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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附中╱楊曉菁

從大考國寫談寫作的「 穿」與「透」

165

一  前言　

「理解」與「表達」是人際溝通素養中至

為重要的兩個層面，關於「表達能力」又可以分

成兩個向度來看，其一是「口語表達能力」，其

二是「書寫表達能力」，兩者合稱「語文表達能

力」，語文表達能力是國民的基本素養之一。口

語表達與寫作呈現是現代人必備的兩大能力，其

中「寫作力」可視為閱讀能力的接續，閱讀經過

眼睛吸納及大腦咀嚼，並加以思索、辨析、整理

之後，最終能夠透過文字加以表述，所謂的知識

體系才得以深札與塑形，因此，寫作與閱讀實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

寫作訓練不僅個人需要，在與他人連結的應

世過程中，如何適切表現才能達到有效溝通的目

的呢？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議題。因此，關於寫

作的諸多考試就不該視為一種八股型態的測試，

而是一種素養能力的檢核。寫作能力的重要眾所

皆知，但是在實際教育現場裡，「寫什麼」與「怎

麼寫」卻一直是大家面面相覷的大哉問，說得出

道理，卻苦無實際的操作策略。

二  新式國寫規範

臺灣的大學入學考試於寫作項目自 107年度
開始有大變革，大考中心將寫作測驗從選擇題中

另外獨立出來，以八十分鐘的時間書寫兩道題。

請分項回答以下問題：

問題 ( 一 )：有甲生根據上述的實驗結果主張：「人

們比較會記得資訊的儲存位置，而比較不會記得資

訊的內容。」請根據上圖，說明甲生為何如此主張。

文長限 80 字以內 ( 至多 4 行 )。( 占 4 分 )

問題 ( 二 ) ：二十一世紀資訊量以驚人的速度暴增，

有人認為網路資訊易於取得，會使記憶力與思考力

衰退，不利於認知學習；也有人視網際網路為人類

的外接大腦記憶體，意味著我們無須記憶大量知

識，而可以專注在更重要、更有創造力的事物上。

對於以上兩種不同的觀點，請提出你個人的看法，

文長限 400 字以內 ( 至多 19 行 )。( 占 21 分 )

上述題型就題幹及寫作要求上來看，屬於

知性型的題目。在題幹上載明「請根據上圖，說

明甲生為何主張『人們比較會記得資訊的儲存位

置，而比較不會記得資訊的內容』」，作答書寫

時必須要根據圖表的內容加以分析形成證據以說

明甲生的主張。因此，就筆者前揭所述的寫作筆

法來看，此題需要的是「說明」的筆法，透過圖

表的訊息轉化成可以說明的文字。在非文學類的

作品中，「說明」的筆法是很常見的，它是一種

客觀的表述方式。

至於問題二則是要每位考生務必提取其中

之一項作為自己贊同的論點，看看在網際網路的

快速發展於學習的效益上，您是支持或反對。作

答時，必須先確立提取一項觀點，而後根據該觀

點，提出適切的論據、論證，以通透且完整的邏

輯來論述。此題在寫作手法的運用上，說明和議

論可能使用得較多，敘事和描寫使用得較少。

( 二 ) 

楊牧〈夭〉

傾聽小魚澼濺的聲音

張望春來日光閃爍在河面

微風吹過兩岸垂垂的新柳

野草莓翻越古岩上的舊苔

快樂的蜥蜴從蟄居的洞穴出來

看美麗新世界野煙靄靄――

在無知裡成型。你在傾聽

聽見自己微微哭泣的聲音

一片樹葉提早轉黃的聲音。

請閱讀上列詩作，分項回答以下問題。

問題 ( 一 )：詩中有聲音的傾聽，有視覺的張望，

也有快樂與哭泣。作者描寫春天的美麗新世界，

但詩題為何命名為〈夭〉？請從詩句中的感官知

覺與情感轉變加以說明。文長限 120 字以內 ( 至
多 6 行 )。( 占 7 分 ) 

問題 ( 二 )：普魯斯特 (Proust, M.) 在《追憶逝水

年華》中說 :「一小時不僅僅是一個小時，它是

一只充滿香氣、聲響、念頭和氛圍的花缽」，說

明時間的認知與感官知覺及感受有關。楊牧的

〈夭〉透過感官描寫，傳達季節的感知，請以「季

節的感思」為題，寫一篇文章，描寫你對季節的

感知經驗，並抒發心中的感受與領會。( 占 18 分 ) 

屬於此題的第一小題要學生回答何以作者

描寫的是屬於春天的美麗新世界，但詩題卻命名

為〈夭〉，並且必須從詩作中的感官知覺與情感

轉變來分析說明。楊牧詩中有聽覺、視覺的摹

寫，甚至使用了移覺的手法。全詩在前六行呈現

一種春暖花開、萬物回春的愉悅生命力，但是到

了第七行「在無知裡成型。你在傾聽」，其中「無

知」一詞埋下下文的伏筆，「無知」是稱讚也是

嘲諷，稱許世界又有新的開始、新的氣象、新的

希望；嘲諷的是，世界再如何絢爛繽紛，終將凋

零，這是命定的必然，也是輪轉的必然，於是詩

人有了「預見」的悲傷。因此，才有以下的「聽

見自己微微哭泣的聲音，一片樹葉提早轉黃的聲

音」的詩句，哭泣聲是聽覺摹寫，而「樹葉提早

轉黃的聲音」則是屬於「移覺」的技巧，將視覺

可見的樹葉轉黃透過「聽覺」來描述，予人躍然

紙上的真實感。詩人在四季的變化中「看見」生

命的紋路及脈絡，在歡樂時，「預見」凋零是必

然的宿命，且終將降臨，淡淡的愁就跟著上了

心。詩人有著早夭的老靈魂，此詩的情感轉折與

李商隱的名句「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

成」有異曲同工的融通。

而關於長文寫作「季節的感思」，學生可以

自我發抒不設限。我以為生老病死的歷程正如同

春夏秋冬的遞嬗推移，每個歷程、每個節候都各

有風景，循環圓滿後，希望一切化作春泥更能護

花。而這種種的感思正因為人乃是有情之靈，誠

如歐陽脩所言：「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

護花」，人生在世，一息尚存，情自常伴，太上

能忘情，最下不及，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人類

的有情遂對外物有了更多感懷。此一大題是典型

的「情意型」寫作，需要感人、動人，因此除了

能流暢表達所感所思之外，還要能適切舉例說故

事，所以，敘事和描寫的手法在這樣的題型中顯

得非常重要。

因應新課綱及國寫的需求，「讀寫合一」的

訓練非常重要，閱讀如何轉化成書寫的燃料？文

本往往具有複合性的思維，因此，進行閱讀教學

時，嘗試從多元角度進行解讀（例如：作者中心、

文本中心及讀者反應）是一種必然的思維訓練及

激盪。另外，也可以透過訓練學生嘗試以「敘事、

描寫、說明、議論」等四種手法來分析、理解文

本，這才是讀寫結合的實際體現。

五  結語 
寫作教學可以視為是「文字」→「文學」→

「文化」的過程，其終極目的是培植文化素養。

教授文學的目的不在於教文學書寫技巧、修辭及

意象經營，而是透過文本，培養學生體會同理他

人的感受、洞察人性、了解人生。

大考國寫的題目設計其實是一種「讀寫合一」

的訓練，在「閱讀」完文本後，根據題幹的要求，

從文本中進行提取、分析、歸納進而延伸的能力。

「知性型」題目的要求接近一般的「語文表達力」，

而「情意型」題目則傾向於「文學表達力」。試以

107年首次出爐的國寫題目來分析：

( 一 )

自從有了電腦、智慧型手機及網路搜尋引擎

之後，資訊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類大腦處理資訊

的方式。我們可能儲存了大量的資訊，卻來不及

閱讀，也不再費力記憶周遭事物和相關知識，因

為只要輕鬆點一下滑鼠、滑一下手機，資訊就傳

到我們面前。

2011 年美國三位大學教授作了一系列實驗，

研究結果發表於《科學》雜誌。其中一個實驗的

參與者共有 32 位，實驗過程中要求每位參與者

閱讀30則陳述，再自行將這30則陳述輸入電腦，

隨機儲存在電腦裡 6 個已命名的資料夾，實驗中

沒有提醒參與者要記憶檔案儲存位置 ( 資料夾名

稱 )。接著要求參與者在 10 分鐘內寫出所記得的

30 則陳述內容，然後再進一步詢問參與者各則

陳述儲存的位置 ( 資料夾名稱 )。

實驗結果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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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項回答以下問題。 

問題（一）：有甲生根據上述的實驗結果主張：「人們比較會記得資訊的儲存位置，而比

較不會記得資訊的內容。」請根據上圖，說明甲生為何如此主張。文長限 80
字以內（至多 4行）。（占 4分） 

問題（二）：二十一世紀資訊量以驚人的速度暴增，有人認為網路資訊易於取得，會使記

憶力與思考力衰退，不利於認知學習；也有人視網際網路為人類的外接大腦

記憶體，意味著我們無須記憶大量知識，而可以專注在更重要、更有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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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記憶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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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命題思維與原則中，大考中心也有

所更新及創見，他們提出三項理念：（一）注重

人文與自然、理性與感性、原理與實用、傳統與

現代的結合。除了考量不同學系共同的語文表達

需求之外，更期望與大學通識教育「統整人格與

知識」的目標相聯結，使測驗不祇是甄選工具，

更富有教育意義。（二）貼近生活經驗，切合社

會脈動。強調「題材生活化」，一方面增加考生

的親切感、減低應考的緊張度，一方面亦促使考

生多留意身邊的問題與現象，不致對周遭環境疏

離、對社會事務漠然，窄化了人生的視野。（三）

強化分析理解，促進多元思考。強調「思考多元

化」，希望考生能在不同性質材料的引導下，對

試題所提出的問題或現象，忠實地寫出個人理性

分析後的意見或內心感受，不必為了迎合固定的

意識框架而虛矯造作。這樣的訴求理念，的確是

可以具體落實寫作的培植及後續的增強。

大考國寫主要是屬於「閱讀型寫作」，也就

是閱讀完文章後，依據題幹需求來應答及書寫，

這種題型設計強調「讀寫合一」的能力，讀寫合

一重視閱讀的「輸入」，經過大腦的思辨與分析

之後，再透過書寫「輸出」以表達個體的思維。

而在題型方面，主要分成兩大層次：情意型及知

性型。情意型是一個大題式的長文寫作，著重在

記敘描寫的抒情寫作；而知性型則是分為 3~4題
的短文寫作，著重在客觀分析歸納與主觀評論。

大考中心對於兩大層次題型的分野說明如下：

( 一 ) 知性的統整判斷能力
測驗考生是否具備統整判斷的能力，評量內

容包括： 

(1) 能否正確解讀文字或圖表，適當分析、 
 歸納，具體描述說明。 

(2) 能否針對各種現象提出自己的見解。

此知性類的實用文本內容不必然非得是科

學或理工，也可以是哲學、歷史、文學、藝術

⋯⋯只要文章目的在傳達訊息與資料，分析、歸

納、演繹、比較、表達意見與批評，都可歸於實

用文本，此類文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比例極高。

( 二 ) 情意的感受抒發能力 
測驗考生是否具備情意、想像等感性的表達

能力，評量內容包括：

(1) 能否具體寫出個人實際的生活經驗。

(2) 能否真誠表達內心的情感。

(3) 能否發揮想像力。

透過大考中心的說明，我們可以簡單詮釋，

「知性」是傾向於「宏觀論述」；而「情意」則

偏於「微觀視野」。「知性型」文章必須注意的

是，寫作者要有較多部分的「說明」原委，而後，

加以「評價」或是「議論」，因此，它必然有客

觀部分的論述，是以一種普世型的概念來陳述，

以達到讀者群得以共同理解的普遍認知。  

「情意型」的書寫，因為重視個人的情意殊

相，所以要有細節，也注重深入，當一件事物進

行細節的深入分析後，就有「主觀」的個人意識

或情感出現了。情動於衷，因為「動心」而後「動

情」；因為外物「觸動」，進而內心「感動」。

凡是真情，往往不是實錄，因為人之真情，隨人

而異，個別差異太大，但正因為這樣的差異，文

章的精彩度也就在此浮現了。

不過，我們了解，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可以絕

對二元區分成「知性型」或是「情意型」，多數

的文章應該是兼而有之，而差異點僅是何者的成

份較多。所以，面對大考的寫作試題時，如何審

題是重要的，釐清並辨析題意是寫作的起手式，

也是必要的蹲馬步工夫，題目是期待你解決問題

嗎？如果是，那麼問題解決就不要有過多形容

詞，該呈現的是具象的實體，是篤定的分析與見

解。若文章需要你情感發抒，那麼，請用心用情

進入文本中滾動，與之浮沉，再游出水面。所謂

的「感時傷懷」、「觸景生情」、「情以物興」、

「因事即情」等等之語都是屬於因外在人事物所

引起的情意創發。

所以最理想的寫作狀態是知性與情意兼顧，

未來社會需要的觸類旁通、批判思考、運用資訊

等等的能力，而這是得以透過論說寫作加以訓練

的。不過論說最重要在於見解，學生囿於年紀與

經歷難免有所不足。記敘抒情的文章亦然，社會

上並不需要那麼多文學家，其實無需人人寫一手

美文。但必須培養解讀文本、掌握意象的分析與

鑑賞的能力，這是一種文化素養及審美視野，而

這樣的能力正是文學得以跨界到文創的重要樞

紐。

三  解構文體分類　

在談論中文寫作的具體落實之前，我們不妨

透過英文寫作的形式與內容來進行對比分析與思

考。

在中文文體裡常常聽到「抒情」這樣的字

眼，但，考察英文中，並沒有特別分類出抒情這

樣的文體，也就是說在英文中找不到適切並且相

對應的詞語。令人好奇的是，難道英文作品中不

需要有抒發情感之處嗎？經由閱讀一些英文作品

及進行專家訪談之後，我們發現，英文寫作裡並

非沒有抒情這樣的需求及企圖，但是，英文裡認

為所謂抒情的展現，是藉由敘事、描寫、說明、

議論⋯⋯等不同的寫作方法來呈現與完成。簡而

言之，抒情應該是一種寫作的「目的」，任何作

品無非是在傳達作者的「情意」或「情志」。所

以，「抒情」以廣義而言，是所有作品的終極目

的，而敘事、描寫、說明、議論等則是屬於寫作

的具體「手法」。「目的」與「方法」是不同的

概念與內涵。

因此，我們常常聽到的記敘文、抒情文、論

說文、應用文等中文的文體類別，除了應用文之

外，其餘文體分類都有失之偏頗的現象，例如：

我們熟悉的親情書寫代表作品──琦君的〈髻〉

該是記敘文還是抒情文呢？以上兩種說法各有其

擁護者，我們知道任何一篇文章，絕非僅由某單

一的寫作手法完成的，也就是說〈髻〉一文除了

記敘之外，也運用了其他寫作手法，所以，不能

以「記敘文」或「抒情文」來簡單包括。

我們嘗試以 OECD（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中關於 PISA閱讀素養檢測裡對於文本架構
的敘述，來明瞭西方思維裡於文體、文類等之概

念。

( 一 ) 敘事文
「敘事文」是一種用來提及描寫對象時間屬

性的文體。敘事文一般用來回答「時間點」或「先

後順序」的問題 ( 如小說、短篇故事、傳記、連

環圖畫等 )。

承上段所言，「敘事」特別強調線性時間

中人物、事物的推展及變化歷程。例如〈蘭亭集

序〉：「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

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這句話便是典型

的敘事句，交代某個時間節令裡的一場文人聚

會。又如〈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此句也是屬於交

代人事時地物等資訊的敘事技巧。

( 二 ) 描寫文
「描寫文」是一種用來提及描寫對象空間屬

性的文體。描寫文一般用來回答「什麼事物」的

問題 ( 如遊記或日記等 )。

所謂「描寫」的內涵是藉由文字的敘述，讓

讀者覺知作者所欲表達的感官經驗，以喚起讀者

的共鳴。從英文原文的定義進行比較，我們發現

敘事文和描寫文的主要差異：前者所強調的是時

間性 (in time)；後者則是空間性 (in space)。例如：
〈岳陽樓記〉：「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

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又如〈晚遊六橋待月記〉：「由

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

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

便是典型的「描寫」手法。

( 三 ) 說明文
「說明文」所呈現的內容通常是複合概念或

思維構想的闡述，有時也是某些可以再分析的概

念小元素。「說明文」通常能夠提供關於「如何」

這類問題的答案。如學術性的小論文、人口趨勢

圖表……。

說明文主要任務是「說明」予大眾知曉，像

是：解說事物、闡明事理、表達意念等等，它通

常具有知識性、客觀性、說明性的傾向。例如：

藥物使用說明書上載：「本品為新的鈣離子拮抗

劑，選擇性作用在末梢的血管，是一種降血壓及

預防心絞痛的藥物⋯⋯」

( 四 ) 議論文
「議論文」主要呈現個人對於概念、論點的

主張，「議論文」通常提供「為什麼」這類問題

的答案。另一個重要的附加分類是具有說服性。

更進一步來說，議論文是利用推理、演繹、

歸納等具有邏輯的方式，將自己的主張論點透過

論據予以完整闡釋。因此，作者通常帶有說服的

意味，希望個人的見解獲得他人認同。如〈赤壁

賦〉：「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

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

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此句

是蘇子對於人生的變與不變所發抒之個人見解，

屬於主觀見地的議論筆法。

PISA裡對於文體及文類的分類概念及定
義，我認為是比較具有系統性及科學性的論述，

也符合實情。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綜合來

說，抒情表意是任一作者寫作時的終極目的，為

了完成抒情表意的目的，作者可以運用多樣的寫

作方法來呈現，例如：敘事、描寫、說明、議論

等等。常常聽到的「由景入情」、「感物傷懷」、

「因事興懷」⋯⋯等等，無非都是透過上述四種

寫作手法，再依據主題的大小、輕重、主從⋯⋯

等等關係來加以完成。而其中，「敘事」及「描

寫」是最容易讓人產生混淆的（這兩者於教學現

場上常常混合成「記敘」一詞）。純敘事容易流

於單調直線，若能輔以描寫，會顯得更有深度且

細膩，這也就是當代極為流行的「故事力」，說

故事就是要憑藉敘事和描寫兩者協力進行。以下

將純粹敘事手法與敘事加上描寫手法之後的差

異，舉例以供參照：

敘事手法：

北國雪地的寒冷，常常凍得讓人全身失去

知覺，我得時常摸摸五官，才能確定它的存在。

敘事加描寫手法：

那是一片極為刺眼的白，陽光藉著滿地白雪

的反射，硬生生地闖進眼裡。原先因著玩性，我

在大雪裡奔跑、嬉戲，而後驚覺，那乾冷幾近沒

有溼度的空氣，在暴露的手、臉頰、嘴唇上扒開

一道道裂痕，痛感隨著陣陣的風愈顯強烈。肅

殺的北風硬是灌進鼻腔，凍結氣管、肺泡，乃至

全身那屬於亞熱帶的血液。於是，我真正明白，

北國的冬天是多麼的不友善。

四  建構讀寫合一

情意型文本，其中的「敘事」與「描寫」成

分必然比較多，透過睹物思情、觸景生情⋯⋯來

興發情意；而知性型文本則需要更多的「說明」

以提供證據或理論來支撐作者生發「議論」的必

要。

以下圖表將上述四種重要的寫作手法融合

大考的知性與情意命題交融出寫作的輕與重之份

量，以供參酌及思考。

敘事

說明

描寫

議論

  情意必備
  知性常備

  知性必備
  情意常備

  情意必備
  知性常備

  知性必備
  情意常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