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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設計邏輯的表達應用 

——以「遠近」、「前後」、「內外」章法為例 

西松高中  蒲基維 

空間設計在文學創作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凡是場景描寫都離不開空間設計的思維。因

此，清晰可辨的空間設計邏輯不僅有助於呈現生動的場景描寫，更能藉以凸顯人物，烘托故

事的發展，或抒發深刻的情感。 

本文僅就長視角所呈現的遠近空間、前後空間和內外空間進行設計邏輯的分析，並延伸

至作文教學，提出寫作訓練的題目設計與實作。 

一、 空間的定義 

要瞭解空間設計的邏輯，首先要釐清「空間」的定義。一般而言，空間的定義可從兩個

思維面向來看：先從物理學的角度來說，空間是物質存在的一種客觀形式，由長度、寬度和

高度表現出來。1 進一步說，空間是指物體和事件具有相對位置和方向的無限的三維範圍。當

代物理學家認爲，固然物理空間通常以三個線性維度來構想，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同時

也是無限的四維連續體（稱爲時空）的一部分。2 意即物理學的思維直接定義了空間的「三

維」本質，而融入了時間概念則能形成更貼近真實感受的空間流動的意象。 

 

再從文學的角度來說，除了物理學所謂「長、寬、高」三維的概念基礎，文學更強調「視

角」的差異性。具體而言，透過文字描述所呈現的長、寬、高之視角，已經融入了寫作主體

的主觀情意，文學的空間表述不再是純粹客觀的物理空間描寫，而是含有寫作主體之「情」

與「理」的意象經營。 

本文所談的空間設計，既兼顧物理空間的實證邏輯，更須從文學視角來體現主觀意象的

存在。 

二、 空間設計邏輯所涵蓋的面向 

基於物理學與文學對「空間」的定義，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空間設計邏輯所涵蓋的面向。

以寫作主體的視角來說，空間可呈現長視角空間、寬視角空間及高視角空間。依照寫作主體

視角的移動，長視角空間可分出「遠近」邏輯、「前後」邏輯及「內外」邏輯，寬視角空間主

要呈現「左右」邏輯，而高視角空間則呈現「高低」邏輯。以下將以「遠近法」、「前後法」、

「內外法」、「左右法」和「高低法」稱之。 

本文主要著眼於長視角呈現的三種邏輯思維進行分析。第一種「遠近法」是從寫作主體

的正視角所進行的直線移動，形成遠近空間的移位與轉位。第二種「前後法」邏輯是以寫作

主體的相對位置來說，寫作主體的視線之前為「前」空間，其背後則為「後」空間。第三種

「內外法」是以建築物的相對位置來說，建築物之內為「內」空間，之外則為「外」空間。 

                                                     
1 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台灣學術網路第六版。 
2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有關「空間」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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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間邏輯表達應用舉隅 

文學創作有關空間中的「遠近」、「前後」、「內外」等邏輯表述，其理論基礎與寫作應用

分述如下： 

(一) 遠近法的邏輯及其寫作應用 

遠近法是寫作主體的直線視角所呈現的一種篇章邏輯，茲說明其理論基礎、結構類型及

寫作應用如下： 

1. 「遠近」法的理論基礎 

所謂「遠近法」是指將空間遠、近的變化記錄下來，並落實於辭章的章法。3 此一章法類

型在古典詩文的空間描述中極為常見。由於它是一種直線性的空間移動，能使空間展現出穩

定、生動且具力量的美感效果，尤其是原型的「由近而遠」的移動方式，更能凸顯「漸層」之

感。 

2. 「遠近」法的結構類型 

遠近法落實到辭章，可以形成四種結構類型，茲舉例說明如下： 

(1) 「由近而遠」結構 

「由近而遠」是遠近結構的原型，也是寫作主體的直線視角依「順向」移動所形成的結

構，最符合一般人視角的移動習慣。例如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一詩所描述的空間寫

到：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仗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復

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底：「寒山」二句 

  
圖 

 近：「倚杖」二句 

遠  
天：「渡頭」二句 

人：「復值」二句 

 

依結構表所呈現的「由近而遠」結構來看，詩人描述自己拄著柺杖站在柴門前，享受近處的

秋風與蟬鳴，隨著抬頭遠望，看見遠處渡頭的落日及村里的炊煙形成一幅自然風景，此時遠

處的裴迪正醉酒狂歌，從遠處一步步走來。詩人的視角呈現從近處的悠閒延伸到遠處的自在

愜意，這是一首閑居之佳作，也是一幅自然優美的圖畫。 

(2) 「由遠而近」結構 

                                                     
3 見仇小屏《篇章結構類型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 年 7 月再版），頁 17。 

https://www.ehanlin.com.tw/app/keyword/%E5%9C%8B%E4%B8%AD/%E5%9C%8B%E6%96%87/%E7%8E%8B%E7%B6%AD.html
https://www.ehanlin.com.tw/app/keyword/%E5%9C%8B%E4%B8%AD/%E5%9C%8B%E6%96%87/%E7%A7%80%E6%89%8D.html
https://www.ehanlin.com.tw/app/keyword/%E5%9C%8B%E4%B8%AD/%E5%9C%8B%E6%96%87/%E5%AF%92%E5%B1%B1%E8%BD%89%E8%92%BC%E7%BF%A0%EF%BC%8C%E7%A7%8B%E6%B0%B4%E6%97%A5%E6%BD%BA%E6%B9%B2.html
https://www.ehanlin.com.tw/app/keyword/%E5%9C%8B%E4%B8%AD/%E5%9C%8B%E6%96%87/%E5%80%9A%E4%BB%97.html
https://www.ehanlin.com.tw/app/keyword/%E5%9C%8B%E4%B8%AD/%E5%9C%8B%E6%96%87/%E6%B8%A1%E9%A0%AD%E9%A4%98%E8%90%BD%E6%97%A5%EF%BC%8C%E5%A2%9F%E9%87%8C%E4%B8%8A%E5%AD%A4%E7%8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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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由近而遠」的結構是視角的向遠延伸，那麼「由遠而近」的結構則呈現「逆向」

的拉回趨勢，而且在拉回的視角移動中，近處空間會有聚焦、凸顯的美感產生。試以王之渙

〈涼州詞〉為例：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底 

 遠：「黃河遠上白雲間」 

  近：「一片孤城萬仞山」 

 
圖 

 實：「羌笛何須怨楊柳」 

  虛：「春風不度玉門關」 

 

這首詩的前兩句由遠處的白雲、流動的黃河，寫到近處的山陵與孤城，此時近處的孤城就被

凸顯出來，成為烘托羌笛與孤怨將士的重要背景，使整首詩的空間顯得蒼茫開闊，正呼應詩

中所蘊含的淒怨之情。 

(3) 「近→遠→近」結構 

「由近而遠」與「由遠而近」則屬於單純的移位結構，事實上，一近一遠的往復疊用更

可能呈現真實的空間狀況。所以「近→遠→近」及「遠→近→遠」結構，除了順向移位，更結

合逆向移位，形成遠近往復的轉位情形。這兩種結構類型中重覆出現的近景或遠景，將因往

復而增強其效果，置於中間的近或遠景則相對較為模糊。先看「近→遠→近」結構，試以謝

翱〈效孟郊體〉一詩為例，其言： 

閒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視不見處。 

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 

 

 
近 

 靜：「閒庭生柏影」二句 

  動：「忽忽如有人」二句 

 遠：「牽牛秋正中」二句 

 近：「野風吹空巢」二句 

 

這首詩從近處的庭院寫起，描寫靜態的「柏影」、「荇藻」，進而帶出動態的行人出沒，其動靜

之間的對比，已清楚表述近處空間的多樣貌；而遠處秋月映照在海面的白光，形成類似白晝

的錯覺；當視角重回近處的空巢與孤樹，輪廓便更形清晰了。詩中的空間移動，充分呈現「近

→遠→近」的美感效果。 

(4) 「遠→近→遠」結構 

因轉位而形成的另一種結構是「遠→近→遠」結構，遠景因往復的效果而更加明顯。試

以鄭愁予〈錯誤〉一詩為例：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般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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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遠 

 過客：「我打江南走過」 

  思婦：「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般開落」 

 
近 

 心如城道：「東風不來……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心如窗帷：「跫音不響……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遠：「我達達的馬蹄……是個過客」 

 

從詩的內容及結構分析表來看，故事的序幕彷彿有一個隱形的長鏡頭，遠攝過客與思婦的處

境；然後鏡頭漸漸拉近，出現「寂寞的城」、「向晚的青石街道」、「春帷」，以至「緊掩的窗扉」，

將思婦的心緒作一種細膩的描繪；最後鏡頭隨著過客的遠去再逐漸拉遠，這段美麗的錯誤就

隨著遠去的馬蹄逐漸消逝，只留下無盡的哀思與惆悵。 

3. 「遠近」法的寫作應用 

「遠近」法雖然可以形成四種結構類型，但是落到寫作訓練則可從單純的「由近而遠」

與「由遠而近」開始，以鞏固學習者最基本的空間邏輯思辨。例如： 

 

 

根據題目「由近而遠」的邏輯要求，我們可以進行以下的書寫： 

初冬的清晨，簷下依然滴滴答答的流下昨夜未落完的雨水，是微雨還是低霧，早已分

辨不清。只見遠方的天空依然徘徊著幾朵灰雲，縈繞在山腰間，悠閒自在，早沒了昨

夜暴雨猙獰的煞氣。 

這裡的近景是屋簷下滴滴答答的雨水，遠景是天空的幾朵灰雲，再搭配適切的修飾與形容的

語句，就符合「由近而遠」的寫作要求了。再如： 

小女孩站在路口的超商前，手中捏著變形得幾乎辨認不出面額的鈔票，卻遲遲未踏出

半步，任由玻璃門開關了幾次。我好奇地順著她的視線看去，隔著一條川流不息的對

街騎樓下，蜷縮著一人一狗，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陳俊甫老師提供） 

這裡透過第三人稱的視角描述小女孩站在超商門口的遲疑神態，而隨著女孩視線的移動，遠

處在寒風中的一人一狗更是焦點。這可能是小說的某個情節，雖然不知道後續發展，但此時

「由近而遠」的場景描寫已營造一種危疑淒苦的氛圍。 

請運用「由近而遠」的邏輯，描述你所見的一個空間。文長 10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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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由遠而近」的寫作訓練，可以結合古典詩詞進行白話文的改寫。例如： 

 

 

依據王之渙〈涼州詞〉中「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確實是「由遠而近」的空

間設計。茲列舉教師試寫的文字如下： 

戍邊十年，看著黃河之水從天邊傾瀉而下，然後流向遠方的故鄉。只見輪番守夜的戰

士燃起城樓上的烽火，在這險峻狹窄的隘口，顯得分外透亮，伴隨著哀怨的羌笛聲，

讓我想起歸鄉無期，不禁潸然淚下。 

這裡描述遠處的黃河，以「傾瀉」營造從天邊到遠方的動態感；近處的山陵與孤城在剛燃起

的烽火中映照著歸期無望的將士，既有邊塞的蒼茫開闊，又能襯托出將士的悲壯情壞。再如： 

滔滔黃河蜿蜒如帶伸向天際，我大唐將士正戍守於萬仞高山環繞的孤城──玉門關；

縱使無懼生死，卻難敵吹奏著送別曲的羌笛樂音，一聲一聲入耳心酸；那春風催發萬

物是如此美好，卻怎麼也到不了玉門關。           （林煜真老師提供） 

此段文字忠實地呈現中古大唐江山豪邁，在遠處黃河與近處萬仞高山、孤城的襯托之下，哀

怨的羌笛聲更顯淒絕，其空間營造既有邏輯的理性，又有哀怨的感性，形成一幅絕美的邊塞

圖景。 

(二) 前後法的邏輯及其寫作應用 

前後法也是長視角所產生的一種章法，其視角是以和寫作主體所形成的相對位置為基礎

所建構的。茲說明其理論基礎、結構類型及寫作應用如下： 

1. 「前後」法的理論基礎 

所謂「前後法」，是指將前、後空間組織起來的章法。4 在寫作主體的視線之前為「前」

空間，而視線之後為「後」空間，前後兩者是相對的概念，由於人體視線的限制，眼前景物

可以透過各種感官知覺去表達，但是後空間則無法以視覺來呈現，必須藉由聽覺或第六感來

傳達。雖然有這樣的限制，但也呈現了感知的多樣性，即使後空間少了視覺的傳遞，卻多了

想像空間的表達，增添許多主觀感性的美感效果。 

2. 「前後」法常見的結構類型 

由於「前後」法是立基於寫作主體視角的相對位置而來，雖然可以如遠近法分出四種結

構類型，但實際上只要聚焦於「由前而後」與「由後而前」，就可以完整詮釋其空間邏輯。 

(1)「由前而後」結構 

「由前而後」的結構是先呈現眼前的景物，然而身後景物的出現，常是突如其來，其驚

                                                     
4 見仇小屏《篇章結構類型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 年 7 月再版），頁 39。 

請依照〈涼州詞〉的情境，想像邊塞風光，描繪一段景色。文長 10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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豔之感也將由之而生，超越眼前景物，成為空間設計的焦點。例如潘閬〈歲暮自桐廬歸錢塘

晚泊漁浦〉一詩中寫到： 

久客見華髮，孤櫂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 

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背人飛。 

 
因：「久客見華髮」二句 

  

果 

 
前(視) 

 高：「新月無朗照」二句 

   低：「漁浦風水急」二句 

  後(聽)：「時聞沙上雁」二句 

根據結構表的分析，此詩描寫眼前所見景物，從新月、落日寫到漁浦、龍山，已經呈現高低

景色的變化，而後透過「聽覺描述」，傳達一群沙雁突然從「背後」飛起，那種令人驚嘆的動

態感頓時成為焦點，也成為這首詩最大的亮點。 

(2)「由後而前」結構 

在「由後而前」的空間結構中，先寫出的後端視角的景物，通常會成為烘托的「背景」，

而後寫出的眼前之景則容易成為空間的「焦點」。以王維〈終南山〉為例，其詩言： 

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 

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天 

 
遠：「太乙近天都」二句 

  
近 

 後：「白雲回望合」 

   前：「青靄入看無」 

  遠：「分野中峰變」二句 

 人：「欲投人處宿」二句 

從結構表的分析可看出這首詩對於自然景物的描寫，運用了「遠近」與「前後」兩種空間設

計的邏輯。其中描寫回頭望見白雲聚合的景象，屬於「後」空間，而眼前青靄卻逐漸消逝，

屬於「前」空間，這裡透過「由後而前」的視角移位，表現了空中雲景從「有」到「無」的變

化過程，也凸顯了白雲消逝之後眼前盡是萬里無雲的高爽感受。 

3. 「前後」法的寫作應用 

從上述兩種結構類型的分析，可發現各自呈現了不同的美感效果。依據「前後法」常見

的兩種結構類型，我們可以聚焦在這兩種結構進行寫作訓練。例如： 

 

 

根據題目「由前而後」的邏輯要求，我們可以進行以下的書寫： 

在我快速趕路的步伐中，天色卻不知不覺地暗了下來，然後是一陣濃霧壟罩過來，星

月被遮去了光芒，伸手不見五指。忽然間，我感覺背後似有飄移不定的陰影跟隨，一

請運用「由前而後」的邏輯，描述你所見的一個空間。文長 100字以內。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authorv_52fceee85532.html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shiwenv_b2c5b8e21855.html


7 
 

股寒意直入心底。 

這一段類似鬼故事的奇遇描述中，眼前漸漸灰暗的天色及濃霧為「前」空間，而透過第六感

直覺所產生的陰影描述則為「後」空間，透過前後不同的感官知覺描述，形成帶有懸疑色彩

的感受，十分生動有趣。再如： 

眼前山路蜿蜒而上，參差的林木下，陽光灑入的草叢間，時而棧木、時而碎石，濕滑的

泥土，讓人得步步踏實小心。後面傳來一步步穩健的腳步聲，在輕輕的喘息聲中，督

促我持續向前，不可偷懶停頓。              （黃惠芳老師提供） 

這段文字所描述的眼前之景包括山路蜿蜒、參差的林木、草叢間的陽光、棧木、碎石及濕滑

的泥土，呈現寫作主體登山時的所見所感；而透過聽覺所感知的腳步聲與喘息聲則是後端的

空間描寫，同樣表現了豐富而立體的感官知覺。 

至於「由後而前」結構所延伸的寫作訓練，亦可進行同樣的操作。如： 

 

 

此題與上一題的設計理論相同，寫作主體的「前」空間通常運用視覺來表現，而「後」空間

則透過聽覺或第六感來表達。例如： 

我知道那對夫妻仍站在我的身後，卻不敢回頭看那虔誠的雙眼和熱情揮動說再見的兩

雙手，而泛淚的眼眶，望向腳下的碎石子路和路旁青翠的楊柳，雙眼也逐漸模糊。 

這段文字是在描述一場依依不捨的道別。寫作主體不忍回頭望向那對提供他住宿的夫妻，而

不捨的心情卻使他清楚感受到背後夫妻的熱情道別，此為「後」空間；而自己所注視的眼前

碎石子路和青翠的楊柳則為「前」空間，透過後前空間的對照，一場真誠純粹的道別充滿了

令人感動的善能量。再如： 

江南的小城開滿了蓮花，青石街道中，苔草漫上了牆，空巷裡馬蹄聲從後而來，漸漸

清朗，春帷輕揭，掀起了盼望的目光。那並不是回家的人，一聲輕嘆，隨著前方的馬蹄

聲遠去了。                       （陳燕秋老師提供） 

這是改寫自鄭愁予〈錯誤〉的文字描寫，視角改以思婦為主體，從身後的馬蹄聲知道「過客」

的出現，這是聽覺所營造的「後」空間；而由春帷輕揭感知到眼前的馬蹄聲漸漸遠去，這是

聽覺伴隨著視覺所營造的「前」空間，在「由後而前」的空間移動中，充分傳達思婦驟起驟

伏的複雜心情。 

(三) 內外法的邏輯及其寫作應用 

同為長視角視線，內外法是以一個既有的建築物為參照點而形成的章法。茲說明其理論

基礎、結構類型及寫作應用如下： 

1. 「內外」法的理論基礎 

請運用「由後而前」的邏輯，描述你所見的一個空間。文長 10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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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內外法」，是指將建築物內、外空間轉換表達出來，並落實於辭章的章法。5一般而

言，「內」空間較為閉鎖，「外」空間較為開敞，所以無論從閉鎖移到開敞，或從開敞回到閉

鎖的空間，一定會在心境上產生明顯的轉換，這是空間轉移對抽象情意變化的影響。 

2. 「內外」法的結構類型 

基於章法的移位與轉位理論，「內外」法也可形成四種不同的結構類型，茲舉例分述於後： 

(1) 「由內而外」結構 

「由內而外」的空間移位乃由閉鎖轉移到開敞空間，在心境上容易從壓抑或細膩的情緒

轉向舒展或暢快的感受。以溫庭筠〈更漏子〉為例，其寫到：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   梧桐樹，三更

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內 

 底：「玉爐香」三句 

  圖：「眉翠薄」三句 

  
外 

 點：「梧桐樹」二句 

  
染 

 因：「不道離情正苦」 

   果：「一葉葉」三句 

這闋詞主要表現女子獨守空閨的景況，其「室內」之景從爐香、紅蠟與畫堂襯托女子之翠眉、

雲鬢與衾枕的孤寒，是細膩的靜態描寫；而「戶外」雨中的梧桐，雨水一滴一滴落在梧桐葉

上的聲音，不僅從靜態轉為動態，更使室內女子原本壓抑的苦情轉換為無限延展的離愁。 

(2) 「由外而內」結構 

「由外而內」的空間移位則由開敞的空間折回較為閉鎖的環境，在心境上可能由紛亂的

思緒轉向穩定的心情，或可能因場景的截然不同而產生意外之感。以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為例，其描述漁人從「桃花源外」進入「桃花源內」的過程，即為著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

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

並佁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

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

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

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

也。」 

                                                     
5 見仇小屏《篇章結構類型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5 年 7 月再版），頁 30。 

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authors/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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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

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

終。後遂無問津者。 

 

  

縱(開啟桃花源) 

 外：「晉太元中……從口入」 

  接楯：「初極狹……豁然開朗」 

  
內 

 景物：「土地平曠……雞犬相聞」 

   人員：「其中往來種作……不足為外人道也」 

  

收(封閉桃花源) 
 因：「既出，得其船……說如此」 

  
果 

 太守：「太守即遣人隨其往」三句 

   劉子驥：「南陽劉子驥……後遂無問津者」 

從結構表可以看到漁人從「桃花源外」進入「桃花源內」的過程。由於桃花源是一個與外

界間隔的絕境，因此可視為建築物的「內空間」，依然符合「內外法」的邏輯。至於漁人在

「桃花源外」的情緒應是紛亂而興奮，而在發現桃花源之前還有一個鑽入極狹窄空間的過

程，其情緒可能趨於緊張壓迫，直至走出狹隘通道，發現桃花源的「內部」後，其緊張情

緒方漸趨穩定，卻又因從未見過此景，而產生意外之感。作者在設計內外空間的移轉之際，

讓情意的轉變隨之亦顯豐富。 

(3) 「內→外→內」結構 

「內→外→內」的結構屬於空間的轉位，其所造成的情緒變化，可能在細膩與舒放之間

流轉。以趙令畤的〈蝶戀花〉為例，其言： 

欲減羅衣寒未去，不捲珠簾，人在深深處。殘杏枝頭花幾許。啼紅正恨清明雨。   盡

日沉香煙一縷。宿酒醒遲，惱破春情緒。遠信還因歸燕誤。小屏風上西江路。 

 

 內：「欲減羅衣寒未去」三句 

 外：「殘杏枝頭花幾許」二句 

 
內 

 先：「盡日沈香煙一縷」三句 

  後：「遠信還因歸燕誤」二句 

從結構表的分析可以清楚看見這闋詞在內、外空間的轉變。其「內」空間的景物描繪相當細

膩，情緒也趨於幽深；而「外」空間所描繪的杏樹殘花、杜鵑啼紅，在清明雨中更將主角的

閨中怨氣舒展開來；轉為「室內」之後，在沉香煙縷中，在宿醉酒醒後，在屏風畫筆裡，其蘊

含的情緒則已殘破紛亂。 

(4) 「外→內→外」結構 

「外→內→外」的結構同樣為轉位結構，其空間影響的情意也是多重樣貌。試以晏殊〈踏

莎行〉為例，其詞寫到： 

翠葉藏鶯，珠簾隔燕。爐香靜逐遊絲轉。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 

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author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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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翠葉藏鶯」二句 

 
內 

 嗅覺：「爐香靜逐遊絲轉」 

  視覺：「一場愁夢酒醒時」 

 外：「斜陽卻照深深院」 

這闋詞的首二句所描繪的鶯與燕是「外部景物」，而透過嗅覺描寫的香爐及視覺呈現的酒醒則

拉回至「內部空間」，尾句的斜陽照深院則又推向「室外」。在空間視角的推拉之間，表現出

幽深之感，也呈現詞中角色心境的多樣轉折。 

3. 「內外」法的寫作應用 

「內外」法雖然可以呈現四種結構類型，但是落到寫作訓練就只需進行兩種單純的移位

結構，即可引導學習者建構內外空間設計的掌握能力。我們可以設計「由內而外」的寫作訓

練如下： 

 

 

 

根據題目「由內而外」的邏輯要求，我們可以進行以下的書寫： 

牆上的鐘指著 12 點 03 分，我仍對著螢幕敲打著倉頡符碼轉化成的文字，桌燈透著慘

白的光影，照著紗窗間的幾隻水蛾。依稀記得傍晚的那一場暴雨，現在卻消失得無影

無蹤。我望向屋簷下的水珠，還有更高處的一彎明月，那股清爽頓時沖掉寫稿的煩躁。 

此段文字表達深夜坐在書房的寫作情境，有關「室內」的描寫包括牆上的鐘、電腦螢幕以及

桌燈，而「室外」之景則有屋簷下的雨珠及高處的一彎明月，其內外空間的界線清晰而分明。

再如： 

早晨的車廂寂靜得讓人不敢出聲，身旁一個個是睡眼惺忪的人們，享受著一天開始前

的寧靜時刻。而外頭灑落的陽光，則像一幀幀照片般被四方的窗戶切割著，投放著鮮

活而朝氣勃勃的影像，試圖以無聲的方式燃起大家的熱情。 

(吳○忻)（梁淑玲老師提供） 

這是描述上學途中坐在捷運車廂內所感知到的空間。車廂內的寂靜和睡眼惺忪的人們屬於「內」

空間的景物，而車廂外的陽光則為「外」空間的描寫，其內外的邏輯非常清晰。 

至於「由外而內」的結構所延伸的寫作訓練，也可作同樣的設計。例如： 

 

 

根據題目「由外而內」的邏輯要求，我們可以進行以下的書寫： 

是立秋嗎？為何還是如此暴熱？早上 10 點的陽光，呼出烘烘亮亮的熱氣，烤得路面滾

燙燙的。遠處都更的工地，那鋼筋頓地的敲打聲，聽起來也煙硝味濃。隔著落地窗，

請運用「由內而外」的邏輯，描述你所見的一個空間。文長 100字以內。 

 

請運用「由外而內」的邏輯，描述你所見的一個空間。文長 10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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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待在只有 24 度的冷氣房，忙碌的桌面，一杯剛泡好的凍頂烏龍正冒著白煙。究竟是

冷、還是熱？ 

這段文字的建築物是大樓辦公室，落地窗外的陽光、滾燙的柏油路面、都更的工地等景物是

「外」空間，而冷氣房中忙碌的桌面及冒著白煙的烏龍茶杯是「內」空間的景物，其所描繪

的內外空間對照，也是熱與冷、煎熬與舒適的對比。又如： 

群山是永不凋零的花瓣 

複瓣盛開於島中央 

當雲霧以迴旋的曲律 

眉溪以在地的口音 

纏綿的釀成花間一杯酒 

在記憶與遺忘的旅途，窗前 

綿密細緻的故事如氣泡襲捲 

滿室花開                        （董錦燕老師提供） 

這是一首短詩。運用譬喻的手法將戶外的群山比擬成花瓣，用擬人之法將雲霧的迴旋曲律、

眉溪的在地口音交錯纏綿成花間酒，這是「外」空間的描寫；直到「窗前」，轉向「室內」，延

續如氣泡的綿密故事，仍舊是滿室花開。在充分詩化的語言中，我們仍可看見清晰的內外空

間在藝術間流轉。 

四、 結語 

在文學創作中，關於空間的描寫有諸多方法，或藉由感官知覺來摹寫空間的樣貌，或結

合時間向度以表達四維的時空，或虛擬想像的空間，以與寫實空間形成交錯呼應。這些表現

空間的技法大都能完整呈現現實空間的繁複景況。本文所談的空間設計，乃根植於物理學上

的「三維」概念來進行表述，並僅就「長視角」的維度進行分析。無論是理論的說明，還是具

體事例的分析，或落到寫作訓練的書寫，都儘量與複雜的技法切割，而聚焦於長視角的遠近、

前後和內外等邏輯來思辨，是為了讓教學的教師與學習者能深刻瞭解空間設計邏輯的本質，

並付諸於實際的寫作運用。在複雜的創作過程中，空間設計邏輯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的思辨而

已，但無論如何，透過理論基礎的確認及實際作品的示例，並延伸到寫作運用的實證，就能

具體看見空間設計邏輯對文學創作所產生的積極意義。謹此提出粗淺觀點，還望專業賢達不

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