承（紅色的玩具飛機）：小孩出現，彼此覺得對方是輸家，小
孩發現豬頭眼睛會眨。愛咪身為第三者對兩人的觀察。愛咪發
現豬頭仍堅持幫助客戶欺騙大眾。

轉（紅色的卡車與狗）：豬頭開始跟小孩對話，直到溯源打架
事件，要修改過去讓自己不再是輸家，才發現根源在打架之後
的父子對話

合（狗、紅色飛機起飛）：未來的自我出現。沒法修正過去，
但影響了未來。



舉例：奔騰年代
起：五人組除了冰人，相遇前傷痛的過去

承：四人相遇後，療癒海餅乾與瑞德的過去，

發現他們的現在，以及瑞德眼瞎被發現

此段頭尾都有霍華跟史密斯關鍵性的核心

價值對話

轉：世紀大戰（瑞德受傷冰人代打）

合：核心價值更深度的實踐在第二次比賽，以

及霍華的療癒。



舉例：「時間失序」

起：開車駛遠的快樂、看某大公司的渴望

承：青少年兒子的叛逆；以及跟父親借錢買車後，
從窗戶外看父親—生命的兩次叛逆。讓主角佩服的
音樂朋友以理想主義心態參與投資、不知是騙局；
以及幫助者（仍舊是個騙子）出現

轉：妻子去瑞士；幫助者出現（兩人都有重要對話，
一在風雪中，一在開夜車路途中）

合：帶幫助者到家中晚餐。（兩通電話：幫助者以
現任同事角色跟妻子電話裡說哈囉、妻子打電話給
前公司朋友（打電話時特寫青少年兒子出門））



舉例：「時間失序」的影像
與音樂
音樂出現時景框常特別有含意，譬如研擬理想性的投資
時，景框是渺茫的山與霧，或住車屋裡的人，或有陌生
人出現正好看見他在數錢，或與妻子和騙子幫助者重要
的對話

往窗內看時：看爸爸（借錢後）、看玩音樂的理想主義
朋友（騙子幫助者拆穿騙局後）

從窗戶逃離前：特寫主角與兒子（爸爸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