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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設計中的烘托美學 

——談「圖底」法在寫作教學的理論與應用 

  西松高中  蒲基維 

寫作中有關場景描寫是作家常用的表現技巧，但是在中學教學現場，卻發現學生寫作經

常忽略場景的描述，致使文章常出現人物形塑平面化、故事發展淺淡，或思想情感無法感動

人心的情形。事實上，場景描寫與時空設計有關，在時空設計的邏輯中，有一種表現技巧連

結了繪畫的概念，強調用背景來襯托焦點，不僅可以使人物形象變得鮮明，也能烘托故事的

發展，使情節更加生動，更能襯托情感的抒發或事理的論述，使情理的表達充分悅服人心。

這種表現技巧我們稱之為「圖底法」。以下則就圖底法略談其烘托藝術及寫作教學上的運用。 

一、 圖底法的定義 

所謂「圖底法」就是運用視覺心理上「背景」與「焦點」的概念來組織篇章的章法。1「背

景」通常能產生對「焦點」的烘托效果，如果兩者的反差性較大，則可能會形成對比的關係；

反差性較小，則會形成調和關係，可見「圖底法」是屬於一種中性的章法，它不僅可以呈現

在空間上，更可以擴充延伸至時間、色彩以及感官知覺的範疇。 

二、 圖底法的理論基礎 

「圖底法」雖已被廣泛地運用在詩文的創作當中，然究其根源，我們卻必須推溯到繪畫

藝術，才可以尋得完整的理論。王秀雄的《美術心理學》提到： 

在視覺心理學上，把視覺對象從其背景浮現出來，而讓我們視認得到的物叫做「圖」

（Figure），其周圍之背景叫做「地」（Ground）。「圖」與「地」間，其形、色與

明度必須有些差異，我們才能視認其存在。2 

這裡所說的「圖」（Figure）就是焦點，而「地」（Ground）就是背景。運用在章法上時，我們

以「底」代稱「地」，是為免於和「地圖」一詞混淆。在視覺心理上，「圖」與「地」各有其

特殊的性質，根據王秀雄先生的分析，我們可以將兩者之比較表列如下： 

 

圖（焦點） 地（底、背景） 

具有前進性 屬於後退性 

密度高、緊密性、凝縮性 密度低而鬆弛、隨時可被侵略 

令人產生強烈的視覺印象 視覺印象較弱 

充實感較強 充實感較弱 

具有明確之形體 其形體不明確 

此焦點具有境界線 背景不具備固定的境界線 

 

                                                      
1 參見陳滿銘《章法學綜論》（臺北：萬卷樓，2003 年 6 月初版），頁 32。 
2 見王秀雄《美術心理學》（臺北市立美術館，1991 年 11 月修訂版），頁 126。關於「圖—底」的關係，另有格

式塔心理學派直稱為「圖形—背景」關係，可參見庫爾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學原理》（臺北：昭明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第 1 版），頁 28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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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圖」因為具有前進性、緊密性、凝縮性與充實感，容易產生強烈的視覺印

象；相對的「底」所具備的後退性與鬆弛性，容易被忽視，卻具有極重要的烘托作用。 

在靜態的繪圖之中，「圖」與「底」的關係似乎可以如此確定，然而宇宙自然是一個不斷變動的

形式，加以視覺主體的心理亦不斷地變動調整，因此「圖」與「底」的關係也會隨之產生互換或

交融。魯道夫‧阿恩海姆在〈對於地圖的感知〉一文中分析圖形與其基底的關係，正可進一步

詮釋這種現象。他說： 

當一個形狀在感覺上位於它的環繞物之前時，心理學家就稱之為「圖形與基底」現象。

在地圖上，海洋總是顯得退到陸地下面，陸地看上去是一個獨占了海岸線的圖形；海

岸線看上去好像屬於陸地而不屬於海洋。……圖形與基底效應的動態感可以極其強烈。

在感覺上，凸面是對於周圍空間的積極進犯。我們感到澳大利亞大陸向北面推擠著新

幾內亞，可是又在它南部的凹陷的海岸那裡被動地受著海洋的進攻。陸地與海洋之間

的相互作用，通過海岸線的形狀，栩栩如生地表現為視覺上的前進和後退。3 

這裡點出海洋與陸地的關係，因為凹凸的線條而改變了它們或為「圖」、或為「底」的本質。

可見在變化紛紜的空間中，任何事物都可能因為主觀認知與客觀條件的不同而改變其作為背

景或焦點的性質。文學作家如果掌握了「圖」與「底」的特色，就可以創作出深刻而生動的

作品。 

三、 圖底法在篇章所呈現的結構類型 

圖底法落到實際的篇章，可依據章法四大律4中的「秩序律」而形成「先底後圖」、「先

圖後底」兩種結構，或依「變化律」而形成「底→圖→底」、「圖→底→圖」等結構類型。

歸納實際文學創作的表現，「圖→底→圖」結構較不常見，因此本文僅就前三種結構類型舉

例說明。 

（一）「先底後圖」的結構 

此種結構類型在設計空間時會先形成一個較大範圍的背景，然後在此背景中呈現焦點

事物。以古典詩歌為例，王昌齡邊塞詩寫到：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景 

 
底 

 大：「青海長雲暗雪山」 

   小：「孤城遙望玉門關」 

  圖：「黃沙百戰穿金甲」 

 情：「不破樓蘭終不還」 

  

                                                      
3 見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心理學新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92 年 12 月臺灣初版），頁 283 -284。 
4 章法有四大律，即「秩序律」、「變化律」、「聯貫律」、「統一律」。其中「秩序律」源自於宇宙運行中有規律的

順向或逆向之變動原則，落到結構類型來說，秩序律會形成結構的移位，即「陰→陽」（具體形成如「底→圖」

結構）與「陽→陰」（具體形成如「圖→底」結構）模式。「變化律」則是宇宙運行中順、逆交錯之變動原則，

落到結構類型來說，變化律會形成結構的轉位，即「陰→陽→陰」（具體形成如「底→圖→底」結構）與「陽

→陰→陽」（具體形成如「圖→底→圖」結構）模式。章法四大律由已故陳滿銘教授首先提出，並成為辯證章

法理論與實際結構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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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詩的內容及結構表來看，前兩句詩從大場景的「青海」、「長雲」、「雪山」，及小場景的「孤

城」、「玉門關」，形成整體空間的背景；而第三句詩聚焦於「百戰穿金甲」的戰士，凸顯戰士

身在沙場的孤獨與茫然，進而帶出「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情緒。其框出邊塞遼闊的場景氛圍，

再聚焦於戰士情緒轉變的空間設計，可以看出背景充分烘托焦點的調和性效果。 

再舉散文書寫為例： 

上課鐘響前，同學們穿著實驗衣，三三兩兩嬉鬧著趕往實驗室。有的聊起昨晚補習班

的誰出了什麼糗事，有的說到今早為了社團剛跟爸媽大吵一架，還有一些同學手上端

著一盒盒外裹鋁箔的培養皿，緊張兮兮地盤點著，擔心光線透進去。只見她不慌不忙，

從容關閉最後一個網頁，然後起身，拎起手提袋，關窗、關燈、關門，她是忙碌校園

裡最優雅的一幀風景。（梁淑玲老師提供） 

 

 
目 

 底：「上課鐘響前……擔心光線透進去」 

  圖：「只見她不慌不忙……關窗、關燈、關門」 

 凡：「她是忙碌校園裡最優雅的一幀風景」 

這是一段描寫校園中上外堂課前的教室場景，緊張匆忙的學生是背景，而那位從容優雅的

女孩是焦點，在背景烘托焦點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匆忙與優雅的對照關係，其對比性較為

強烈。 

（二）「先圖後底」的結構 

行文中先點出焦點，再描繪背景，其所呈現的空間設計為：焦點的動能較強，而背景

的烘托力較不明顯。以唐宋詞為例，蘇軾在〈卜算子〉寫到：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

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賓 

 自然：「缺月掛疏桐」 

  人事：「漏斷人初靜」 

  

 

主 

  
圖 

 泛：「時見幽人獨往來」二句 

   
具 

 因：「驚起卻回頭」二句 

    果：「揀盡寒枝不肯棲」 

  底：「寂寞沙洲冷」 

 

詞中描寫主角獨居的孤獨與堅持，此為焦點所在，並透過身影的描繪、思慮的轉變、心志

的堅持等多重面向予以刻畫；而作為背景的寂冷沙洲則呈現寂靜陰暗的氛圍。 

再舉現代散文書寫為例： 

小選手的額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珠，臉是脹紅著的，髮絲一條條的黏著在頭顱上，大部

分是順風飛揚，他們不斷舞動雙手及雙腳奮力向前奔跑，一步步邁向終點，迎向勝利。

周遭是全校同學及師長的歡呼聲，許多人在看臺上不斷揮舞加油旗幟，鼓掌、彩帶、

歡呼，在到達終點時一起飄下。（陳秀如老師提供） 



4 

 
圖 

 局部：「小選手的額頭上……髮絲一條條的黏著在頭顱上」 

  整體：「大部分是順風飛揚……迎向勝利」 

 
底 

 聽覺：「周遭是全校同學及師長的歡呼聲」 

  視覺：「許多人在看臺上……在到達終點時一起飄下」 

這段文字關於焦點及背景的描述都很豐富。在焦點方面，先從局部角度描繪小選手的頭臉，

細緻而寫實；再放大描寫小選手奔向勝利終點的整體形象，其動能衝到頂點。此處對小選手

的描繪已非常精彩，最後再透過聽覺與視覺的背景烘托，充分凸顯運動場上靈動活躍的衝刺

能量。 

（三）「底→圖→底」的結構 

「底→圖→底」結構的最大特色是焦點在背景的前後包孕之下，其烘托效果極佳。由於

前背景與後背景是相關連的，其前後呼應的效果，恰似提供中間焦點圖像一個恣意發揮的空

間。這種美感原只有繪畫中才能親見，然而透過「底→圖→底」結構的表現，讓文字構圖也

能呈現這樣生動的場景，其所營造的氛圍具有極強的感染力。試以宋詞為例。蘇軾在其〈江

城子‧湖上與張先同賦，時聞彈箏〉詞寫到： 

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蕖，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

意，慕娉婷。  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

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 

 

 底：「鳳凰山下雨初晴」三句 

  
 
圖 

 
景 

 遠：「一朵芙蕖」二句 

   近：「何處飛來雙白鷺」三句 

   
事 

 點：「忽聞江上弄哀箏」 

   
染 

 因：「苦含情」四句 

    果：「欲待曲終尋問取」二句 

 底：「數峯青」 

這闋詞應是蘇軾與張先在湖上賞蓮，偶聽見彈箏之聲所填下的作品。詞風優雅浪漫，無論是

敘事還是寫景，為何能表現得如此清新脫俗，優雅靈動呢？根據結構表的分析，我們看見「鳳

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與「數峯青」是用不同文字所描述的同一場景，可視作整

個空間的「背景」，而背景氛圍下的景物如「芙蕖」、「白鷺」，以及「弄哀箏」、「尋湘靈」、「人

不見」等事件的流轉，則是作者筆下的「焦點」，透過雨過初晴的自然山脈、天邊晚霞與徐徐

清風的包孕烘襯，作者一行人的所言所行，在一朵芙蕖、一雙白鷺的陪伴之下早已遠離世俗

的時間流動，完全融在傍晚雨後的山間，清風徐來，優雅而浪漫。 

再以散文書寫為例。張我軍在〈病房雜記〉曾寫到： 

是冬已脫掉那副冷笑的面孔，開始大肆虐威的一個午後。北風陣陣捲著砂塵在怒吼，

天色是那樣陰慘的；雖然還在日中的午後一點鐘，卻已大有黃昏之意了。（張我軍〈病

房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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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季節：「是冬已脫掉那副冷笑的面孔」 

    時間：「開始大肆虐威的一個午後」 

 圖：「北風陣陣捲著砂塵在怒吼」二句 

 底：「雖然還在日中的午後一點鐘」二句 

從結構分析表可以看出，這段文字以時間為背景，以空間為焦點，不僅營造了「底→圖→底」

的烘托效果，更充分雜糅了時間與空間的交融，凸顯了宇宙四維時空的寫實性。 

四、 圖底法在寫作教學的應用 

既已呈現圖底結構類型在古今詩文中的美感效果，教師只需引導學生進行基礎的仿寫，

就可增進學生在場景描寫上的美感追求。其次，本節再從「氛圍營造」及「流行歌曲編唱結

構」兩方面說明圖底章法的寫作應用。 

（一）運用圖底法進行氛圍營造 

圖底法源自於場景空間中背景與焦點的對應關係，所以場景氛圍的營造是最容易展現美

感的切入點，因此，在寫作教學中強調圖底法氛圍營造的技巧，最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寫作水

準。 

1. 氛圍營造的意涵與功能 

氛圍營造的概念是從現代小說的寫作理論延伸而來。創作小說通常需要掌握四大元素，

一是角色形塑，二是情節鋪敘，三是主題呈現，四是氛圍營造。前三種元素為小說創作必要

之存在，而氛圍營造則以場景描寫為基礎，作為烘托角色特質、故事情節發展的陪襯要素。

雖然不是必要元素，卻能增添小說的藝術價值，成為小說創作成功的最佳助攻者。 

因此，氛圍營造有助於為小說創造更優質的藝術價值，亦可延伸應用於散文寫作中的敘

事、說理與抒情，其所形成的烘托的美感效果，有助於寫作測驗或作文競賽以獲得更好的評

價。 

2. 氛圍營造的寫作實例  

身為一位長期指導學生寫作的語文教師，親身的寫作實踐是必要的，而寫作成果若能

透過公正的評量機制檢視其良窳，一來可印證寫作教學的重點，二來創作成果亦可成為寫

作教學的教材。筆者曾參加臺北市教師組的作文比賽，參賽過程中有意識地融入圖底法的

氛圍營造而獲得評審委員的肯定。茲完整列出參賽作品內容如下，以說明氛圍營造對論說

文產生的烘托效果。 

知識即國力（臺北市中小學教師組作文比賽題） 

    八月底的臺北依舊豔陽高照，校園圍牆邊的鳳凰木舞動著青翠的枝葉。還記得驪

歌初唱的六月，它放肆地開滿紅花，結實纍纍的彎刀形豆莢，把枝葉壓得低低的，如

今秋風乍起，紅花已凋逝殆盡，豆莢也枯落塵土，只剩那青翠細緻的小綠葉，承接著

秋陽的蒸騰暑氣。 

    才送走一屆高三畢業的學生，轉眼暑假已過，又得迎接另一屆新生的來臨。始業

訓練、註冊、開學，然後正式上課。對我而言，長假過後的適應不良已非教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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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屆帶過一屆，時光荏苒，讓人有光陰飛逝、年華老去的慨嘆。走近三樓的長廊，

初秋的早晨依然燠熱，每間教室因為開放冷氣而緊閉門窗，在這沉悶攝氏 30 度的早

晨，確實需要空調來冷卻浮躁不安的情緒。走進教室，看見一雙雙生澀卻又清純的眼

睛，我警覺地告訴自己不要辜負這些想要追求知識的童稚心靈！我儼然唸起課文，誦

讀著孔子與學生的對話。 

    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那朗讀的聲音在密閉的教室裡格外清亮，看著學生們乖巧地記下我講解的每一句

話，許多疑問也忽然閃過耳際──我能不能給他們充足的知識，去面對這瞬息萬變的

社會？我能不能將這些知識轉化為他們面對挑戰、面對競爭的力量？十年之後，他們

可以將這些知識內化在自己生命當中，成為自我安身立命的基石嗎？當知識成為一股

力量，不正是實現個人自我與提升社會國家整體競爭力的基礎嗎？ 

    沒錯，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必須呼應於宇宙自然的規律，才能歷久不衰，放諸四

海皆準，成為個人立身行事的準則，成為社會建構秩序的標竿，亦可成為國家締造理

想國度的模範。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必須落實於現實生活，才能展現它的價值。有人說，任何完

整的知識體系，若不能體現於生命之中，就和垃圾沒有兩樣，即使如《論語》、《孟子》

所講述的道德，仍需要實踐於現實生活，才是恆久的至道。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是要解決問題，而非製造麻煩；知識是要創造價值，而非耗

費資源。幾千年來，人類累積了深厚的知識，看似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但那

只是物欲的滿足，心靈的空虛卻愈擴愈大，恰呼應著千百年來人類積累的垃圾、虛耗

的資源和殘害的生命。如果我們造就的知識無法解決現有地球的問題，無法創造未來

生存的價值，那知識就只是一隻製造麻煩、耗費資源的怪獸。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必須以文化為後盾，再擴及財經與科技。已故專欄作家張繼

高先生曾說：「文化落後，財經不會領先」，「世界上不會有低文化國家而能產生高科技

的」。綜觀目前世界的資訊產業，軟體資源仍掌握於微軟、蘋果等大企業中，而亞洲的

科技產業僅能從事相關的硬體代工，這就是文化發展無法跟上科技硬體所帶來的窘境。

沒有向下紮根的文化教育，就沒有真正的科技強權。 

    課堂上，我唸著孔子心目中的志願…… 

    子曰：「願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 

    要造就一個孔子心中的大同世界，我們必須發揮知識的本質與真諦。讓我們傳播

的知識能符合宇宙自然的規律；讓我們傳授的知識可以實踐於生命之中；讓我們建構

的知識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創造恆久的價值；讓我們以文化為後盾，創造足以傲視

全球的知識水平。唯有如此，才能讓知識成為國家社會的穩固力量。 

    下課鐘聲響起，我步出教室，那高掛天空的豔陽烘熱了我的臉龐，遠處的鳳凰木

依舊在輕風中搖曳著它的枝葉。在初秋的校園，我心中蕩漾著造就知識與作育英才的

熱切期盼。 

就比賽題目的本質來審視，較適合以論說文的形式來鋪陳文章，所以論述知識如何成為國家

的力量是必要的寫作內容。然而，氛圍營造真的適合在這篇論說文寫作中出現嗎？我們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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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結構如下表： 

 
底 

 寫景：「八月底的台北……願無伐善，無施勞」 

  反思：「那朗讀的聲音……整體競爭力的基礎嗎？」 

 

 

圖 

 

分敘 

 知識要呼應自然 

   知識要落於現實 

   知識要解決問題 

   知識要回歸文化 

  
總結 

 敘事：「課堂上……朋友信之」 

   說理：「要造就一個……成為國家社會的力量」 

 
底 

 寫景：「下課鐘聲響起……搖曳著它的枝葉」 

  抒情：「在初秋的校園」二句 

從結構表可以清晰看出，前面一大段的景物描寫與反思是全文的「底」（背景），而此背景與

文末的校園描寫是同一場景，只是時間從上課轉移到下課。可見前後文的氛圍營造對於中間

段落的敘事與說理，形成了包孕及烘托的效果，而中間段落的議論與前後的背景鋪敘幾乎沒

有違和之處，反而增添了烘托的美感。 

3. 氛圍營造所形成的美感效果 

根據實地的謀篇與設計，確定氛圍營造適合融入散文寫作的敘事、抒情或議論之中，所

形成的美感效果約有四端：5 

(1)營造氛圍以引人入勝：氛圍營造作為文章中的背景，自然有伏筆的效果。透過場景的

描寫，逐步引領讀者進入論述的核心，就可收到引人入勝的效果。 

(2)烘托情境以凸顯事理：氛圍營造雖是場景描寫，卻能在字裡行間融入作者的情感，其

所蘊含的情境充分烘托事理的鋪陳，其凸顯的效果顯而易見。 

(3)首尾呼應以架構篇章：由於文章首尾的場景氛圍是相同的，卻又有不同的時間推移，

自然而然形成首尾的呼應，顯現其結構的穩定完整，又能發揮變化靈動的美感。 

(4)訴諸感性以兼融剛柔：議論的內容是理性的，略帶陽剛之氣；而氛圍營造卻偏於感性

的形象思維，蘊含陰柔情致，所以在議論文中融入氛圍營造的筆法，可使文章兼具剛

柔之風格。 

4. 學生運用氛圍營造的寫作示例 

氛圍營造用來指導學生寫作，往往能產生顯而可見的美感效果，成就不少佳作。茲以 100

年大學學測長文題為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第六八四號解釋，認定大學生如不滿學校的處分，有權可提

起訴願和行政訴訟。臺灣大學李校長表示，依據《大學法》的規定，學校在法律的

範圍內有自治權，學生也有很多申訴管道；大法官做出這項解釋，可能造成學校和

學生之間關係的緊張。學校是教學的地方，學校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應如何維持和

                                                      
5 參見拙作〈氛圍營造在章法謀篇中的作用〉，收錄於拙著《語文教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萬卷樓圖書公

司，2013 年 8 月初版），頁 24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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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避免陷於緊張，而影響教學活動，是學校和學生雙方面都應關心的問題。對大

法官的這項解釋和李校長的反應，以你在學校的親身體驗或所見所聞，請以「學校

和學生的關係」為題，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文體不拘，文長不限。（100 年學測長文

寫作） 

根據題目內容及寫作要求，此寫作題應偏於議論。學生在充分瞭解氛圍營造的筆法之後，

確實能在議論文字中融入場景的描寫，以收烘托之效。此舉一文為例： 

    從學校西側走廊望出去的天空經常美得教人嘆息。薄雲輕浮的萬里晴空也好，將

天邊渲染得粉藍漸層的夕景也罷，每每令人忍不住拿出手機記錄下那絕美的景色。癡

癡看著遠方，偶爾想起過去近三年在學校的往事。 

    猶記當年初入學時，對於學校諸如「進校門時必著整齊制服」、「不得染燙樣式奇

特之髮型」等規定有諸多不滿，覺得自己已經上了高中了，幾乎是半個大人了卻還得

被這麼約束著，常和著一群同學一同大發牢騷。 

    時至今日，國家對於制服的法規已然更改，學生不必穿著制服進校門，各種各樣

新奇的、怪異的、招搖刺眼的穿搭爆炸似地出現在我眼前時，這才明白了那條「必著

整齊制服」的立意：學校是溫和的教育場所；如此視覺上的喧囂實在是過於遮蔽了學

校教化的作用。 

    於是我仍然默默守著「著整齊制服」的習慣。 

    從前也曾對成天在耳邊叨念著規範、神出鬼沒「記人於不備之時」的教官們多所

埋怨。然而兩年半過去，回顧以往，教官們哪一次不是苦口婆心勸導著的？ 

    天邊絢爛的夕陽漸沉了，如墨般的深藍漸漸吞噬殘存的粉紅色。畢業的時節將至；

離開的時辰到了，這才覺得或許在簿子上記下我們名字的教官的心情，也許正如對著

孫悟空念經的唐僧一般：「看著你痛我的心也跟著痛，可是我卻不得不念經，因為只有

這樣才能使你乖巧。」 

    天全暗了。這麼多個日子過去，期盼的、憤懣的、大哭不止需要人安慰的情感從

沒少過，只是我真正記下的，實在求學途中，一路支持我、看著我，盼我迎向驕陽般

燦爛前程的老師或教官，甚至是學校這棟建築物，鼓舞的目光。（106 級  林品嘉） 

在正式考試中有時間的限制，所以無法鋪敘太長的場景氛圍，而學生在這篇文章前後所融入

的場景描寫使用了精簡的文字，卻能收到極大的烘托效果，再次印證氛圍營造融入議論文寫

作的正面能量。 

（二） 運用圖底法分析華語流行歌曲的編唱結構 

一般而言，圖底法多用於空間場景的經營，事實上，只要掌握背景與焦點的烘托關係，

將圖底法的概念延伸到時間、音樂等不同的領域，亦能發現顯著的藝術美感。 

1. 圖底法在圖像書寫之外的邏輯運用 

在圖像書寫之外，圖底法是否也能詮釋其他領域的經營邏輯？首先我們表列歸納圖底

法在時間、音樂等領域可能產生的烘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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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焦點） 底（背景） 

圖像 聚焦而凸顯的空間或物像 範圍大而淺的空間 

時間 現在 過去、未來 

音樂 
主唱、主旋律 

副歌（強、高亢） 

和聲、伴奏 

主歌（弱、平敘） 

上表明顯比較了圖底法在圖像與時間、音樂上的差異，尤其是背景與焦點的詮釋大不相同。

我們曾就音樂上背景與焦點的意義來分析華語流行音樂的編唱結構，研究發現，華語在編曲

及演唱上，主歌的平弱鋪陳與副歌的強烈高亢，竟也有明顯的背景烘托焦點的關係，瞭解了

這樣的關係，就能提供編曲者及演唱者具體的表現模式。 

2. 圖底法應用於華語流行音樂編唱結構示例 

華語教學常使用流行音樂來引導學生瞭解華人音樂文化。例如： 

〈有你有明天〉（楊培安作詞，陳國華作曲，楊培安、符瓊音演唱） 

冷漠的唇親吻心扉 

風箏飄著怎麼就斷了線 

滾燙的淚滴落胸前 

彩虹掛著怎麼就變了臉 

我在等待你的出現 

天長地久怎麼成了謊言 

傷痛再多，也換不回曾經對你的思念 

為什麼相知卻又不能相隨 

把夢一片片的瓦解，今生若不能再依偎，來生會再見 

明知道比翼也不能再雙飛 

將心一層層的撕裂，潮起潮落情永不變，有你有明天 

 

這首歌分為兩部分：前一段為主歌，演唱情緒平弱；後一段為副歌，情感強烈高亢。所以

前一段的編唱邏輯屬於「底」，後一段的編唱邏輯屬於「圖」，這是華語流行音樂最常見的

表現模式，以圖底法分析結構，可以讓外籍學生儘快掌握華語情歌最常見的演唱方式。 

  
 
 
 
 
底 

 

實 

 
心覺 

 主：「冷漠的唇親吻心扉」 

    賓：「風箏飄著怎麼就斷了線」 

   
觸覺 

 主:「滾燙的淚滴落胸前」 

    賓：「彩虹掛著怎麼就變了臉」 

   

虛 
 正：「我在等待你的出現」 

   
反 

 因：「天長地久怎麼成了謊言」 

    果：「傷痛再多」二句 

 

圖 

 
質疑 

 實：「為什麼相知卻又不能相隨」 

   虛：「把夢一片片的瓦解」三句 

  
覺悟 

 因：「明知道比翼也不能再雙飛」 

   果：「將心一層層的撕裂」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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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圖底法以繪畫的「背景-焦點」理論為基礎，提供寫作空間設計的穩定邏輯，營造文學創

作中最佳的烘托美學。從本文說明圖底法在各式結構類型所呈現的空間樣貌，以及延伸至氛

圍營造寫作與流行音樂編唱結構的應用，在在顯示其烘托的能量足以讓原本平凡的作品轉化

為華美的藝術佳構，所以這是一種值得向學生推薦、值得讓學生熟習的表現技巧，期望教師

在進行寫作教學時可嘗試帶入指導，以成為學生寫作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