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意写作课⼩伙伴关于灵感的领悟 

 

 

 

（⼀）说说你的“灵感被打开”的时刻 

  

    应该是⼩学五六年级的阶段。  

    我记得我坐在⾃家的车上，那天雾很⼤，车窗上形成了⼀层薄薄的膜，⼈体带来的热

度⼀接近就凝出⼀个个⼩⽔滴。我没在上⾯写些什么，我只是把⼿贴了上去，感受到有⽔

覆上⼿掌，有⼀点凉。视线从⼿指的缝隙间向外扩散，看不太真切。  

    就在那⼀刻有⼏个词飘进了我的脑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总觉得不是我在那⼀刻

抓住了它们，⽽是它们不请⾃来。  

    冷凝的霜和凋零的⽕。  

    我⽆端地想起这⼏个字眼，并在之后像是被它们引导着似的写出了第⼀⾸“诗”。  

    现在想来，那⼀瞬间给予我灵感的，应当是“⽆⽬的”或是“虚⽆”。我的⾝⼼都在这种虚

⽆中放松下来，卸下了⼀切防备，于是得以被灵感全⽅位地侵⼊，或是我浸⼊了空⽓中的

灵感——谁知道呢，时⾄今⽇我仍分不清主动权究竟在谁⼿中。  

——虹 

 

 

  

    课程中灵感的第⼀次出现，是在第⼀次写作课上，当我观察⽕焰的时候。我觉得写作

课帮助我注意到并重新认识了许多⽣活中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事物，当我专注地盯着⽕焰

时，我的内⼼开始变得平静，由⼀个⼩⼩的⽕焰作为出发点，开始联想到很多其他的东

西，⽐如⽣⽇宴会、南⽠灯、房屋，再由这些事物联想到温馨、舒适、期待等词，这些词

语混合在⼀起，灵感就随之⽽⽣，之后再接连不断地想到了其他各种东西，灵感便越来越

强烈，越来越清晰。  

——敬雅婷 

 

 

  

     这个例⼦可能就是为巧克⼒写的那个⼈物 Rudolf。当时我⼀直不知道把它写成⼀个

什么样⼦的⼈物，它有什么性格。最开始就像⼤多数学⽣⼀样把它写成了⼀个很平常的⼥

⼈，后来我就和朋友吐槽说我感觉写不好男的只能写⼥的。我的朋友建议我尝试写⼀写男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毕竟不尝试⼀下的话也许不会发现⾃⼰⽐起写⼀位男⼠⽽⾔更

不擅长写⼀位优秀的⼥⼠……我尝试了⼀下，发现这个⼜味的巧克⼒，把它写成男⼠远远

⽐写成⼥⼠更容易。于是我根据它的味道⼤概确定了“它“是⼀个处事圆滑，话又很少，但

是内⼼远远⽐外表看起来更加⽕热的⼈；我又确定了“它”喜欢的⾳乐风格；根据它的样⼦

确定了“它”喜欢穿什么样式的⾐服；又根据它的牌⼦和价格确定了“它”的社会阶层和⽣活

的历史时期。⾄于“它”的名字则是来⾃ Lindor 巧克⼒的创始⼈名字的启发，它⽣活中的故



事有⼀些来⾃它作为⾷物的特性，也参考了路易⼗⼋时期⼀些历史和⼀些名⼈（⽐如莫扎

特）的⽣活经历，⽐如他违背了家庭的意愿执意前往瑞⼠。总之 Rudolf 是⼀个杂糅的产

物。中间我根据⾃⼰的⼼情和看到的新的资料和故事进⾏了⼀些删改，让这个⼈物显得更

符合常理也更真实。当然他还是有很多地⽅被我省略了（因为暂时理不清楚这些东西），

有些地⽅也不完美，但是我还是⾮常喜欢这个⼈物，我甚⾄想要把今后的⼀些⼤作品也⽤

来补充这个⼈物的故事。 

——Elvellon 

（学段结束时，作者 Elvellon 真的把由⾷物体验⽽成的⼈物⼩故事扩充成了⼀个完整的⼤作品—— 
UNSTILLBAR（贪得⽆厌）。作品原⽂请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NTIyMTI2MA==&mid=2247484415&idx=1&sn=68efcabc1c5a4d2931d8ed5d22329277&chksm=fcbe411ccbc9c80a2412939f5c7e

18c8dd978ad469561802d3ba3631eec0dd3d864042b57c0e&token=1110711317&lang=zh_CN#rd（这个链接是上篇，循迹可以找到下篇）。 

 

 

  

    当时是晚上了。⾃⼰⼀个⼈坐在屋⾥。没灵感。周围特别安静，安静的让⼈有点点害

怕。窗帘是拉着的，门也关着。只有⼀个台灯在脸的左边，亮着黄光，让怕⿊的我有了安

全感。就是因为这抹光，让我爱上了微凉的夜晚独处在这间屋⼦⾥的感觉……  

     光在⿊夜⾥拉开了⼀道裂缝。然后⾃⼰去填补。却越烫越⼤了。  

    就眼前这种场景，我托着腮，发着呆。放松眼⽪。⼏近是⼀种放空的状态，沉⼊某种

空⽓中，感受不到⾃⼰的呼吸。空间在流动，时间在凝固。很微妙的⼀种感觉。情感⼀个

⼀个⽣出，杂乱⽆章，包围着我。  

     我忽然知道要写什么了。之前预设的字⼀个都没⽤上。 

  ——秦亦初 

 

 

  

    灵感是真的突然就来了。备忘录⾥有好多⾃⼰突然就有的脑洞，很多时候是上课在发

呆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某种东西然后思维跳来跳去就想到了故事。有次看到屋顶就开始想

象会出现什么样的⼈在屋顶上，有时候想到很久以前的邻居就会想如果我们未来再次成为

邻居会不会像童话故事⼀样。我觉得我捕捉灵感就像⼀条线，我⼀直往前⾛，但⾝后⼀直

拖着这根线，时不时的拉上来看看这根线有没有粘住什么好玩的东西。  

——易⼀之 

 

  

    ……这些想象都是转瞬即逝的，对我⽽⾔它们很多时候的意义其实并不是太⼤，不会

达到让我产⽣写作冲动的程度。不过在很少的⼀些情况下，如果它们确实对我产⽣了⾜够

⼤的触动，就⾃然地会⼀直萦绕在我脑海⾥的。我不需要去记录它们，它们会⾃动地在我

的⼤脑⾥开始缓慢地⽣长，通过在⽣活中吸收各种各样的碎⽚来⾃我完善，逐渐变得饱满

和⽴体。这是⼀个⽐较长的过程，⽽且随机性⾮常强，但是每个值得我动笔的灵感都会以

这种⽅式逐渐⽣长起来的。只不过，许多时候最后⽣长出来的并不是⼀个故事，⽽仍然只

是多个静态场景的叠加或者组合⽽已。  

——Iris 

  



 

（⼆）你认为灵感是什么？ 

 

  

    灵感就像是⼀股泉⽔，从⼼中涌向全⾝。只要是有驱动⼒的情况下，他就扩散到全

⾝。 

    我⼤概是在⽆事可做的时候才会产⽣灵感，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但是我基

本上只是在⼼中思考⽚刻就忘却，说起来更加像是抛弃的感觉。如果产⽣了我难以忘却的

灵感，那⼤部分都会被记在⼿机中。 

 ——臧元祥 

 

 

  

    ⼤概是在⾃⼰很感性的时候……像是⼩⽯⼦投进湖中⼀般，⽆法抑制的下沉，让⽔去

包裹⾃⼰。⽽记忆和思想会像是⽔波⼀样，由纵⾄横扫过全部的记忆海洋。有时候会发现

⼀些之前没发现过的、快被遗忘了的⼩事情。那些就是灵感，是关于“情感”的灵感。 

——⽽不知 

 

 

  

    偶尔我在认真体验事物的时候突然会有⼀种特别特殊的感觉，就是好像它和⼀些其他

事物突然产⽣了某种联系。可能这种感觉就是我的灵感。 

——罗逍 

 

 

  

    灵感是⽆⼼中的有⼼。  

——闲步晚风前 

 

 

  

    灵感是当你真正知道什么是⽣活怎么去享受⽣活的时刻。当你长期养成这种能⼒，灵

感⽆处不在。任何地⽅都可能捕捉到灵感，但是室外是最强烈的地⽅，尤其是晚上，有⽉

亮，⼀本简单的电脑，和⼀个装满细节的脑⼦。灵感就画在墙上，屋⼦已经没法要了。 

——pp 虾 

 

 

  

    ……我认为灵感与艰苦学习、不断积累知识关系不⼤。⽽是与实践和创造⼒密不可

分，因为只有你去投⼊地做⼀件事，才能在整个过程中潜意识地收获⼀些深层的东西，这

些东西⽇渐积累，可能某⼀天就会转化为灵感。 

——李易明 



 

 

  

    我得在⼀种节奏稍慢的时间⾥才能找到灵感，跟我⾝处何处⽆关。现在⽣活天天跟催

命⼀样，⼼静下来是很难得。 

——刘熠⾠ 

  



（三）关于灵感的提问与回答 

  

问： ⼀个⼈可不可能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写出好作品？   

u 我觉得不太⾏，因为你只有对⾃⼰所写的东西产⽣真正的想法之后，才能继续很带感

地写下去。——刘伊婷 

u 没有灵感的时候⼈就完全不会有写作的欲望，好的作品也就不可能了。——杨乐和 

 

 

  

问：是不是所有的写作有需要灵感才能进⾏下去？是不是没有灵感写出来的⽂字就是不好

的呢？  

答：    

u 写些⽆关个⼈精神的东西完全可以进⾏下去。可能语⾔表达准确，可能语句优美流

畅，只是可能不会让⼈觉得很“灵魂”。——浣野  

 

 

  

问：灵感应该有好坏之分吗（⽐如有深度的就是“好”的灵感，没有的就是“坏”的灵感）？  

答：  

u 灵感⼤多数时候是给你⼀个⽅向，⾄于深度还是看⾃⼰。——郑修齐  

u 我觉得没有好坏（除⾮说是不是正义的灵感）。可能有时灵机⼀动诞⽣的想法未必是真

理，不过都是个⼈思想上的进步吧。——略 

 

 

  

问：我的想象⼒在平时好像不那么活跃，只有在某些时候能释放出来，⽐如在⾮常特别或

者⾮常安静的环境下，⽽能够达到我要求的这种环境又很少遇到，所以经常会有找不到灵

感的惨状。还有⼀点是觉得⾃⼰的灵感不那么新颖和有意义。 

答： 

u 哼哼哼，根本不需要觉得惨，觉得找不到环境就去适应环境，在嘈杂的环境胡乱写写

多试试⼏次，⾄于新颖和有意义更不⽤担⼼，⽼套的东西不⼀定就不出彩（各种电影炒冷

饭观众还不是要真⾹）。所有对于有没有意义的评价根本就是主观的，不⽤担⼼他⼈的⽬

光。⾃⼰想表达什么内涵？确认就好了。⼈类的赞歌就是勇⽓的赞歌！只要敢于下笔就⼀

定能谱写出你的篇章！⽆论长短 。——⾚圆  

 

 

  

问：我这个⼈灵光⼀现的感觉不太多，怎么才能让⾃⼰的思维变得活跃和多元⼀些呢？⽽

且有了灵感之后，怎么把它扩充成⼀个故事之类的呢？  

答： 

u ⾸先你不要先把⾃⼰定义成⼀个“灵感不多、想象⼒不够”的⼈，要相信每个⼈都是有

灵感的。如果每次需要开脑洞的时候你都先跟⾃⼰说⾃⼰不擅长想象，那你在潜意识⾥就

已经在抑制⾃⼰产⽣灵感了。关于怎么把灵感扩充成故事，我觉得你可以不⽤在⼀开始就



试图构建出⼀个完成的故事情节，这样只会让你⽆法下笔。可以先顺着灵感写下去，说不

定就”下笔如有神“了呢。——罗雍  

 

 
  

问：我感觉我灵感出现的条件还是⽐较苛刻的，如果不符合，就⽐如时间不够时，怎么能

找到灵感，或者说灵感出现的条件有办法改变吗？ 

答： 

u 我觉得你应该找到⼀个⾃我放松的⽅法，⽐如深呼吸、听⾳乐等等，这样在时间不充

裕的时候你也有办法让⾃⼰放松下来，不⾄于因为太紧张⽽脑⼦⼀⽚空⽩。你也可以在平

常放松的时候记录下⾃⼰脑⼦⾥⼀闪⽽过的灵感，给⾃⼰建⽴⼀个灵感素材库。这样你以

后产⽣灵感的过程可能就会更顺利⼀些吧。——罗雍  

u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放松⾃⼰，让⼤脑⾥的意识⾃由地涌动吧。迅速做头脑风暴，灵

感出现的也会相对迅速啦。然后不要抑制那些瞬间出现的情感，让其发展。如果时间太

紧，就从现实中取材吧，或者站起来四处⾛动⾛动，运动⼀下，让⾃⼰累⼀点，获得另⼀

种状态下的刺激。——秦亦初 

  

 

  

问：有的时候明明印象深刻的事情，但在作⽂是就是想不起来，事情⼀过灵感倒源源不断

地涌来了，只能让我叹息之前⾃⼰怎么没想到……灵感总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这还

挺让⼈困惑的。  

答：  

u 确实是这样，⼀紧张就⼤脑容易卡壳。不过我建议你每次有灵感时都记下来，写成⽂

字或录语⾳都可以，很简短的就⾏。如果担⼼写作时没灵感，就在写之前看看这些。不过

还是尽量在写作时放平⼼态，去找新的灵感。 ——爆豹 

 

 

  

问：若是灵感稍纵即逝，有没有什么办法再次想起来呢？这种感觉就像是话都到嘴边了却

忘了要说什么，真的很让⼈苦恼。  

答： 

u 灵感蹦出的时候记得⼀⼼去感受，顺着灵感的⽅向探索，尝试追问⾃⼰，追问灵感，

试着多察觉⼀些后⽤⾃⼰能理解的⽅式记录下来当前感受，⽆论是⼏个词还是画个简笔

画，都⽐只⽤脑⼦⼲记着强些，毕竟灵感真的是短暂存活在当下的，有时间时赶紧记下来

吧。                ——浣野  

 

 

  

  

问：有的时候有灵感之后并不⼀定能写出很多东西？ 

答： 



u 我觉得打开灵感的⽬的不全在于写出很多东西，把最真切的想法和感受写下来已经很

好了。如果想要写出很多⽂字，或许需要观察、感受时的细致和对⽂字驾驭能⼒的提升。

——王依琳 

 

 

  

问：是应该把灵感整个捧出来就好呢，还是还需要加⼯呢？ 

答： 

u 灵感是不需要加⼯的吧，是很纯粹的想法吖。但是你要⽤灵感去写故事、或去表达给

别⼈看的时候，你可以修饰让我们更好懂、或者能更好地感受你想表达的东西。——安叶

之灵   

u 我觉得灵感需要加⼯，但其实加⼯也不⼀定就改变了⾃⼰开始的灵感，只是让故事更

加完整和丰富，中⼼还是基于⾃⼰的灵感的。——郭馨阳  

u 毕竟写作是持久战，灵感我觉得更多是⼀篇⽂章的基础，之后如果想成为艺术品更需

要精雕细琢。             ——赵青源  

u 我脑⼦⾥总是会有不少灵感，但我并不认为这所有的灵感都是可取的，有的会太过幼

稚或不成熟以⾄于最终所形成的结果会使得整个作品降低档次，所以对灵感进⾏⼀点修饰

并且对其进⾏挑选，从⽽运⽤到⾃⼰的作品中去才是⽐较可取的⽅法吧。——欧阳浚哲 

 

 

  

问：有些时候⼀些事给我灵感但是动笔的时候又突然觉得乏味了，就好像是在脑⼦⾥把有

趣的点都过了⼀遍然后觉得这个已经没有意思了，于是又没有动⼒记下去了。  

答： 

u 如果想过⼀遍以后会觉得乏味了，不如最初先不要想得那么彻底。打个⼤体框架保证

合理结构后就开始写，在每个部分中尽情发挥，写着写着就会有很多有趣的想法产⽣了

吧。我也觉得确实是时效性的，但又没办法时刻都准备着写作，不如在灵感产⽣时多问⾃

⼰⼀些问题，追寻更多灵感和⾃⼰的感受，试图具象化它们，记录感受，就会错过的不那

么彻底了吧 。 ——潘奕含  

  

 

  

问：这⼏节课都是先体验了⼀遍之后，记录下来，所以感觉灵感会顺其⾃然地产⽣。 但是

有的时候，给⼀个题⽬或者没有任何设定，让你写，就会突然⼤脑⼀⽚空⽩，感觉⾃⼰什

么都没经历过⼀样。  

答：   

u 给定⼀个题⽬但是并没有体验的条件的话，可能就要靠平时的积累或是打开想象。如

果没有设定限制，可以看看最近有什么经历也许就有灵感了呢。——戴澍涵  

u 我也有和你相同的感觉，但是每⼀次我静下⼼来⽤⼼去搜寻⾃⼰脑海中记忆碎⽚的时

候，灵感就会迸发出来。——孟扬  

 

  

问：有的时候想要获得某⽅⾯的灵感，会去做相关的事情，但是做完之后还是没有收获。  

答：   



u 我觉得可能太急于找到特定的灵感的时候，不会静下⼼来思考或者感受；所以可能把

全⾝⼼投⼊到那件事中，但不是故意要去想那件事，应该会更⾃然⽽然地找到特定的灵

感。        —— ⼩偏  

 

 
  

问：找到灵感已经不容易，⽽有时候记录带给我更⼤的困难。奇妙、神秘的感觉难以⽤语

⾔描述，写出来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的东西很可能第⼆天我⾃⼰都看不懂。怎么办？ 

答： 

u 简单地记述⼀些关键信息以及你为什么觉得这个灵感吸引你，然后就慢慢缕，相信你

思路会更加清晰，⽽且我觉得灵感这种东西记述时候不需要⾯⾯俱到，在记述事情上我觉

得还是应该想清楚⾃⼰灵感的……中⼼是什么。——刘若骐  

 

 

  

问：有的时候⾃⼰有很多想法但是感觉⾮常混乱，经常要思考好长时间才能得出⼀个⾃⼰

认同的答案，或者在组织语⾔上花费很多时间。不知道有什么好⽅法可以准确⽽有效率地

把⾃⼰的思路记录下来。 

u 其实当你有许多想法的时候把它们都写下来不会很花时间。在写的时候就像是在整理

⼀遍，写完之后再回顾⼀下，内⼼应该会平静许多，便也能有更清晰有意义的想法了。 —

—绿鸭⼦ 

u 可以在当时把这些感受和想法都捕捉和记录下来，但是要简单记录，最好要快⼀些，

更不⽤纠结⽤词啊组织语⾔之类的，⽤⾃⼰能看懂的⽅式写下来就⾏。在都记录下来以后

可以回头审视⼀下⾃⼰写下的内容，再进⾏进⼀步的整理和语⾔的组织。——梦舒	

 
 

  

问：我觉得灵感有时并不能⽤⽂字记录下来，并且那⼀瞬的灵感之后再写就不是当时的感

觉了。  

答： 

u 我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先是提升⾃⼰驾驭⽂字的能⼒吧，如果真的不能很好

的记录下来，那就去享受那⼀瞬间的微妙感觉。                        ——王昊艺 

u 不能⽤⽂字记录的感觉也是⼀种感觉，把”感觉“记录下来也会有⼀定帮助，⽂字可能

是杂乱⽆章、没有逻辑的，但那确实是当下最真切的感受。——王依琳 

 

 

  

问：我的灵感⼀般靠各种切⾝体验得到，但⽣活中这种体验还是很少的。感受和把真实感

受到的事情记录下来不是很难，但要把这些体会编成⼈物或故事我就觉得很难。我不知道

在这两道程序间思路应该怎样过渡，因此在编故事⽅⾯我还很困惑，包括情节、⼈物的性

格⾝份设置、⼈物的名字等等，有时候⾃⼰写出来的东西⾃⼰都会感觉很别扭。  

答：   

u ⼀个故事灵感的开端⼀般是⼀个关于故事情节或者是⼈设⽅⾯的想法吧？然后⼤概就

是让那个⼈物或者⼀个画⾯在脑海中“活”起来，有些模糊的地⽅需要加以思考并完善。如



果你觉得别扭，可以试着再考虑下是不是因为你笔下的⼈物是否在故事推进中做出了不符

合她/他的⼈设的举动。关于⼈物的名字，我觉得你可以不要过多纠结于她/他叫什么，因

为不管名字是什么她/他都是你脑海中那个鲜活的⼈物。先把这个⼈物的形象构建出来，说

不定先写完作⽂那个灵感就蹦出来了。——曼听  

u 我也和你有同样的困惑。既然你⾃⼰都说了“感受和把真实感受到的事情记录下来不是

很难，但要把这些体会编成⼈物或故事我就觉得很难”那⼲脆就不要编了，先把你的真实经

历⽤最真实的⽂字和姓名写出来。故事基于事实，⽽故事中的⼈物特征也基于现实中的⼈

物特征，打开思路，这样⾃然⽽然地就有⼀些新奇的想法迸发出来进⽽“粉饰”你的事实让

它变成⼀个故事。⾄于⼈物的性格也尽量要把他/她/它的⼀些主要特点放⼤，这样你的⼈

物不⾄于太过相似。——⽞妙 

 

 

  

  

问：我经常是有很多个初步的想法，但是没有⼀个令我⾮常⼼动想要沿着它继续想下去、

发展成⼀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时候反复纠结和焦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 	

答：  

u 要想有故事可讲就边画/边写边想，感觉之后肯定/⼤概应该会怎么下去就怎么下去，

等⼀部分的故事出来，我往往写到后⾯能意识到前⾯某个东西可以作为伏笔，就出来⼀条

（故事）线索了。——Infinatesheep  

 

 

  

问：只拥有灵感，或者⼀腔孤勇写下来的⽂字，如何让他⼈读懂？  

答：  

u 我觉得不管是仅有灵感没有包装的⽂字，亦或是在灵感的基础上加以修饰的⽂字，都

是不可能被读者完全读懂的。不管如何尽⼒诉说，读者所能够读到的信息还是在更⼤⼀种

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本⼈，⽽⾮作者。毕竟读者是在⽤他们的思维去理解你的⽂字，⽽不能

借⽤你本⼈的思维，不是嘛？ ——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