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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直擊：黎紫書談寫作 

文章日期：2017 年 5 月 5 日 

  【明報專訊】馬來西亞綠野成蔭，予人陰鬱潮濕的印象，彷彿奠

下馬來西亞文學的基調。以中文寫成的文學作品除了中國與台灣文

學，還有香港文學、馬華文學等，構成龐大的「華文文學」版圖。本

年度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駐校作家、著名馬華作家黎紫書上

月來到旅港開平商會中學，與學生談校園生活、談寫作、談人生，述

說寫作之難。 

放下寫作「虛榮」 

  文學獎常勝將軍、作品風格陰鬱潮濕，往往是形容作家黎紫書的

字詞。黎紫書本名林寶玲，馬來西亞怡保市出生，自 24 歲奪下第 3 屆

花蹤馬華小說獎首獎（1995 年），名字一再出現在不同文學賽事的得

獎名單。她迷戀鏡子，喜以第二人稱寫作，與書寫對象保持距離；她

以創作短篇小說成名，小說常觸及馬來西亞的歷史與民族背景，充滿

奇詭想像：〈國北邊陲〉中「我」為解開家族詛咒，孤身尋找神草龍

舌莧根部續命；〈七月食遺〉中，家族權威老祖宗為留名青史撰寫自

傳與回憶錄，強迫靈獸希斯德里（history 諧音）吞食、反芻一冊冊傳

記、圖集、論文集…… 

  除短篇小說集，她出版過長篇小說與多本微型小說集。微型小說

指篇幅一千字左右的小說，黎紫書認為最大考驗是放下「虛榮」，即

放棄賣弄寫作技巧、文字功力，善用每粒文字。與其拘泥於個人風格，

她認為沒有一種風格可以說一百個故事，「我只想把想寫的故事，和

我的看法、立場、觀念盡量準確完整地表達出來」。 

文章有情 先對自己誠實 

  再長一點的你也能背，白居易的〈長恨歌〉，老師唸到「蜀江水

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抬頭來瞥你一眼，聽到你接下來

唸「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說「聽到」似乎不對。其實你只有嘴唇微微翕動，根本沒有發聲，但

老師似乎懂得唇語，微笑著點一點頭。──〈唇語〉 

 

 

 

 

  

 

黎紫書（前排左）訪旅港開平

商會中學，在聚談會與中三至

中六的學生暢談寫作與人生。

（圖：譚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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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之難，在於誠實，在於對自己坦白。黎紫書在微型小說〈唇

語〉中，以學生與中文老師的無言交流表現師生之情，無聲勝有聲。

她不諱言〈唇語〉源自另一馬華作家的回憶，但她強調：「我寫這篇

小說的感情是真實的。」黎紫書求學時亦有過一位恩師，二人內斂含

蓄，甚少交流，但正是這位中文老師讓她「自由地、忠於自己地寫作」。

中學時黎紫書曠課、欠交功課是常態，唯獨中文作文按時遞交。中文

老師不但是她「第一個讀者」，更給予她創作空間，容許她突破規限、

天馬行空。曾經內斂含蓄的她，畢業前不敢對老師表達感激之情，得

獎後方有自信向老師表達謝意。黎紫書的老師已八十多歲，二人仍時

有聯絡。回首過去，審視當下，當初她以眾多筆名掩飾自我，怕表露

內心感情，被人嘲笑。但現在她認為：「人真正可貴、難做到的地方，

在於對自己誠實。」要文章有情，先要對自己誠實，「為自己而寫，

才是最重要的」。 

文、圖：譚舒雅 

 

 

  
 

黎紫書：靈感不可靠 

文章日期：2017 年 5 月 5 日 

【明報專訊】收集靈感第一步：抬頭觀察 

  黎紫書的寫作題材從童年經驗跨越國族認同、歷史文明，若靈感

是飄浮空中的意念，黎紫書想必是了不起的捕手。然而她把浪漫想像

一語道破：「不寫作的人都相信有靈感，寫作的人就知道不可靠靈感。」

好的小說往往非源自靈光乍現，而有賴作者經營。所謂經營，是素材

收集、整理的能力。 

  她的小說大多取材自成長過程、旅行經驗與日常觀察。黎紫書形

容自己是個「坐不住」的人，她總是在路上：畢業後當上記者，了解

不同人的生活，游走不同國境，從別人困境回首觀照自己。因為懂得，

所以慈悲，她變得更關懷別人。黎紫書不少小說着力處理人的困境，

她不擅長說話，亦不想說沒意義的話，唯有通過書寫沉澱所思所想：

「我想對一些人說，我了解你們的處境，了解你們的感受。」 

要找到寫作素材，不妨踏出一步，抬頭觀察。黎紫書談到現今年輕人

每每埋首智能電話，對四周人事變幻渾然不覺，「如何能具備小說家、

寫作人關心周圍環境事物的特質？」 

自我提醒創作主軸 

  男人的手機還在那裡，有一條銀色的長髮橫亙在手機上。她的視

線滑向梳妝鏡，看到自己頭髮披散，髮裡處處閃着一絲絲的銀光。啊

是白髮，一夜之間又生了許多。──〈蒼老〉 

 

 

 

（圖：譚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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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圍繞假想軸運轉，小說創作亦須圍繞主軸才不致偏離。黎紫

書微型小說〈蒼老〉寫一對重修舊好的夫婦，和好共枕的第一個晚上，

男人手機傳來訊息鈴聲，令女人揣測訊息是「狐狸精」傳來，徹夜輾

轉難眠。最後，黎紫書描寫女人因而一夜白頭，不曾揭露發訊者身分。

與讀者一樣，黎紫書曾陷入「誰是發訊者」的迷思，然而她醒覺自己

並非意在書寫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而是藉此表達婚姻的裂痕無法修

補，因此掙脫迷霧。 

  每篇小說都有它的主軸，作家亦是。作家總希望有個人風格，黎

紫書卻希望自己是個沒有風格的作家，寫作時她總以素材為先，依隨

內容決定文章風格。如短篇小說〈生活的全盤方式〉化用中國已故詩

人顧城的詩句，黎紫書把顧城文字風格融入小說；微型小說集《簡寫》

在她北京寄居期間創作，故事以內地為背景，用了不少內地措辭。作

品是否具有黎紫書風格或馬華色彩，都不在她的考量底下。她寫，故

她在，她只求忠於素材、忠於自己。 

文、圖：譚舒雅 

同學感想 

文章日期：2017 年 5 月 5 日 

【明報專訊】◆中三 趙熒蔚 

小說結局深具韻味 

  黎紫書微型小說的細節往往串連小說結局，令結局深具韻味。如

〈失去的童年〉講述父親為兒子購買虛擬實境遊戲《失去的童年》，

途中想到為使兒子成為電腦奇才，其童年慘被犧牲，最後父親驚見遊

戲概念提供者就是兒子。趙熒蔚驚歎「原來小說描寫主角兒子是天才

兒童那刻，已串連到結局」。 

◆中三 雷軒昊 

書中看人生  

  雷軒昊留意到黎紫書著作上的宣傳標語幾乎都是「黎紫書帶你看

人生」，此亦是他對黎紫書著作的印象：「黎老師每篇微型小說題材

也各有不同，有一些蘊意溫暖，如〈唇語〉和〈失去的童年〉，帶出

世界美好一面。又如〈陽光淡淡〉（描寫母親因疏忽而使兒子溺死泳

池的慘事），從悲哀事情展現世間灰暗一面。」 

 

 
中三 趙熒蔚 （圖：譚舒雅） 

 

  

 

中三 雷軒昊 （圖：譚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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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 孔惠瑜 

冷靜筆調寫世情 

  孔惠瑜印象中的黎紫書着重世情，總以冷靜筆調書寫人性醜惡。

〈錯體〉講述一個遇上車禍的學生附身在成績差的「壞學生」身上，

進入試場考試以達成母親的期望。香港不少家長都要求學生「贏在起

跑線」，安排他們參與不同課外活動，這些家長是否也在剝奪孩子的

人生呢？ 

文、圖：譚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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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 孔惠瑜 （圖：譚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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