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玲極短篇  
 
作者簡介  

鍾玲，知名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曾擔任香港浸會大學文

學院院長、講座教授，以及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創院院長等職，

也曾參與胡金銓導演之《空山靈雨》及《山中傳奇》的拍攝及製

片工作。 

 
內容大要  

本書分為「結尾的大逆轉」、「觀點決定內容」、「時光說的故

事」、「心理層次的呈現」和「由現實進入夢幻」五個部分，共收

錄鍾玲 30 篇小小說。 

「結尾的大逆轉」收錄的作品，都是在故事結尾處來一個大

逆轉，帶來出人意表的結局。例如《車難》講述火車出軌，男主

角的女朋友正在列車上，他雖然身處事發現場，但因工作關係而

得先搶救一名傷者，無法立即查看女友的情況。作者刻意營造環

境、氣氛，引導讀者跟着男主角一同擔心。最後男主角赫然發現

她不但沒有受傷或罹難，而且正協助他一起救人。 

「觀點決定內容」收錄的作品，其內容都是受特定的敍述角

度影響。例如《星光夜視望遠鏡》以不同的觀點來陳述同一件事，

作者先安排碉堡的守兵透過望遠鏡的窺視，展現一對男女的親熱

情景；接着轉用男主角的角度敍述這故事，令讀者得知他們之間

的愛情波折。由於兩種敍述角度的反差很大，所以更能襯托出這

對情侶之間的深刻愛情。 

「時光說的故事」收錄的作品，「時光」是推動情節發展的

主要因素。例如《四合院》的男主角本來是大富人家的大少爺，

後來時局改變而家道中落，妻子開始看不起他，多年後他們因一

次旅遊，眼前的四合院成為時光之門，讓他們重新經歷之前的奇

遇，也解開了多年來藏在心裏的疑問，彼此重建溫馨關係。這是

一個過去影響現在的故事。 

「心理層次的呈現」收錄的作品，刻意呈現小說人物的內心



 

 

世界。例如在《一碗飯》中，作者以媳婦的視角敍述婆婆的異常

行為，她透過心理疏導的方法，慢慢揭開婆婆內心的秘密，交代

複雜的往事，訴說舊時代女性的悲慘遭遇。 

「由現實進入夢幻」收錄的作品，所寫的都是奇幻世界的事

情。例如《生死牆》採用第一人稱的敍述視角，記述「我」與東

德攝影師相識的經過，情節慢慢展開，直至結尾才揭示出對方早

已死去的真相，結局令人驚異。 
 

藝術特色  
在敍述故事方面，鍾玲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務求每篇作品

各具藝術風貌。《八年初戀》以小琴成長的三個階段——十二歲、

十六歲、二十歲為主線，順序述說一個少女對愛情追求過程的心

理變化，層層遞進，脈絡分明，情節集中而主題鮮明。《美麗的

錯誤》採用「編年史」的形式，分五個時段敍述男女主角四年間

的短暫婚姻，作者只細寫第一個時段，後面四個時段的內容急速

遞減，反映出愛情隨歲月而漸淡的變化。《正室側室》則集中敍

述一天之內所發生的事件，先後敍述正室與側室的兒女拜祭親母

的情景，反映出兩代人勾心鬥角的倫常糾紛，對比強烈。 

作者善於選擇人物的敍述視角，取得不同的藝術效果。同樣

是鬼故事，《終站香港》以死者的視角敍述，從中反映出人性虛

偽與世態炎涼，控訴力強。在《一碗飯》中，作者則以媳婦的視

角敍述婆婆的異常行為，她透過心理疏導的方法，慢慢揭開婆婆

內心的秘密，交代複雜的往事，訴說舊時代女性的悲慘遭遇，具

有強烈的控訴力量。 

作者運用意象、象徵或隱喻的手法，為作品帶來豐富的意蘊。

《蓮花水色》借用佛經常見的蓮花意象，喻示流雲和尚心中繫念

的美麗女子。蓮花不再蘊含潔淨無垢的宗教人格，而是一種色相

的誘惑；而黑色的瀑布意象，則象徵流雲躁動不安、思潮起伏的

心境。《水晶花瓣》中的水晶花瓣象徵外表美麗而實質經不起考

驗的愛情。《窗的誘惑》的圓窗具有神秘的色彩，既可能是鬼魅

設下的害人圈套，也可能是女主角出於對愛情的執着而產生的幻

象，它通向死亡的世界，能否臨崖勒馬，就全靠她最後的一點自



 

 

尊與清醒了。 

作者刻意營造氣氛，以牽引讀者的情緒，例如《梨花和劫匪》

和《住店驚魂記》兩篇都充滿緊張的氣氛；《窗的誘惑》則以疑

幻疑真的詭秘氣氛取勝；《九彎十八拐》則兼具緊張與詭秘，令

讀者為主角的安危而擔心不已。 

 
活動舉隅  
1. 導引活動 

在安排學生閱讀本書前，進行以下一項活動，以引發閱讀興

趣。 

 展示某些作品的名稱，着他們猜想當中的內容，例如《星

光夜視望遠鏡》，再逐步提供作品所屬部分的名目，以

及相關的人物和情節等，讓學生豐富或修訂之前的想法，

並略作說明。 

 從「結尾的大逆轉」選一篇作品，概述部分情節，然後

着學生猜想結局，並說明自己這樣猜想的原因。 

 
2. 閱讀分享 

鍾玲在《後記：極短篇小說的五種面貌》指出，「寫極短篇的

時候，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小說要素都放進去……但重要的是，

不管多短的小說，你要寫出一些感動人的東西，或者你要能

透過這篇小說，令讀者幽默地會心一笑，令讀者驚歎，或令

讀者領悟到一點人生的道理。」着學生結合作者的看法，談

談閱讀本書的感想和體會。 

 

3. 評論與賞析 

着學生從敍事觀點、人物形象、情節安排、結局設計和意象

運用等方面，評論、賞析本書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