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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是一部「創造性人格特質」的文學紀錄片，影片裡的三位傑出作家（葉石濤、鍾肇

政、黃春明），是演出自己生命內涵的主角，而我則是在旁用鏡頭紀錄作家們「天生風釆」

的人，期待藉由紀錄和蒐集而來的題材做深刻的省思，使這部紀錄片有更深更遠的教育意

義，即是這部文學紀錄片最重要的內涵。

從紀錄片中發現，這三位傑出作家的生命長流裡各有其流動的風景，然而卻又如同河流

匯向大海般地，擁有屬於作家們的共同特質，如：具有創造力、記憶力佳、觀察力敏銳、卓

越的想像力、自信敢言、樂觀隨和、幽默善表達、享受孤獨、堅持夢想持之以恆等，因此

能對人性有入微的分析與刻畫。且他們亦具有Csikszentmihalyi提出之創造性人物的複合性特

質。

最後從停格影像中對生命內涵做省思與討論，並對教師教學、個人、家長教育子女等方

面提出若干建議。總而言之，若是我們能在生活中及教育體制中多包容高創意的人士及學

生，在看待他們時能以欣賞、寬容的角度視之，則他們就有能力表現出繁複性的潛在特質，

也才能產生高創意的點子以及出人意表的新奇表現。期待「創造力在每個人身上均能展現，

而具有特殊才情的人亦不會被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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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部份研究成果（計畫編號： N S C - 9 2 -

2413-H-320-003），承蒙參與本研究之作家的鼎力相助，以及研究助理黃欣怡小姐之協

助，特此一併致謝。 

Personality Traits of Outstanding Writers

Chao-Yi Chen

 Tzu-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ree outstanding writers to explore their 

personality traits. Data were obtain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ocumentation collection to 

do case studies.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demonstrated as the following. The common traits shared 

by all writers are creativity, humor, imagination, perseverance, self-confirmation, sensitive thinking, 

talented.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these writers in views of Csikszentmihalyi’s “complex 

personality”, each double contains two opposite and contradictor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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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片頭的敘說 

「紀錄片」是一門「心有所感」的影像美學，執著於記錄的人總要花上一段時間忘我的

浸泡其中，為的是追尋一段真實的故事，還有一份真誠的感動。我深刻的感受這和「做研

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在這部「創造性人格特質的紀錄片」裡，這三位傑出作家（葉石濤、鍾肇政、黃春

明），是演出自己生命內涵的主角，而我則是在旁用鏡頭紀錄作家們「天生風釆」的人，期

待藉由紀錄和蒐集而來的題材做深刻的省思，使這部紀錄片有更深更遠的教育意義，便是這

部文學紀錄片最重要的內涵。

近幾年我進行了一系列創意人物研究，研究參與者包括撰寫碩士論文時的發明家（陳昭

儀，1990），以及這六年內（1998年至2004年）進行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而持續邀請了科學

家、表演藝術家、音樂家、美術家及作家；並對國內外及不同類型的研究參與者進行比對分

析（陳昭儀，2003）。而「傑出文學家個人特質之探討」即是系列性研究之一，係針對作家

之特質進行探究與分析。

「人格特質」係指個體特殊且具一致性的行為表現，意指在不同情境與時間的一致性表

現（Feist, 1999）。我們在追溯藝術家、作家、建築家的童年時代時，常會發現他們自小就趨

向以不尋常、富創造力且不循常理的方式呈現出他們的反應，可見得創造力不只是能力，同

時也視人格特質而定（Freeman, 1992）。Amabile（1998）訪談了120位科學家，在其整理出

的十項關鍵因素中排名最高者即是「人格特質」（引自陳文玲，2002）。因此研究高創意人

物的個人特質自有其重要性。

在過去三十年中創意者的人格特質一直是美國創造力研究的重點，Guilford（1960）認

為具有高創造力之人物具有的特質是一般人所沒有的（引自Gilchrisk, 1972）。而McMullan

認為具有創意的人是「矛盾的傑出者」。Barron研究富有創造力的人比常人更原始卻也更有

教養；較富毀滅性卻也更有建設性；更加瘋狂卻也更為理智（引自Adams,1980），Sternberg

（1988）則認為下列的人格特質對於創造的表現有正面的影響：能容忍混亂的狀態、有克服

困難的意願、成長的意願、富內在動機、高度的冒險、被認定的需求以及為爭取被認定而努

力的意願。

另外，Csikszentmihalyi（1996）認為如果一定要用一個字來表示高創意者的人格與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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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處，那就非「複合性」（complexity）莫屬了，意即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思想與行動趨向，

在多數人來說是想歸想而做歸做的，但高創意人士則具有能視情況由一個極端轉至另一個極

端的能力。他以十對明顯正反的特質來說明：1.創造性人物往往精力充沛，但又經常沈靜自

如：他們工作時間長，專心一致，而且散發鮮明熱誠的氣氛；2.創造性人物向來聰明，但同

時又有點天真；具有智慧與童心；能善用聚斂性思考與擴散性思考等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

式；3.第三種矛盾的特質結合了遊戲與紀律，或是責任心與無所謂的態度；4.創造性人物的思

考，一邊是想像與幻想，另一邊是有現實的根底，兩者交互轉換；5.創造性人物似乎兼具內

向與外向兩種相反傾向；6.創造性人物也同時具備了不尋常的謙卑與自豪；7.創造性人物在某

種程度上跳脫了嚴苛的性別刻板印象，兼具陽剛與陰柔的特質；8.創造性人物被認為比較叛

逆且獨立；9.大多數創造性人物對自己的工作都很熱情，但又能極為客觀；10.創造性人物的

開放與敏銳經常使他們陷於悲喜交雜之境（引自杜明城，1999）。

然而植基於台灣的創意人物之研究並不多見，且目前進行研究的對象多半以科技界、發

明界為主；而歷代美學的詮釋指出「極致的藝術表現」也就是最理想的創造，文學既屬於藝

文之範疇，亦是人類心靈美學的一部分 ，因此進行作家個人特質之探討是有其意義的。

杜十三（1996）指出真正的藝術家首先必須能掌握「獨創」與「傳達」的平衡點，在傳

達有效的前提下努力開拓自我的獨創性。獨創性的發韌必須從觀念的建立開始，明確知道自

己所屬的時空座標，並忠於自我內在對於時空的觀感為出發點，如此，才能產生動人的藝術

創作。因此，我亦想從中探究出屬於他們個人風采的生命面貌，進而歸納出屬於作家共有的

人格特質。

研究方法：用鏡頭聚焦

有別於時下繁花一現的商業電影，「紀錄片」呈現的是一種對生活、對內在的深刻

省思；在創造力的研究中，「複式個案研究」是近年來的研究趨勢，如Arnheim, Bloom, 

Csikszentmihalyi, Gardner, Gruber等人對於高創意者的工作及生活之探究（Policastro & 

Gardner, 1999）。而這部「創造性人格特質的紀錄片」即是以複式個案研究方法實施之，我

身在其中用心的詮釋著鏡頭語言，期待能將這部紀錄片投射出來的光與影，成為與大眾交流

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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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乃是以三位傑出作家黃春明、鍾肇政以及葉石濤為主體進行複式個案研究，他們

皆曾獲得國家文藝獎且以長篇小說為其擅長之創作文體。在研究上為歸納出同領域傑出人物

之個人特質之殊異性與普同性，故選定三位作家為研究主體。

而「國家文藝獎」之設置的目的乃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為獎勵具有卓越性與累積性成

就，且近年持續創作之傑出藝文工作者，而特別設置此獎項。所謂「累積性成就」，是指文

藝工作者長期投注文化藝術工作，累積了相當的作品，並且持續在該領域內創作獲得成就，

對社會具有傳承及影響的作用，因此與得獎者的年齡、學歷、背景沒有必然的關係，而是以

其創意和藝術上的成就為主要考量」（黃秋芳，2000）。我們所定義的「創意人」係指其工

作是足以顯著地影響到該領域未來的走向者（Policastro & Gardner,1999），而這三位作家皆

曾以獲得文藝獎，代表其在該領域的成就與影響。

二、研究取向

本研究採用複式個案研究的形式進行，以深度訪談、文件及背景資料之分析探討等為蒐

集資料的方法。每一個訪談與分析的結果即是研究參與者的一個獨特的生命故事，我試圖從

他們的生命故事中抽取出各種可能影響其個人特質之題材，進而以主、客觀的角度來分析。

以客觀的角度而言，個體生長的歷程、所處的時代背景及生命中重大事件的發展之資料就是

既定不變的客觀事實；而以主觀的角度來看，研究者透過自己對個體所知所感的角度來詮釋

研究參與者之創造人格及各種可能影響的因素，即是一個觀察者心有所感的主觀的意識。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是應用複式個案研究的形式（multiple case study format）進行之，以深度訪談、

撰寫訪談記錄、文件及背景資料之分析探討等方式蒐集資料。

在進行研究之始，先查詢國家文藝獎及相關獎項得獎資料後，再邀請三位研究參與者參

與本研究，經由電話、傳真及e-mail等方式與研究參與者聯繫。這三位研究參與者中的鍾肇

政與葉石濤皆很熱情地接受訪談邀約；而黃春明由於行程忙碌緊湊無法接受訪談，所以我在

94年5月29日於慈濟大學舉辦之「啟發創意妙點子～創造力教育研討會中」特地邀約其前來主

講「我的創作經驗」，由演講與對談當中的資料進行分析以補未能進行訪談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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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作家聯絡及訪談期間並敦請研究參與者提供相關之文件，如演講資料、著作、得獎

記錄、自傳、傳記、札記、文獻、報章媒體之相關報導及照片等，以進行文件分析。訪談完

畢後將錄音帶轉謄為逐字稿與整理稿。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相關文件分析與深度訪談為主，其中相關文件資料以自傳、傳記、札記、相關

文獻與報導為主體（詳參考文獻）；而訪談資料則於訪談後整理成逐字稿，並予以編碼，如

鍾肇政為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六日訪談，則編碼為：訪談―940306（如表一）。

　　 表一　資料之蒐集內容

          　　作家

資料蒐集

黃春明 鍾肇政 葉石濤

訪談/演講 日期 94/05/29 94/03/06 93//01/20

訪談/演講地點 慈濟大學 桃園龍潭鍾府 高雄左營葉府

方式 演講 訪談 訪談

訪談/演講 時間 9:00~10:30 14:00～15:30 14:00~16:00

編碼方式
演講-940529
講9--940529-940529

訪談-940306 訪談-930120

相關文件（本/篇） 5 4 4

資料的處理是先以每一位研究參與者的創作歷程進行個案分析；接續整理共通之創造性

人格特質。整個分析資料的程序為：閱讀資料－編碼－初步彙整－整合類目及向度－尋找

主題－閱讀文獻－歸納形成研究發現。整個研究過程主要是採用「分析歸納法」（analytic 

induction），運用分析先前資料所得的結果，尋求暫時的分類項目，再以此分類作為下一步

分析及搜集資料方向的指引。然後將所得到的結果持續的比較概念類別及特性，逐漸呈現主

題，最後發展出概念。資料分析的過程以圖一之架構圖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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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資料分析程序

發現：作家生命光與影的疊映

作家生命本質裡的諸般點滴，展現在待人接物上的是一種人格特質；呈現在作品裡的則

是一種獨特的創作風格。如同影格裡光與影交疊的層次感，看似是一個主體卻也有著兩條並

行的脈絡，作家在行為上呈現著「光」的人格特質，亦將其所思所想的暗喻在作品的「影」

裡，殊途同歸地疊映著屬於作家的本質。

在記錄作家生命故事的同時，我看見了生命裡的本質像一種內在的驅力，會用心帶著作

家穿越生命的幽谷、用腳走過無數的旅程、用眼看盡人生的戲碼，當然也用手寫下動人的創

作，最後，在每一個人的心裡刻劃下感動，留下發酵與感染的作用。

作家寫作的過程即是一個問題解決的歷程，而作品風格的展現往往與創造者的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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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極大的關係。如李光連在《散文技巧》（1996）一書中提到：「一個真正優秀的散文家總

是不滿足於建立自己的不混同於其他任何作家的獨特風格，他常常在漫長的創作道路上，艱

苦探索，不斷開闢新的前景，使原有的風格時時得到豐富、增補；他絕不受羈於舊的思維模

式、選材習慣、文學思路、審美形式，而是敢於自己破繭脫殼，使風格得到應有的創造和發

展」。而這三位作家屬於個人的風格為何呢？茲分述如下：

一、樂觀豁達的賈寶玉――葉石濤

「我從小就過著紅樓夢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從童年開始就有豪門人家子弟的那種非常

貴族的思想。」（葉石濤，訪談-930120）

葉石濤是戰後第一代作家，在府城宛如大觀園的環境中長大，十六歲開始創作，渡過了

文字轉換的寫作困境與五0年代白色恐怖的經歷；之後，以一股為臺灣而寫作的使命感，持續

創作了一甲子的歲月，長久以來，他所堅持不變的勞動方式就是寫作。

（一）紅樓夢裡的浪漫思想

在葉石濤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即在一個受盡奶奶寵愛及優渥的環境中長大，而他之所以

能夠讀著他喜愛的書，毋需為三餐所苦，都源自於出生在一個大地主之家的福氣。因此，他

有著貴族般的思考都拜於紅樓夢般的生活所賜。他說：

「我是個比較感性而富有情緒的人，浪漫的幻想多於嚴密的思考。我這一輩子缺少知性

和思想性是不可否認的。」（葉石濤，1991a）

在那一段隨心所欲，廣讀群書的文藝少年時代裡，所讀、所寫都離不開他從小就具有的

浪漫主義，他說：

「讀小說太多的結果顯而易見，我就覺得技癢了。於是開始模仿我心愛的作家來，我並

不喜歡日本近代文學主流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我喜歡故事性強、富於幻想、個性和

氣質發揮得沐漓盡致的浪漫主義文學。」（葉石濤，19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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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轉的人生際遇，不變的開朗樂觀

戰後五○年代的土地改革，使得鍾肇政紅樓夢般的生活宣告結束，也因失去了地主身分

而被迫由浪漫走入為生活奔忙的現實。這樣極大的落差，卻也給了他一個心靈的啟示，樂觀

的天性也由此可見。他說：

「我領會人生猶如一條河流，不管你得意或悲傷，終究會把你帶進死亡之海……儘管我

似乎什麼都放棄了，什麼都不再有眷念，其實生命的意志還是強韌的，我肚子裡的文學

之蟲沒那麼容易就死去。」（葉石濤，1991a）

這樣的樂觀，即使曾經遭遇過白色恐怖裡的牢獄生活，內心充滿惆悵，卻也有逆境上游

的心境轉折，他對於自身的處世哲學有一套自己的見解，這不僅僅影響著他對生活的態度也

間接的感染了他的作品風格，他說：

「每個人的人生都過得不一樣，有苦有樂，但不管你有錢沒錢、樂不樂、苦不苦總難免

一死，總統、皇帝也會死翹翹，第二天就沒有人去理他，人的命運都一樣，看開一點，

我的意思是要勸人家看開一點。」（葉石濤，訪談-930120）

也因此，他總把恐怖悲慘的牢獄故事說得滑稽而令人捧腹大笑。他說：

「我始終在『極限狀態』下過活，這不但沒有使我氣餒，反而在肯定了生活以後，重新

享受了人間的美好、陽光、音樂、友誼和愛情。」（葉石濤，1991b）

（三）唯美的多才多藝 電腦般的記憶力

葉石濤喜好閱讀與古典音樂，從小時候的成長經歷就可以看出來，他天生喜好唯美的事

物，這個跟他生命本質裡的具有的貴族思想是有關聯的，他說：

「我享受美，享受生活的樂趣，我什麼都懂，音樂也懂、繪畫也懂、鋼琴也彈得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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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己學的，因為有興趣所以才學，我會彈像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用鋼琴彈，還有

很多的奏嗚曲都會彈，我的興趣是多方面的。」（葉石濤，訪談-930120）

另外，除了唯美的興趣，葉石濤對自己的記憶力也頗具信心。訪談中他對自己個人生活

經歷裡不假思索的娓娓道來，在問到對自己感到最自豪的特質時，他笑著表示：

「記憶力！」葉石濤說，「我的特質大概是我的記憶力特別好，我這個頭腦生下來就跟

電腦一樣，我八十多歲了，什麼事情都記的很清楚，我從小孩到現在每一件事都記得清

清楚楚的，絕對不會搞錯，這是電腦般的頭腦。」（葉石濤，訪談-930120）

也許就是這般過人的記憶力，讓他在思考情節的推動上，輕而易舉的從腦海裡的劇本，

巧妙的安排每一個角色在他創作的故事裡，適時而順暢的演出；不會遺忘每一個小角落裡的

小人物，並藉由這些小人物的真情表現，使他們創作的情節豐富而生動了起來。

（四）自信敢言不畏批評

葉石濤這一輩子出版了六十幾本書，書裡大半是為了臺灣而創作，而且期待把整個臺灣

的天空寫進去，是他的心願。而在文壇上，對於各個文學評論者給予他的批評，他總是期待

有人可以直指核心的論出他的缺點，這樣的性格和文章裡的自信敢言風格不謀而合，他認

為：

「評論講的都是不對的，那個評論都是不敢講、罵人，不敢罵我的那個評論有什麼用

啊！沒有講到我的文學缺點，我不贊成，要寫就要把中心要害寫出來，從來沒有人知道

我的小說有貴族和賤民的混合的想法。」（葉石濤，訪談-930120）

看到、想到、進而埋首下筆，想當然爾，在葉石濤的作品裡有許多小說或文章的戲分與

情節的產生，都是由於他不滿時勢渙散的表現，只是為了滿足他內心不安於室的抒發，並戮

力持之以恆。葉石濤說明：

「台灣的小說遮遮掩掩的，要突破，不敢寫那個時代的事情，我看得很討厭。」（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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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訪談-930120）

（五）享受孤獨的創作人生

葉石濤常用「當作家是困獸之鬥也是遭天譴的工作」來形容自己的創作經驗與寫作生涯

處境。他說：

「你不斷的寫，不斷的工作，可是，社會大眾並沒有特別關心你的作品，讀者的反應或

者作品的影響力都看不到，你的收入也沒有增加。這樣的情形很可能是這個時代的特

色，這個我也明白。但是，像我這樣寫了快六十年的老朽作家回頭去看台灣作家的遭

遇，實在不能不發出作家所做的是受到天譴的工作的聲音。」（李立亨，2001）

作家這種全然沈浸在一個空間裡頭運思及時代不給予注意的孤獨感，若非對創作有迫切

的熱誠，則無法享受到孤獨的樂趣。葉石濤說：

「一個作家除了他應有高人一等之才華以外，還要有熾烈的精神，繼續不斷的寫作，要

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作家別無捷徑，你必須拋開一切人間美好的事物，忍受人們的嘲

笑，顛倒晝夜，付出整個心靈埋頭寫作。」（葉石濤，1991b）

（六）如螞蟻做工般的勞動與堅持

葉石濤是一位懂得堅持自己夢想，並持之以恆的作家，面對詭譎的時局，還能心懷亂世

清流之情，正可謂順乎己情之抒發，又合於世理之義。他說：

「生為一個台灣的知識分子，這是我責無旁貸的使命，上帝生下我在這個世界上，一定

有祂的用意，儘管芸芸眾生中，我祇是一隻小螞蟻，但是小螞蟻也必須勞動，以實踐上

帝的意志，既然我的勞動是寫作，我必須一直寫下去，直到暝目為止。」（葉石濤，

19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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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堅持綻放的魯冰花――鍾肇政

～我的固執是我不會明知不好的事情也要固執已見，我的固執是我要不停的寫東西～

（鍾肇政，訪談-940306）

鍾肇政是日本殖民後的第一代台灣作家，讀日文長大卻有著卓越的中文寫作能力，深刻

的為臺灣這個島嶼寫下一頁又一頁的故事，見證了臺灣文學的過去，亦撐起了臺灣文學明亮

的未來，是文學這塊土地上的開拓者與奉獻者。

（一）天生具有文采，用寫作抒發孤獨的情緒

鍾肇政在回憶錄的自序上，不斷的以掙扎與徬徨的思想做為其年少時的註解。而彭瑞金

在《鍾肇政集》（1991）中則言：「有人說《獨流三部曲》這部書是鍾肇政的自傳，其實，

不如說鍾肇政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自己。他對生命有太多的質疑和痛楚，然而那樣的時代，

那樣的人事遇合，從來不曾讓他痛快地把自己表現出來，所以他只能寄寓文字，每一個主角

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每一個主角的奮力掙扎，就是他的奮力掙扎；每一個主角的失落與徬

徨，同樣也是他的失落與徬徨。」

歷經了日本殖民，及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噤語時代，所有的想表達的情緒和想說的話，在

鍾肇政那個混沌不明的青春年代，寄寓閱讀和文字的創作，成了他情緒的出口。這是他的生

命本質，不是每個人都能用這樣的方式來抒解自己的孤獨情緒，如同他所言：

「我天生特別有文采，我用日文來寫東西、演講啊！一點滯礙都沒有，就像我得天獨厚

一樣。」（鍾肇政，訪談-940306）

於是，每當濃烈寂寞的情緒再度湧起，鍾肇政又躲進那從來沒有牽絆過他的文字世界

裡，恣意自在。他將對時代困境有所體會的孤獨感加上得天獨厚的文采寫成一部部長篇鉅

著，彷彿已為臺灣文學的未來埋下深厚的使命感。

（二）多才多藝的書迷

鍾肇政從小就是個書迷，中學時代該是個看「正經書」的年紀，他仍舊抱著閒書，渡過

他所謂的徬徨的年少時代，回憶起著迷於文學書籍的日子，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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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學階段照樣是個書迷，中學畢業考不取上級學校，就是因為我是書迷，看的都

是閒書，小學階段看少年小說、童話，中學時涉獵的範圍漸漸擴大，開始看翻譯作品，

我記得比較有文學性的是賽珍珠的《大地》，那時她剛剛得到諾貝爾獎，日本人很快就

有翻譯本。還有，中學一年級就有一位歷史老師向我們介紹日本有名的作家的作品，我

個人覺得受到相當大的啟發。中學五年間，我也是在書裡渡過的。」（鍾肇政，1990）

喜愛閱謮的特質似乎從小到大沒有改變過，也一直持續到了年老，他始終不曾移轉的沈

溺於文字的世界裡，彷佛從書裡可以讓他感覺到安全與快樂。他的妻子張九妹則說：「他

呀！什麼事都不管，只知道讀書，一點都不知道憂愁」（黃秋芳，2000）。

除了愛唸書，鍾肇政對於音樂也有相當的天賦。他曾經說過，他的音樂才能從小學就開

始展露而且通常是無師自通的，自豪的口氣，顯然對於文學之外的音樂天賦也頗有幾番自

信。他說：

「我還是音樂天才，我從小學二、三年級開始，老師教DoReMi，我就會聽歌記譜，老師

也沒有教怎麼聽歌記譜，我大概二、三年級，十歲左右就有這樣的天賦，我的孫子，有

幾個也都會哦！。」（鍾肇政，訪談-940306）

（三）隨和真誠的個性與提攜後輩的熱情

鍾肇政的個性是溫和的，澎湃的情緒多半已抒發在文字裡。民國四十九年隨著《魯冰

花》的成名以及一路為臺灣文學奉獻的成就，伴隨而來的訪談從不曾間斷過，對於來訪的朋

友也總是熱情以待、侃侃而談。他說：

「我的個性，就是有隨和的一面，我跟每個人都很快會交上朋友，而且每個朋友好像都

不會討厭我，我也不會跟人家記恨、記仇啦！。」（鍾肇政，訪談-940306）

鍾肇政的隨和特質也同樣展現在與人往返的書信中，他說他並不會刻意的主動寫信，都

是被動的回信，往往是有信必回，他的文學生涯裡總共收了將近四千封的書信，總共大約有

六百萬字。因此書簡作品的出版亦是他用心的作品之一，裡頭除了透露他的文學理念亦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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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輩提攜的熱情，也處處揭櫫了其對臺灣文學的深切期許。因此，東方白曾在《浪淘沙》

（1992）裡讚譽了鍾肇政，說：「誰像你如此多產，有如健壯的母親？誰像你給後輩作家這

麼多溫暖，有如偉大的母親？」

（四）卓越的想像力

小說的本質是想像的，鍾肇政提到魯冰花創作構想的由來，原是起源於年輕時在茶園

裡，見著了父親將正值盛開的魯冰花拔起，做為改善土質作用的綠肥。那時的場景便給了鍾

肇政一個「殺身成仁」的思考點。他說：

「魯冰花死掉，對農人來講有一個很大的利益，算是造福人家，這就給我一個思考，所

以我會讓那個男主角死掉，他不死這個作品就不會那麼感人，就像魯冰花一樣，它必需

在茶樹下腐爛掉，道理是一樣的，意境也是一樣。」（鍾肇政，訪談-940306）

　　

這是屬於小說裡想像的部分，一個作家對於自己所處所感的情境，若非有敏銳的觀察力

與卓越的想像力，無法將所欲表達的意境，寫得如此真切感人。

（五）勇於嘗試、求新、求變

《魯冰花》在他的創作中屬於涓涓細流的作品，相較於他寫戰後一代台灣作家的日本殖

民經驗之《濁流三部曲》，氣勢顯然是不盡相同。因此彭瑞金在《鍾肇政集》裡曾說：「他

顯然證明有脫離『個性』而壯大的自覺，以脫離『個性』為他奮鬥的目標，我們在這之中看

到了光復後第一代臺籍作家自我教育、自立成長、難辛的蛻變路程，這也就是我們可以視鍾

肇政為那個時代的文學篩漏裡碩果僅存的理由」（鍾肇政，1991）。

（六）自信敢言不畏批評

鍾肇政對於自己小說作品的寫實功力是相當自信的，他說：

「至少我在創作的時候，我希望我筆下寫出來的東西能夠使你相信、使你認同、使你不

懷疑，如果你懷疑的話，那我的小說就根本不必寫了。」（鍾肇政，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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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話裡，他自信的特質是可顯而見的，然而在那麼長久的寫作生涯裡，對於或多或

少的評論，心情是否隨著評論的好壞而受到影響呢？他仍舊是自信的表示：

「我從來不記掛，人家的評論說好說壞，當作耳邊風，事實上，同樣一部作品有好有壞

的評語，你要相信哪一邊呢？相信這邊，你高興了！也很無聊；相信這邊你發怒、討厭

啦！也不必，最好的是，我不理他！」（鍾肇政，訪談-940306）

（七）固執了一輩子

由於對文學的熱愛，使得鍾肇政用筆耕耘了一輩子，這中途還面臨了由日文轉成中文書

寫的困境，卻仍然一字一句的寫了下來。黃秋芳在《鍾肇政的台灣塑像》（1990）中提到：

「鍾肇政二十九歲時總算有了初步的中文能力……從ㄅㄆㄇ那樣遙遠艱難的開頭算來，一直

到能夠流利地以中文書寫，一共經歷了七、八年的歲月。」這是一個作家對自己所熱愛的文

學永不放棄的頑強執著。

寫作對鍾肇政而言，占去了他大半輩子的歲月，從民國四十年，用剛學會的中文寫成的

第一篇文章《婚後》到現在，一共經歷了五十多年的歲月，眾多的文學作品排列開來，衍然

已是一條 遠的文學長城。他所憑藉的是一隻寫了兩千萬字的筆，和一個固執的信念，就這

樣走了一輩子。他說：

「我有固執的一面，我差不多一輩子都是靠這種固執。不管是寫文章也好，或是編雜

誌、編叢書也好，我都是固執的去做，不受人家的影響。」（鍾肇政，訪談-940306）

一個傑出作家的生命是熾烈光彩，抑或是沈靜無語，接近了才能拉出屬於他們的獨特故

事。順著鍾肇政敘說的文學創作歷程，我回到了他生命長流裡的源頭，看見了在他拼貼記憶

的眼神中，有著閃爍的光芒，一如書房裡望向天際的天井，光彩而明亮。書房裡的沈舊的書

桌，也似乎如同他走過的歲月，已有磨過的歲月擦痕，就像一個身經百戰的戰士，訴說著他

陪伴老作家一同為臺灣文學奮戰的光榮歷史。這讓我想起台灣文學「北鍾南葉」的葉石濤，

也是依靠一張磨舊了的書桌來撐起他們的雙手、一樣的作家身影、一樣的寫下光榮歷史、一

樣執著不悔的坐在桌前，為台灣文學寫下多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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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幽默詼諧的大孩子――黃春明

～平常我就喜歡說說笑話，說笑話的人本身就是喜歡引起群眾注意的人，是一種愛現的

領袖慾性格～（引自徐秀慧，1998）

黃春明從小在田園山色環繞的蘭陽平原中長大，寫過無數溫暖人間的臺灣鄉土文學，以

他饒富赤子之心的筆觸，為這塊土地，寫下每一個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聽的逗趣故事。那顆

美化世界的童心，始終不肯放棄在藝術天地裡遊玩的機會，一刻不得閒的投入教育的源頭活

水―兒童劇與歌仔戲，在創意的河流裡自由奔放地持續他的創作路。

（一）天生的好奇心，造就敏銳的觀察力

從小極具好奇心的黃春明，對於可以引起他興趣的事物，總是有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農

夫如何耕種抑或是製鐵師父如何打鐵？放學後的黃春明總是要找出個所以然來，也在旁看得

入迷。他繽紛的童年時光幾乎是在教室外頭發生的，學校沒教的事，黃春明在他自由自在的

童年生涯裡，反而看得更多、聽得更多。因此劉春城（1987）說：「黃春明用心看，漸漸對

農事種種、四季變化、草木鳥獸十分熟悉，他知道什麼土地該種什麼種子，什麼種子會結什

麼果實，都有一定的自然生理」。季節的變化與植物成長的奧妙，黃春明用他敏銳的觀察力

在大自然的教室裡學得更多。

「黃春明對人們的活動和想法永遠感到好奇，總要親自去看才相信」（劉春城，

1987）。因此在他創作的世界裡，有的深刻感人、有的輕快活潑，若非有一雙洞悉這世間能

力的眼，無法將每一個人物，甚至一段細微的感覺刻劃的如此深刻且詡詡如生。劉春城在

《黃春明前傳》（1987）提到他對黃春明感到印象深刻的觀察力，他說：「黃春明的小說常

確有其人，小說和真人當然不完全一樣，他給我看過為憨欽拍的一張照片，五官端正沒有表

情，卻也顯出老年人的某種威嚴哩。黃春明擅長寫老人，《青番公的故事》、《魚》、《溺

死一隻老貓》的老人都是神來之筆，沒有深刻的觀察，寫不出他們豐富而動人的表情。」

（二）至誠的赤子心與正義感

從黃春明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真心的喜歡小孩子，這和他天生不造作的個性也相符

合，巷子裡的小朋友也特別的喜歡他。劉春城（1987）說：「有一次，巷子裡一家人的小黑

狗給車子輾傷，大人叫小孩拿去丟掉，黃春明覺得這樣做不應該，他跟小朋友趕到時，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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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已經死了，就教他們替狗舉行一個葬禮，大家都很難過，黃春明教他們懂得難過」。

而從小愛打抱不平的黃春明，也天生就具有叛逆的性格，他的叛逆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

無理，相反的，他總是和不講理對抗甚至也和欺負善良的人打架。愛打架的事蹟，也因為違

反學校的校規，讓他從臺灣北端的台北師院、台南師院一路唸到了南端的屏東師院才畢業。 

他說：

「因為我反叛性很強，學校的一些規定很不符合小孩子成長的天性，我對這方面就很敏

感，在某方面說起來比較難馴服，學校的規定要來框定我的行為就比較困難，我就無法

在學校的制度裡好好地成長過來，大部分都是自我教育。」（黃春明，演講-940529）

（三）幽默詼諧的口語表達能力 

Piirto（1992）指出說作家在寫作上的天賦和口語上的天賦相同。黃春明即是典型的例

子，文章中的智趣與生動，同樣展現在他的口語表達上。他說：

「平常我就喜歡說說笑話，說笑話的人本身就是喜歡引起群眾注意的人，是一種愛現的

領袖慾性格。有這樣的性格就必須具備人家能注意你的條件，以外貌去引起注意不會長

久，但是幽默就能使氣氛發酵，很多人喜歡找我開會，就是因為我縱使是講很嚴肅的話

題，也能很幽默的切入重點。」（徐秀慧，1998）

智趣幽默的風格加上天生真與誠的赤子心，於是文章風格裡有了他努力將所見所聞表現

出來的純與真。「黃春明式的幽默，不是成人世界常見的智巧，他表現的天真浪漫，出人意

表，因而特別惹人疼惜，這並不妨礙他寫實，他雙管齊下，互相照應，我們觸到一顆努力美

化世界的童心，那也是黃春明永恆的嚮慕和熱情」（劉春城，1987 ）。

（四）具有豐富的想像力

劉春城在《黃春明前傳》裡對黃春明的評論是：

「一個作家，尤其是小說家，最好要有性格、有遭遇，性格和遭遇也有一定的因果關

係，但一個更好的小說家卻不能只靠這兩件，他應該是性格普遍、認知健全的人。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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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處理的人心人性之相同，多於個性殊異，他還需要卓越的想像力，盡可能挑選自己

最好的部分作最佳表達，這要經過一番訓練，文字訓練只是其中之一。黃春明運用他的

想像力，很技巧地把自己投射在某一角色上」（劉春城，1987）。

 （五）愛看書，記憶力也特別好

黃春明寫書也愛看書，在宜蘭的家有一個專門為他寫作而設的空間，他說：

「我很喜歡看書，什麼書都看，政治、歷史、生物等等無所不包，也不特別去記，能悟

就悟，不會特別去做筆記，所以我講話跳躍得很快，常能引一些例子來作補充說明，現

在才發現很受用。」（徐秀慧，1998）

而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對於他所看到的、見到的到訴諸於文字的傳達，記憶力似乎是

不可缺少的，「黃春明則像所有天份高的人一樣，對自己關注的事記憶力特別強，他做過播

音員，寧可用口說的方式修改作品，說順了再讓它變成字，他把這些字放在腦袋裡，跟寫在

紙上一樣保險，重要的地方，幾乎連標點都可以幾年不忘」（劉春城，1987）。

（六）才氣橫溢 樂觀自信

黃春明的工作歷練豐富，從羅東的小學老師、中廣記者到台北廣告界，一直到現在的蘭

陽劇團，都讓他有了充分揮灑創作才能的空間。「黃春明渾身活力，在中廣記者這個工作對

他最好不過。地方臺人手少，分工不細，他喜歡樣樣自己來，對於富有創作才能的黃春明，

坐編輯桌不如揹錄音機到現場，奉命寫稿又不如自己製作節目。他又編又採又製作，還自己

主持播音，幹得有聲有色，連當時中廣總經理黎世芬先生都知道宜蘭台有個才氣橫溢的黃春

明」（劉春城，1987）。

一直喜愛與人群接近的他，這些歷練似乎豐富了他的人生，也讓他看盡了人間百態。因

此，「 黃春明的早期的小說，雖然篇幅短，範圍卻很廣，當時作者還年輕，卻已勇敢地探討

各種社會問題，反映出一個寫實家的熱誠」（劉春城，1987）。而從些作品中亦可看出他似

乎在告訴讀者：「要活下去啊，而且要盡量活得好，這是黃春明作品一貫的主題，他是懂得

苦難的，但再大的苦難也得自求多福，對未來抱著希望」（劉春城，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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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堅持走一條純真的文學路

黃春明一直堅持以他純真的筆調，記錄在這塊土地生活的人們，他的文章風格裡盡是臺

灣社會的群眾生活，他們為存活而奔忙著，卻從來也不埋怨的個性，是黃春明所要突顯的特

色。因此，對於屬於黃春明式的高度純與真的文學藝術，劉春城給予肯定的說：

「黃春明一直謹守超然的文學立場，那是一個作家的藝術立場，不超然，即無藝術可

言，這使他的作品斷然超越臺灣文壇各種意識型態之爭，而有寬闊的藝術表現。黃春明

也一直緊緊貼著土地和人民的心說話，他是一個早熟的作家，很早就決定跟土地人民站

在一起。那是一個寫實作家的道德立場，沒有道德，藝術便成為不道德。我們看到很多

有學問、有才氣的作家，我們只看到很少有良知、敢面對群眾寫赤誠文章的作家，這使

他成為此間作家中敢說真話，又有能力去盡其能，用一切藝術手法無論如何也要把話說

出來的稀貴品種」（劉春城，1987）。

文學的創作不像樂團的合奏演出，亦不像舞台劇上演員們彼此的交流與對話，一部鉅作

的產生往往是作者一個人在思路上慢慢的琢磨與體會，進而呈現在眾人面前，成敗由自己承

擔。這成敗的論定也許不是透過大眾的掌聲與歡呼，而是作家自己與自己對話後那種忠實的

呈現與紀錄。這種忠於自己的執拗源於獨特性格裡，欲創造自己生命價值的信念以及一股對

家鄉熱愛與珍藏的使命感，這也是支持他們不斷創作下去的力量。

省思：從停格的影像中創思

散場後，停格在腦海裡的影像如同華燈初上的對比美景，帶給人的印象總是深刻的。然

而如何從驚鴻一瞥的影格中提升為對生命內涵的省思，繼而傳達出作家們豐富生命的共同因

子，即是我在「創造性人格特質的紀錄片」裡所欲紀錄的另一條生命軌跡。

這三位傑出作家的生命，因著其運行軌跡的不同而展現了相異的生命面貌，創造出風格

迥異又得以對社會產生影響的作品；然而其中亦有其共通之處，最值得讚佩的莫過於他們心

中那份對文學的熱愛與堅持，還有那不斷湧現在作品裡的源泉活水――創造力。以下即整理

三位作家共通之創造性人格特質：

傑出作家創造性人格特質之探析　19　(341)



一、天生的風采：創造性人格特質

Barron（1969）指出「作家們都擁有獨立的見解與判斷，與人相處也顯得十分地直接與

坦率，作家們幾乎對所有的藝術都感興趣，也對各大媒體有強烈的反應」。從三位作家的訪

談與演講中，我亦發現三位作家幾乎都對藝術感興趣且多才多藝，也同時具有創造力、記憶

力佳、觀察力敏銳、卓越的想像力、自信敢言、樂觀隨和、幽默善表達、享受孤獨、堅持夢

想持之以恆等特質。其中，堅持夢想持之以恆，是影響他們最大的。他們的共同點是在創作

的路上，即使遇到困難也不退卻，而毅然的繼續走一條未完的文學路。在分析這些創意人物

的個人特質與其創造歷程的關係時，我常強調這是一個不斷循環的動態歷程，碰到瓶頸、困

難時，很可能之前所花費的無數心血在一夕之間全都化為烏有，一切又要從頭開始，所憑藉

的就是這樣的堅持，而這樣的執著毅力是我在撰寫或述說創意人物時最想強調的精神。

二、一體的兩面：複合性人格

知名的心理學家及研究者如Guilford、McMullan、Csikszentmihalyi 、Barron與榮格等人

均認為具有高創造力之人物所擁有的特質是一般人所沒有的，他們的特質含有矛盾的極端，

這就是所謂的「複合性人格」。在訪談的三位作家中我亦發現他們具此項人格特質：他們在

寫作的動力上，往往是精力充沛卻又在創作的歷程中享受沈靜自如的孤獨；時而意氣風發的

談起作品，卻又虛懷若谷的待人接物等。其中，鍾肇政也特別提到在他人格特質裡的優缺

點，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他表示：「沒有缺點是一個完美的人，可是我不知道我的缺點在哪

兒，有時候我的優點也是一種缺點，這是一體的兩面，我幾乎是一個完美的人！」（鍾肇

政，訪談-940306）。因此，根據Csikszentmihalyi（1996）的說法，創造性人物的複合性特質

特別之處，在於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思想與行動趨向，在多數人來說是想歸想而做歸做的，但

高創意人士則具有能視情況由一個極端轉至另一個極端的能力。

三、文壇的舵手：特殊才情具有特殊的貢獻

Albert（1992）指出「沒有不出世的天才」，他認為所有具有傑出表現者應該都是對於社

會上有所貢獻者；Sternberg（1991）亦指出創意型資優可能在工作中有最偉大的貢獻，如科

學、藝術及文學等領域等。

而這三位傑出的作家產出的優秀作品裡，每一行每一字盡是透露著對這塊土地的熱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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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似乎企圖要喚醒社會大眾想在這塊土地好好的活下去，就要珍惜大地，因為沒有土地

就沒有人民。文學作品感人的力量在於它陶治了我們的性情、穩定了我們的情緒以及啟發了

我們的智慧，其具有對社會外顯的功能與個人潛在的價值。文學的創作的確需要有更有多人

的投注，如此精神的食糧才能源源不絕的存在著，這也我在研究傑出文學家的個人特質時所

期待看見的結果。

四、期待的結果：尊重特殊才情的存在

本研究所探析之作家個人特質當能提供一本土化的素材，事實上，研究一些社會上的菁

英能夠獲得重要的知識，人本心理學家彪樂認為「菁英的研究結果甚至有促進個體充分發揮

潛能的意義」（車文博，2001）。因此期待教師能應用本研究所探討之作家的個人特質內涵

提供給學生作為學習的典範，就如Sterberg & Williams（1996）所言「把創意人的生平、創意

及時代背景統整起來介紹給學生，瞭解創意成果的誘惑與喜悅，經常接觸多元、有變化的範

例對概念知識的獲得有極高的正面效果」。

總而言之，若是我們能在生活中及教育體制中多包容高創意的人士及學生，在看待他們

時能以欣賞、寬容的角度視之，則他們就有能力表現出繁複性的潛在特質，也才能產生高創

意的點子以及出人意表的新奇表現。期待「創造力在每個人身上均能展現，而具有特殊才情

的人亦不會被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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