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ü 必须动笔了，但我什么想法都没有，怎么办？ 

脑海中⼀⽚空⽩，是最吓⼈的事吧！尤其时间在流逝（DDL 迫近……）不管你是真的

⼀个想法都没有，还是没有好的．．想法，我能感受到焦虑在啃噬你的⼼。这种时候，其实⼤

家多少都会有过的，不管你相不相信，⾸先你要做的事是——放松下来。 

焦虑是⽆益于灵感的诞⽣的。 

但不是彻底的松懈。说“适度放松”也许好些。 

推荐你试⼀试⾃由写作。5 分钟（如果是在考场上）或者 15 分钟，你⽆论如何总会拿

得出来的。坐下来，拿起笔，随意、不拘地写点什么。不要管内容或者格式。慢慢的，在

这种散漫的写作中，你或许会撞上这个点或者那个点是⾃⼰真⼼感兴趣的。然后事情就简

单了。沿着感兴趣的话题，先写下去吧。 

如果时间紧急得连 5 分钟也没有，那就让⽬光离开纸⾯，抬头去注视窗外的天空吧。

让思绪发发呆，不受羁绊的⽩云和飞鸟会带给你好运。 

如果不是在考场上，⽽你已经焦虑得⼀个字也写不了，建议你放下笔出去⾛⼀⾛。听

⾳乐、打个盹也是不错的选择。总之，暂时撇开⼭⼀样的任务，让⼼智⾃由地⼩⼩游荡⼀

下。给灵感⼀点点能够发芽的空间。但是不要⽴即投⼊闹哄哄的环境中去，那样搞不好你

的⼼⾥会更加纷乱。记得前⾯关于灵感的诸多提⽰吗？灵感需要适度的独处。 

不管⾸先冒出的灵感会不会是你最终的故事“关键词”，⾄少你可以有话写下去。当你

噼⾥啪啦写将起来，会很快忘记焦虑，转⽽去解决具体的问题了。 

 

 

ü 我总是没有办法开始写 

有时，你不是没有想法，但却没法动笔。你揣着⼀个也许蛮不错的想法，找各种理由

去做其他事（打游戏、和朋友聊天、看电影、甚⾄写你本来最讨厌的物理作业），“顾左右

⽽⾔他”。那么，你需要问⾃⼰，是否写作的过程对你来说不是⼀个愉快的过程（因此你要

延迟它的开始）？ 

⽐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想法不够完美，就不值得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要等

待，等待⼀个伟⼤、精彩动⼈的故事全部现⾝了，再动笔。 

如果是这样，那你只能⼀直等下去了。 

 

写作的乐趣，本来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点⼀滴的创造和积累。没有什么“全想好了再下

笔”这回事的。 

“写”⽐“写得完美”重要，真的。 

 

 

ü 真的不知道该写什么。我没有话说 

确定？ 

我总是见到那些嚷着“我没有话说”的⼈写起来就停不下来呢。 

从你熟悉的事物开始吧，就像书中的那些写作任务⼀样。 

想⼀下你的童年是在哪⼉度过的？它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对着镜⼦看⾃⼰的脸，在这张脸上找⼀点故事出来。 

给你的朋友们编⼀个历险记，让他们去你最喜欢/讨厌的地⽅旅⾏。 

你喜欢运动吗？或者⾷物、打游戏、户外……写⼀写你在最喜欢的事情⾥，曾经经历

了什么吧。 

…… 



不要想⼀下⼦抓到天边的云，先从⾃⼰⾝边的点点滴滴开始。要知道，每滴⽔中都能

映出⼀个世界呢。 

 

ü 我总是边写边停下回头看，不把前⾯已有的部分弄得完美，我就不肯往下写。 

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源于作者不确定之后写什么。因为没什么把作品推动下去的动

⼒，就停滞在已有的部分⾥。所以我时有看到⼀些作品的开头节奏缓慢，就是有个不合⽐

例的⼤头。 

还有时，这是因为作者有⼀种想法，就是每个写出来的字必须是完美的，如此⽅能值

得它在世间露⾯。所以他／她会对写出的部分百般看管，⽽推迟了作品展开的进程。 

不管是哪种情况，你要知道，作品的价值⾸先在于它要充分地展⽰⾃⼰——是个有头

有尾的完整作品。 

写作如开车，眼睛要往前看。 

 

ü 我写得⽐别⼈慢，怎么办？ 

是你写字的速度慢？还是“写作”的速度慢？ 

如果是前者，那么你可能会感到⾃⼰有点吃亏。但只要不是超乎寻常的慢，就都还

好。 

如果是后者，我想说： 

写作和其他事⼀样，每个⼈都有⾃⼰的节奏。 

有的⼈灵感来了，⽇进万⾔。有的⼈每天⼏百个字到头了。如果你了解⼀点作家的逸

事，你会发现即使都是作家⼀族，他们每个⼈在这⽅⾯的习惯、⽅法也都是千差万别的

（如同他们产出⽂字的风格各异）。 

所以，重要的是找到⾃⼰的节奏。快慢/字数多少，都并不与作品质量成正⽐。如果你

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那就想办法解决它。不要纠结于“快慢”。 

 

ü 我的故事字数⽐别⼈多（少），怎么办？ 

因为应试作⽂有字数的限制，有时我的学⽣会为故事“写长了”⽽发愁。 

也因为学习写作之初，能写得长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话说，⾮考试时学⽣们会不由⾃主

地⽐较字数，以故事字数多者为众⼈膜拜的对象。 

但是，字数本来和写作质量也并不成正⽐的。 

有话则长、⽆话则短，不是这样的吗？ 

短⼩的故事，也可以精悍⽽耐⼈回味；长篇⼤论也可能成为裹脚布。 

所以我劝你不要把注意⼒放在 word ⽂档的“字数”那栏。更重要的，还是你写了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创建⼀个庞⼤的故事帝国。也有时候，我们的故事就是点燃它的

灵感那么⼀记脆榧，⽏需多⾔。不管怎样，尽⼒把它写好吧。 

 

当然，在给定的字数限制内经营好⼀个故事，也是本事。但只有你体会过⽆拘束任由

故事⽣长的乐趣，才能更加明⽩，在给定的字数内，应该装些什么。 

    

 

ü 我的灵感是位“不速之客”。有时恰巧在我最需要它时，它却不来，怎么办（急

等！） 

灵感是个精灵，不要⽤⽹⼦去捕它。 

那样，你反⽽可能碰伤它如纱的⽻翼。 



可是有时，情势又不容我们坐等，怎么办呢？ 

不妨主动⾛进灵感所栖⾝的万事万物中去吧。做⼀个深呼吸，放下不⾃觉间耸起来的

双肩，闭上双眼，然后再重新睁开。 

你听到擦肩⽽过的⼈们的只⾔⽚语了吗？觉不觉得好像每句普通的话语背后都可以蕴

含深意，吸引你像柯南或者福尔摩斯⼀样破解字词后的密码？ 

你看到平凡的景致（缓慢驶出站的公交车、电动车上戴着头盔和⽑线露指⼿套的快递

员、⼀棵严重歪向马路⽛⼦内侧的槐树、吊在半空看不清⾯⽬的蜘蛛⼈……）细部了吗？

他（它）们如果可以开⼜说话，又会诉说什么呢？这⾥是否爆发过争吵？谁曾在这⾥驻⾜

哭泣？ 

你闻到空⽓中的⿇辣味⼉了吗？它唤起你关于什么的回忆了没？ 

…… 

不⽤着急做什么，⽽是就当第⼀次来，在这个世界徜徉⼀会⼉。当你发现⾃⼰已经在

融⼊其间时，灵感的线头⾃然会从某个缝隙探出头、朝你招⼿。 

 

ü 故事开的坑太⼤了，写不完，怎么办？ 

初次写故事的⼈，常常雄⼼勃勃，要在故事⾥创造整个的⼀个世界。 

于是，往往三五千字过去了，他／她发现⾃⼰还在介绍背景。 

⽽且篇幅越⼤，往往涉及的情节也就越多、⼈物更多、线索也更复杂。这⼀切，都对

写作者驾驭故事的能⼒、写作的毅⼒、他／她的时间和精⼒提出了更⾼的要求。 

所以你的确需要掂量，拥有鸿篇巨制的想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有⼀点我提出供你参考，那就是即使你想建造⼀个全新的世界，如果先择其中⼀个精

彩的局部（单⼀主⼈公、单⼀时间线）写出来，也是不错的。因为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这个

局部，去想象你对于整体的设想、去设想那些你没写但发⽣了的和将要发⽣的事。好的故

事，本来就应该有这个功能的。 

写故事的乐趣在于写。不要耽搁沉溺于前⾯的“脑洞”阶段，应该要求⾃⼰边写边想。 

 

ü 我不愿意写⾃⼰的负⾯经历，但这又是我真正想写的，怎么办？ 

每个⼈都有权写⾃⼰真正想写的。尤其，很多时候的确是负⾯经历更吸引写作者。也

许因为我们从痛苦中能得到更宝贵的教益。 

不愿写⼤概出于两个原因吧。第⼀，不愿触碰那个经历。 

对此，我不会劝你什么。虽然写作是对于回忆的⼀次洗礼，但只有⼈们能够真正⾯对

发⽣的事时，这⼀举动才能起到应有的作⽤。 

写什么、怎么写，决定权应该在你⾃⼰。 

第⼆，愿意写但不愿分享。 

这件事我也觉得不应勉强。写作（其他形式的表达也是）都是在个⼈的私密世界和公

共话语间架起⼀个桥梁。如果⽆论怎样包装、替换，得到的都有可能是对⾃⼰的刺痛，那

不如不分享。但是反过来，这是⼀个利益的权衡，如果经过包装（很多“故事”都是把个⼈

经历改头换⾯后拿出来给⼈看。⼈名、地名、个别情节可能会改变，真实的是作者的⼼

意）的故事写出来，不管对当事⼈（⾃⼰）还是他⼈，都是有意义有启发的，你不妨试

试。 

能够⾯对真相，是成熟的⼈应有的品质。 

 

ü 我在故事⾥放了⼀些“得意之笔”，但是⼩伙伴不仅发现不了，还说看不懂我想

讲什么，怎么办？ 



在我们课堂上做⼤作品互评时，我发现⼀个有趣的事：不是每个⼈都喜欢其他所有⼈

的作品（⼈们的趣味各不相同），但所有⼈都能指出⼀部作品最闪亮之处和问题最⼤的地

⽅。也就是说，虽然“喜欢”是主观评价，但优缺点很⼤程度上是客观摆在那⾥的。 

那么，⼀部作品⾥真正好的地⽅，读者应该是不会错过的（⾄少不应该所有⼈都看不

出来）。为什么错过？我观察往往是作者没有把故事讲明⽩。在没讲明⽩的情况下，真正

想传达的意思就不⼀定能传达出去。 

这是挺尴尬的。我的建议是： 

写作，不是为了挖坑让读者往⾥跳，最后感叹作者的⾼明。 

要把注意⼒放在⾃⼰真正想表达什么上去。 

为了挖坑⽽挖的坑，和为了表达⽽设置的埋伏，是不⼀样的。 

 

ü 我写下的就是⼀些道理。我知道该把它们融到故事⾥去，但具体怎么做呢？ 

说教是故事的⼤敌。 

故事的最⼤魅⼒就是从不说教，却能让⼈有所领悟。 

 

创作的起点有各种各样的。有时，是⼀副突然⽽⾄（你脑海中的画⾯）；有时是某种

说不出却不肯离去的情绪；有时是⼀个现实中让⼈觉得很特别的⼈物；也有时就是类似道

理的东西。⽐如“最美好的却往往⽆法久留”。 

你从种种⽣活经验中领悟出这么个道理，但你却⽆法直接把它变成故事，怎么办？ 

⾸先，希望你拥有⼀个⼈物，他／她的存在状况是和你的主旨（那个道理）呼应的。

上⾯那个例⼦是真的有个学⽣作品⾥的主旨，起因是她⾮常喜欢⼀只⼤熊猫，她觉得它完

美，然后渐渐有了这么个想法。当她想为此写个故事时，她设置的故事背景是古时候隐逸

⼭林的武林⽣活。主要⼈物是⼀个武功、外貌、内⼼皆美好的男⼦。⽽讲述的视⾓是从另

⼀个⽣于功夫世家的⼥孩展开的（毕竟，“⽆法久留”是“美好”⾝外的观点）。 

然后，你要让⼈物⾏动起来，在故事⾥给他们布置具体的“任务”。如上⾯这个故事就

讲述了男⼦偶然落难借住⼥孩家（相识）、男⼦离去后⼥孩出外寻访等⼀系列的情节。 

这个故事是以男⼦因病离世、⼥孩⼦得到故⼈遗物，⾯对空寂的⼤⾃然怅然若失为结

尾的。 

要讲的故事，包含在清俊的⼭岭（场景及氛围）、青年⼈的友情（情节）、对男⼦的

外貌描写（⼈物塑造）等具体的、展开的内容⾥了。 

读到⼥孩站在寂静⽵林的坟冢前，虽⽆法接受但也别⽆选择时，我⼼⾥也怅然若失。 

 

ü 写到⼀半，就不想写了，怎么办？ 

有可能到这⼉，推动你写下它的⽬标已经达到了。⽐如发泄对某⼈的怨愤之⽓、或者

抒发⼀种朦胧的⼼境。需要想⼀下，你还有深层次的想法需要满⾜吗？只有主题⾜够有⼒

量，故事才能持续地推进，直到结尾。 

也有可能，⾯对已经写出的⽂字、以及⼤⽚空⽩，你⽆法确信⾃⼰有⾜够的能⼒或理

由把它完成。 你会想“反正写出来也没⼈看”或者“反正写出来也是⼀团垃圾”。 

在前⾯的第 14 课，我们提过这个问题——你是否相信⾃⼰这次的写作是有价值的。⽏

庸赘⾔，⼀句话——如果你不写，之后有什么可能性你也没法看到。为了正确评估没发⽣

的事，请先把它变成现实吧。 

 

ü 写到⼀半，有了新的想法，怎么办？ 

很多同学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能理解写作是边写边探索出⾃⼰到底在写什么，那你肯定能接受途中发⽣的“意

外事件”。 

如果是在考场上，那你动笔时则需要对⼤致的框架、主旨有个把握。因为考场⾸先要

求限定时间内的完成程度。放个半成品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个⼈认为，越是平时⾃由⾃在地写得多的⼈，⾯对给定的框架，越能有把握

——因为他／她已经在各种尝试中理解叙事的范式和个⼈的写作能⼒了。 

 

ü 写到⼀半，写不下去了怎么办？ 

    回头读⼀读已经写出的部分，再次确认⾃⼰这次写作的主旨和核⼼的动⼒。半路写不

下去的⼈往往是“⾛哪⼉算哪⼉”型的。虽然我说，写作是边写边探索。但这并不是说写作

就是由着性⼦⽽为。⽽是说需要不断提问、⾃问⾃答。所以写不下去时，需要抽⾝出来、

退⼀步，问⾃⼰，⾃⼰到底要什么。 

 

ü 我觉得⾃⼰⽂笔很差，写出来的东西⾃⼰都觉得没劲 

有时，我们的⽂字功⼒跟⾃⼰宏⼤的构想⽐，确实显得平淡⽆奇。也有时，写完之前

（甚⾄之后）我们⽆法相信⾃⼰能写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时候，你就别再回

头看了。专⼼看着前⾯的路吧。 

当你有⽬标时，你会忘了⾃⼰⽂笔到底差不差的问题。 

⽽⽂笔这种东西，就是在这样⼀次次习练中会得到提⾼。 

 

ü 我觉得⾃⼰没有想象⼒，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真正有趣的东西 

不想写就算了，出去玩⼀会⼉再坐回书桌吧。 

想写，就认真写。 

有真正想写的，就忘了“我有……没有……想象⼒”这些事了。 

我也经常觉得⾃⼰没有想象⼒，但遇到想写的事物，我还是会真⼼觉得这⼀切有趣并

且挺不错的。 

 

ü 我写的东西不想和任何⼈分享，怎么办？ 

对着镜⼦，或者睡觉前坐在床头灯下，读给⾃⼰听，如何？ 

站在⼀棵树下，读给树枝和路过的风听？ 

打印两份。⼀份纸页折成⼩船，送到⽔⾯上。另⼀份读给⽔波听？ 

…… 

能读给⾃⼰听，有⼀天你就能读给最亲近的⼈听。 

你有没有发现，只要你温柔地对待它（没有把它揉成团扔垃圾桶⾥），它被读出来的

声⾳，总是很好听？ 

 

ü 如何把创意写作课上学到的本事，⽤于考场作⽂？ 

创意写作⿎励“⼿写我⼼”、⿎励写作融⼊⽣活。⽽考场不⼀定“⽣活”。它还会给⼈各

种限制（题⽬/时间/分数等级……）。考试是检验写作能⼒的⽅法之⼀，但它肯定不能是

让⼀个⼈持续写作的⽬的。 

尽管如此，这⾥学到的本事也是可以和考场对接的。 

⼀个是叙事的能⼒，另⼀个是对写作的认识。 

经历过创意写作的训练，你应该给什么题⽬都有话说的。因为你知道，什么题⽬都能

在⽇常⽣活中找到素材的。⽽且什么题⽬你都能展⽰出⾃⼰的想法。 



你应该知道叙事的章法——如何设计、如何推进？ 

你应该掌握写作的章法——既需要开脑洞、也需要在写作中不断完善⾃⼰的想法。 

 

ü 不知如何结尾怎么办？ 

不知如何结尾的⼈，其实是不知⾃⼰在写什么。因为不清楚主旨，所以尽管能设置情

节、却不知故事应该收在哪⼉、落在哪⼉。 

所以先不要急着编结尾，回头看看已经写的部分吧。问⾃⼰：我到底在写什么？ 

 

ü 我不喜欢修改，这算是问题吗？ 

如果你理解修改这件事也是富于创造性的，你还会拒绝修改吗？ 

修改不是让理性的声⾳去“矫正”感性的表达。相反，它是理性辅佐感性去表达得更精

确、更充分。 

⼀遍遍地确认⾃⼰的⼼意，就像准备⼀场婚礼的过程中，在挑婚纱、写来宾名单、订

蛋糕的琐事奔波中，⼼⾥在⼀遍遍确认“我愿意”。爱情若想长久，总要融于⽣活。写作要

想有真正的⽣命⼒，也需经历磨砺。 

也会有作品，⼀蹴⽽就是最好的状态。怎么改也改不过第⼀稿的感觉了。 

但谁也不会每次都这样的。 

 

ü 我不会写对话，怎么办？ 

我有个发现：不会写对话的⼈，经常是在⽣活中也不会．．对话的。（以前的我⾃⼰就

是。） 

完全没有对话的故事⽂本（除⾮这是你精⼼设计的艺术追求），显得铁板⼀块，缺乏

和外界交流沟通的可能性。 

你有没有感到，有对话的⽂本，因为对话会在纸页上留下更多的空⽩，也会在读者⼼

⾥留下更多鲜活的想象空间（因为是⼈物⾃⼰的表现，作者之⼿没起任何作⽤），会给⼈

⾃由、流动的感觉？作者不能再全部掌控⽂本，很多潜在的可能性在字⾥⾏间穿梭。 

如果你能理解对话是为的什么，你就知道在何时何地安插对话了。 

⾄于怎么写出好的对话，如第 11 课任务所⽰，电影是很好的⽰范。电影⾥的对话往往

是对⽣活中的对话进⾏了艺术加⼯、却还保留了其中的⽇常味⼉。 

 

ü 这本书并没有讲到修辞。写作时，我怎么能拥有好的⽂笔呢？ 

这本书的确不重修辞。因为我相信修辞是叙事（故事）的外⾐。如果把写故事⽐成有

魔法的匠⼈做⼈偶，重要的当然是完⼯后它能坐卧奔跑、四肢协调、眼神有光。外⾐是否

华丽，不是最要紧的。 

但是好的故事，⽂字功夫肯定是叙事的⼀部分。就像做⼈偶也肯定要设计它的着装风

格。那么关于修辞，我能说些什么？ 

请每次都尽量⽤准确．．的语⾔去描写你真实的观察、表达你真实的想法吧。语⾔⽅⾯，

“好”不是标准，“合适”才是。在这个总是寻找合适的语⾔的过程中，你的⽂笔会越来越

好。 

 

ü ⽼师，你能给我开个阅读书单吗？ 

对不起，不能。 

写作的素材，不外乎古⼈所说“读万卷书，⾏万⾥路”。创意写作课上写得好的同学，

⽆⼀例外都是爱读书的。所以说到写作，总有学⽣问起读书的事。 



但是我从不给任何⼈推荐书单。 

因为我相信，读书如吃饭，应该是因⼈⽽异的事。每个⼈的每个阶段，都应该有⾃⼰

的个性化书单。 

我觉得⽐读什么书更重要的，是爱读书。 

所以我只推荐你闲了去书店⾥转，看到什么喜欢的就停下⾥翻。这本书会带你认识那

本书，你的兴趣也会不知不觉地在不同领域、风格、作家间跳跃。 

多说⼀句（其实是说给你的爸爸妈妈听的）：喜欢⽹络⼩说也没有关系。⽹络⼩说很

多是类型化的故事。我们课上很多同学的作品是“⼆次元”风格的。当你读⽹络⼩说读多

了，总有⼀天你会想要读点别的。那时你会发现，那些被叫做“名著”的作品，常常是最有

⼈情味⼉、最有趣的。 

 

ü 除了书⾥给出的写作练习，平时我还能怎么练习写作呢？ 

多写。 

不拘任何成规地多写（不要管别⼈说你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 

这本书⾥的练习是精选的，可能的确不够宽泛。但相信它们会起到这样的作⽤，即激

发你到⽣活的任何⾓落去寻找素材、记录灵感。 

如果你有兴趣读更多的创意写作指导书，本书最后附有“写作指导资料”。去那⼉挑⼀

挑吧。 

 

ü 不好意思，但我还是想确认我有没有写作的才能（这决定了我会不会继续写

下去……） 

会有学⽣或者家长找到我，就是为了确认以上这件事。 

看着他们严肃⽽忐忑的表情，我怎么说呢？ 

有的⼈，我⼼知他／她是写作的好料⼦，但我也知道他／她可能不会把写作当作职业

或者事业。 

也有的⼈，在我认识他／她期间他／她⼀直在写。但我不确定未来他／她会不会⼀

直持续地写、⽽不是转⽽向其他相关的（⽐如艺术、媒介）或不相关的领域发展。 

我也见过某次写作平平的⼈，下⼀次的作品就会突然惊艳到你。他／她⾝上如何发⽣

这些变化的？我完全不知道。 

对于年轻的⼈来说，我觉得把事情锁死到“我有才能”或者“我没才能”上并不好。 

如果想写，那你就写吧。 

 

有⼀点是我知晓的。爱写作的⼈，多能耐住寂寞，在⼈群中并不显露什么，却喜欢默

默在⼼底与⾃⼰对话。 

 

ü 我想写的是真实的事情（我/我⾝边的⼈发⽣过的），这些也能写成故事吗？ 

能。 

所有的故事，某种程度上都是基于我们在现实中的经验创作出来的。如果你不打算把

已经发⽣的事改头换⾯、⽽是按照它们的真实情况展开创作，那就是“⾮虚构”（⽂学创作

的⼀个门类，与“虚构类短篇/长篇⼩说”相对应）。在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虚构创造

（尤其在⽹络上和公号⾥）⽅兴未艾、并且有越来越发达的势头。开放的社会⿎励普通⼈

⽤各种⽅式发出⾃⼰的声⾳。家族史、职业⽣涯、旅⾏或美⾷笔记，都是常见的⾮虚构题

材。 



我们第⼆单元的回忆录写作，就是属于⾮虚构领域的。虽然那时我们还没涉及叙事范

式，但你应该可以理解，涉及到叙事的各个⽅⾯，虚构与⾮虚构都是⼀样的。⾮虚构作品

也需要寻找叙事推动的⼒量、也需要⼀个丰满的⼈物形象。 

我所能给你的忠告就是：不管虚构、⾮虚构，都是创造性的写作。不要因为素材是真

实的，⽽让⾃⼰沦为只是忠实记录所发⽣的⼀切。这不是说你要编造。⽽是说，你依然需

要思考这⼀切为什么会发⽣。只有当你有探寻的需求时，你的记录才真正具有意义。为了

探寻意义，你可能会在讲述时打破事情发⽣的前后顺序、会按照⾃⼰的想法设置情节详

略。只有这样，你才能站在更⾼⼀点的地⽅，重新审视所发⽣之事。 

祝你有所斩获。 

 

ü 我想写科幻/穿越/⿁/同⼈故事，我该注意些什么呢？ 

这些故事在叙事领域被称为“类型故事”（genre）。作为⼀个故事类型，它有⾃⼰的成

规（某种⾓度说，你也可以理解为“套路”）。⽐如⿁故事的氛围营造、“⿁”是真是假的揭

⽰，科幻故事的“硬核”科学知识，穿越故事中（现实和⾮现实）两个世界的对⽐。如果你

想要写类型故事，⼗有⼋九你之前读过这类的故事，那你就要熟稔其中的游戏规则。 

如果你想向某部作品致敬，那你要清楚它最让你折服的地⽅在哪⾥。如果你想反某⼀

个类型化套路（⽐如作品修改部分那个“被赋予使命却不想当英雄的故事”），那你要清楚

那个套路的优缺点在哪⾥。 

总之，类型化故事不是纯粹的原创。但基于类型的套路表达⾃⼰对于这个类型和世界

的独特理解，也是很棒的事情。所以⾸先你需要分析，需要真正了解这个类型。然后你要

清楚⾃⼰这次创作的⽬的地在哪⾥。只是重复他⼈肯定不是有创造性的⼈能够满⾜的。 

 

 

P我能写出脑海中萦绕的场景或者画⾯，让其中的每个细节都分毫毕现。但我不

知怎么继续下去、让它成为⼀个完整的故事？ 

有的⼈观察⼒很好、⼼思也很敏锐。让脑海中蹦出独特且细节丰沛的场景和氛围是很

容易的事。但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她不知该如何写下去。 

怎么把静态的画⾯发展为动态的故事呢？ 

在任务 5“梦的写作”那⾥，其实已经说过了——如何从单独的画⾯，或者某种感受发展

出故事来。 

你需要多问“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会出现在这⾥？他／她从哪⼉来？要去哪⾥？ 

为什么他／她⾯露悲伤之⾊？ 

为什么他／她迟疑不肯向前、却又僵持着不肯后退？发⽣了什么事？ 

问“为什么”是不难的。难的是，要敢于让事情迈出你精⼼炮制的幻境，让未知（你作

为作者不清楚的事情）发⽣。 

流⽔不腐。如果就满⾜于这个静⽌的创作，那它的⽣命⼒就会差⼀些。会显得“虚”或

者“飘”。就算它看着很完美，也是没有⽤的。这个故事中不存在探索，因此也就没有⼒量

和真正的美感。 

你可以写“⼈物⼩传”，也可以根据对“为什么”的回答做⼀个故事脉络的头脑风暴。总

之，要⿎起勇⽓推着故事往前⾛（它的历史）、往后发展。单凭⼀个点是站不稳的，当它

发展为线、⾯，甚⾄三维结构，它才能稳当⽴于时空中。 

不要满⾜于已有的。要让探索之⼼引领⾃⼰去创造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