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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開元故事法”為澳門彭執中先生創立的原創故事法，它提倡個性化故事，即是基於

聽者的興趣及需要去選用及創作故事，其核心理念包含一些普世價值與重要的溝通原則，即仁愛

共勉、忠誠表達、情境共鳴、多元寬容。“開元故事法”至少涉及教育學、心理學、歷史學、文

學等方面的綜合知識及理論。在應用方面，具有有利孩子畢生發展、自我發現與自我激勵、解決

親子教育難題、建立密切的親子關係、提倡“個性化的文學”與培養創意、傳承發揚澳門與中華

文化的功能。

[關鍵詞] 澳門　開元故事法　親子教育　故事創作　原創

古今中外，各民族都有大量的故事留傳至今，其形式包括：神話、宗教、歷史、傳記、小

說、名人軼事、寓言、童話等。透過故事去教育孩子，既是寓教於樂，更可促進親子關係。有見

及此，彭執中先生創立了一套說故事的方法，名叫“開元故事法”，並積極地推廣，希望用故事

讓更多孩子的人生變得更美好。

一、“開元故事法”及其基本理念

彭執中，出生及成長於澳門，香港浸會學院數學系榮譽文憑，澳門東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現任澳門大學學生事務長，具有豐富的教務及學生事務經驗。他在其女兒開元三歲（2007年）

起，每天都為她說睡前故事，發展了一套講故事的方法，因為女兒叫開元，所以這故事法便稱為

“開元故事法”。此法主張按孩子興趣和需要去說故事，以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並培養孩子各方

面的素質。彭執中曾於澳門電台及澳門書展中介紹“開元故事法”；於澳門大學、澳門教育暨青

年局等機構及澳門多所小學和幼兒園開辦故事教育培訓班；於杭州“2010第二屆華人家庭教育高

峰論壇”進行專題報告且開辦工作坊；並曾於《兩岸三地閱讀推廣》、《中國家庭教育》及《百

分百家長》上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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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故事法”提倡個性化故事，即是基於聽者的興趣及需要去選用及創作故事，可廣泛運

用於培育、輔導、激勵、說理、溝通、調解、啟發、娛樂等上。雖然這個故事法源於親子故事的

實踐，但卻適用於任何年齡的聽者。所以聽者可以是任何人。進一步而言，“開元故事法”有一

套核心理念，包含一些普世價值與重要的溝通原則，無論是創作抑或選用別人的故事，都應遵循

以下基本理念：仁愛共勉、忠誠表達、情境共鳴、多元寬容。

（一）仁愛共勉

古今中外的宗教及道德信念都提倡和諧社會，和諧社會首重愛心。當今社會，基本的溫飽

已不缺，最缺的正是愛，所以“開元故事法”首重仁愛之心，強調互助互愛。此外，人生中往往

有很多困難與衝擊，我們需要多些互相支持，而精神上的支持尤其重要。所以“開元故事法”提

倡，人們需要經常互相鼓勵。在說故事的過程中，說者鼓勵聽者時，也是在鼓勵自己，因為正面

的鼓勵信息也會到達說者心裏。

（二）忠誠表達

說故事其實是一種藝術，講求自我表達。說者在故事中要忠誠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及想法，

在忠誠地表達自己時，便最能抒發真摯的感情，這才能令自己全心投入。當然，說者會透過聽者

喜歡的人物及情境去表達自己的中心思想。但人物只是載體，情境只是包裝，我們始終要着重內

涵，忠誠地表達我們的價值觀和感受。有些人覺得刻意表達自我十分困難，但說故事是一個很奇

妙的過程，我們會很容易地在有意無意間透過故事人物表達自己。

（三）情境共鳴

“開元故事法”以能引起聽者共鳴或感動的情境去觸動人心。情境可以反映高尚人性與成

就，令聽者嚮往感動；可以反映痛苦與不幸，令聽者同情感動；又可以反映現實中聽者的類似情

境，令其共鳴感動。

（四）多元寬容

當今社會，除了缺乏愛，也缺乏尊重差異以及寬容的心。所以“開元故事法”主張多元並

包，並體現尊重別人、尊重差異、既求大同、能存大異的寬大包容的精神。寬容是當今普世價

值，也是我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愛的一種表現。寬容，其實就是善待自己。在故事溝通

中，只有尊重聽者的感受與想法，抱持接納差異之心，才能與聽者形成平等互重的溝通氣氛。

二、理論架構

任何一門知識，都有其特定的理論、概念、定義、原理、研究對象及範圍等，這些要素往往

決定一門知識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開元故事法”也不例外，也有其相關的理論架構。

由“開元故事法”的基本理念、主要創作技巧、對象及應用來看，“開元故事法”至少涉及

教育學、心理學、歷史學、文學等方面的綜合知識及理論，並隨着創作者及聽者的需要，所涉及

的理論範圍將不斷改變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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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開元故事法”理論架構

（一）教育學

教育學是研究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揭示教育規律的一門學科，是一門研究如何培養人的

科學。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系副教授張金梅博士認為，“當下全球各地教育孩子的方法宛如

繁星，令人眼花繚亂。究其根本，我以為，教育無定法，愛心即大法。返璞歸真的‘開元故事

法’，應屬於育兒愛心大法之一了吧！” 1

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在現代社會，由於學校教育仍不能提供孩子的一切需

要，加上模仿父母是孩子的天性，這兩大主因，決定了親子教育是第一要緊之事。而父母的愛，

正正關注了孩子的內在需求，可以說，父母的陪伴是孩子最需要的愛，因此，父母是孩子最佳的

講故事人，為孩子講故事，用故事去表達親子之愛，也是最好的教育大法。

進一步來說，“開元故事法”蘊含多種教育學的知識和理論，在互動的過程中，說者使用合

適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技術，通過現實或虛幻的故事，讓孩子預演成功、回顧成功，同時，讓孩子

在言語、邏輯、認知、交往等方面得到改善和進步。

（二）心理學

心理學是研究人的行為和心理活動規律的科學。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中國教

育學會教育學分會常務理事吳剛博士認為︰“‘開元故事法’是我所見的，將兒童語言發展、品

性發展、認知發展與文化薰陶巧妙結合的一個典範。它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勸諭教育法、現代心理

學的移情與投射法鑲嵌在故事創編、敘述與教化的策略中，通過創編發展孩子語言能力，通過故

事營造情境，通過情境塑造人物，通過人物言行滲透教育意圖，通過促成聽故事者與故事人物的

心理互動建構孩子的認知結構與品性，既滿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又在潤物細無聲中滋養孩子的心

靈，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教育智慧與大愛。” 2

不難發現，“開元故事法”所創作的故事中，常常使用到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發展理論、

認知理論、激勵、移情、投射、內在特質、外在特質、自我認識、隱喻等心理學的知識及理論，

也涉及到行為主義學派、人本主義學派及認知心理學派等多個不同的心理學派。

1  	彭執中︰《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96頁。

2 	彭執中︰《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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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學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萊斯利‧里普森（Leslie Lipson）認為︰“不探究過去，就不能準確地把握

現在，更無法描繪未來的行動過程。” 1  誠言，歷史不可能完全決定未來，但歷史可以為未來提

供選擇的可能性。

我們應為孩子講有內涵的故事、從偉人故事看人生。我們可借助李小龍、德蘭修女、孔子等

歷史名人來創作故事，讓孩子學會李小龍的忠誠表達、學會德蘭修女的博愛與寬容、學會孔子的

教與學之最高典範；我們也可借助歷史情節來創作故事，讓孩子了解史實，學會以史為鏡，借古

鑑今。

總的來說，“開元故事法”非常鼓勵家長以歷史名人或歷史情節來創作故事。一方面，我

們從故事中學習先賢的智慧，去感受他們追求夢想的熱情，以及他們對人生獨到的見解；另一方

面，通過故事，讓我們從中牢記歷史、反思過去、展望未來、勇擔責任，並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及和平局面。

（四）文學

彭執中先生在《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一書中指出︰“為孩子講有內涵的故事方

法有二，一是選擇傳統經典的中國故事，二是選擇傳統經典的西方故事。” 2  正如金庸與莫言兩

位文學大師，他們大量閱讀中西方文學作品，在前人的作品中，學習寫作技巧和累積素材，用於

日後的創作中。

在金庸的作品中，很多人物與橋段都可以從以前的故事中找到它們的影子，例如金庸作品

中的主角遇險，每次都會有高人相助，不止得救，還因禍得福，或得到高人指點，或得到武林秘

笈因此武功大進。這與金庸所喜愛的大仲馬作品《基督山恩仇記》的情節很相似，就是主角被奸

人所害，被困牢獄，遇上高人傳授各種知識，以及告訴他寶藏的秘密。金庸的《神雕俠侶》中有

神雕，其實在他之前，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中亦有神雕。當然，金庸往往很巧妙的揉合了

不同故事的素材，再加上他創作的人物及情節，以出彩的文筆表達出來，便成為一部部傑出的作

品。

又如我國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先生，他以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寫作而成名，他出生

於山東高密，與著名文人蒲松齡的家鄉很近，他從小就聽了很多類似蒲松齡寫的民間故事。長大

後又認真讀了蒲松齡的書，從他的作品裏感受到很多的啟發，把蒲松齡認作導師。諾貝爾評審委

員會對莫言獲獎的理由：“莫言運用幻覺現實主義手法，把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

起……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

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 3  當然，莫言也

從美國作家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得到啟發，學會虛構地理。

莫言曾在演講《福克納大叔，你好嗎？》中說：“讀了福克納之後，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

可以這樣胡說八道，原來農村裏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成小說。他的

約克納帕塔法縣尤其讓我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還可以虛構地

1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序

二。

2  	彭執中︰《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4頁。

3  	彭執中︰《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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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於是，我就把他的書扔到了一邊，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小說了。” 1

文學源於生活，反映社會狀況和作者思想感情。同樣，故事創作也離不開文學，並要求我們

具備一定的文學知識及理論，包括對各種文學體裁的認識、掌握文學創作方法、瞭解不同國家地

區和民族的文學特點、提高自身文學修養、加強文藝評論水平。

三、應用探折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原系主任金樹人博士曾指出︰

“生命就像是圓周率π，小數點後面的數字無限延伸，看不出來有何意義。從敘事心理學觀

之，故事能夠創造人生的意義：故事敘說是從一堆零散的經驗中，經由說故事的人與聽故事的

人將這些生命經驗組合起來，透過人物與情節橋段的安排，以起承轉合的結構，呈現出生命的意

義。” 2  無疑，“開元故事法”對於個人、家庭，乃至社會國家，均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接下

來，將為大家逐一探析：

（一）有利孩子畢生發展

在心理學方面來說，影響個體發展的因素可以分為先天和環境影響兩種。關於遺傳和環境

對心理發展的作用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問題，起初，人們探索這一問題比較片面和極端，一派心

理學家認為，兒童心理發展完全是由遺傳決定的，環境不起多大作用，這種理論稱之為“遺傳決

定論”；另一派心理學家認為，兒童心理發展是由環境決定的，與遺傳無關，他們的理論稱之為

“環境決定論”。時至今天，學術界曾多次展開哪種因素起主導的爭論，從各執一詞到達成普遍

共識︰先天條件是個體發展的基礎，後天環境因素是個體發展的必需條件。顯然，個體就是在這

兩種因素的交互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孩子如果長期接受故事熏陶，能舒緩心理衝突與挫折情緒、

增強注意力及記憶力、提高學習能力、完善人格、改善人際關係，有利孩子畢生發展。

（二）自我發現與自我激勵

“開元故事法”可以說是一種心理療法，當中有兩個定律，分別是“鼓勵別人等於鼓勵自

己”和“自己鼓勵自己是最好的鼓勵”，達致“相似者能治癒”。 3

創作故事實在是一個很特別的過程，本來說故事給其他人聽，但自己卻總會是第一個聽眾。

自己用心編的故事，不論其他人反應如何，自己總是持續地受到影響。書中很多的故事， 4  創作

的時候是隨口說出，但後來會發覺故事原來是一面鏡子，在故事中作者會發現真正的自己。而這

些故事讓創作者有意無意中抒發自己的感受，宣洩情緒，又帶給作者自我激勵的效果。達致“相

似者能治癒”。

（三）解決親子教育難題

現今社會，很多父母只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忽略孩子的個性發展、情感教育和品德教育，不

利於孩子的全面發展。尤其現代父母忙於工作，與子女缺乏溝通，漸漸出現很多親子教育難題。

1  	彭執中︰《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6－177頁。

2  	彭執中︰《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頁。

3   	心理學家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H. Erickson）提出的“相似者能治癒”，是輔導與自我激勵的一個重要理

念。

4  	指彭執中先生《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及《開元故事課堂：一起來編故事玩》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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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澳門原創故事法——“開元故事法”

“開元故事法”則透過“人物的創造”、“用故事創造現實”、“用故事情境引起孩子的共

鳴──隱喻的應用”及“即興互動創作有趣的故事”等創作技巧，

寓學習於玩樂，家長及孩子一起以故事作平台去做情境學習的培育方式，從而解決親子教育

難題。

（四）建立密切的親子關係

愛孩子是父母的天性，天下間之父母都“盡一切努力去為孩子做最好的安排，而孩子本來

就很依賴及親近父母，所以親子關係本來應該十分融洽。可是現實卻告訴我們，親子衝突十分

普遍，親子溝通相當困難。究其原因，是由於很多家長不了解孩子的心理，又不尊重孩子的個

性與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有時太專制、沒有包容的愛，反而給孩子帶來太多的約束，甚至傷

害”。 1

家長都經過孩童的階段，應該很懂孩子的心理，無奈當我們由孩童成長至大人，卻仿佛完

全忘記了孩童的心理，和孩子相處時，常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實際上，我們與孩子相處時，應對

孩子作循循善誘，通過故事和孩子溝通，建立密切的親子關係，有助於我們了解孩子的心理及感

受，也讓孩子了解我們，親子之間能夠互相理解，就容易互相包容，溝通也會順暢，關係就會融

洽。

（五）提倡“個性化的文學”與培養創意

文學作品，特別是傑出文學家的作品，本來就是個性化的。如果我們要提倡文學，自然就

要由個性化的文學出發，由家長創作故事，激發創意。當創作的風氣形成，社會上才會有越來越

多人熱愛文學，社會大眾的文藝素養也漸漸得到提高。文學能培養創意，“開元故事法”極力提

倡個性化故事， 2  具體而言，創作故事的方法很多，我們可通過“舊瓶舊酒”、“舊瓶新酒”、

“新瓶舊酒”及“新瓶新酒”等創作方法來創作故事（表1），借親子故事創作，去推動創作的文

化。多些人創作故事，大家對創作的信心與動力便會提高，而且因為創作會推動閱讀，在互相促

進之下，國人的求知精神與創意便會提高。因此，為孩子說個性化的故事，是一個提高創意的好

方式。

表1　開元故事創作法

創作方法 人物 情節 主要手法

舊瓶舊酒 舊 舊 採用經典故事及親身經歷

舊瓶新酒 舊 新 用舊人物配生活情境

新瓶舊酒 新 舊 用新人物配舊橋段

新瓶新酒 新 新 創作新人物與新情節

（六）傳承發揚澳門與中華文化

人就是文化的載體，我們在吸收外國的文化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中國傳統經典和本土文化，

因為這些才是我們文化的根基。我們要好好欣賞及吸收中國傳統經典，並發揮本土特色，透過述

說故事，傳承發揚澳門與中華文化。

1  	彭執中︰《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90頁。 
2  	彭執中先生認為，個性化故事的特徵有二，一是根據自己孩子的興趣來創作故事，二是完完全全的自我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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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具獨特的文化背景，回歸前後，學術界相繼提出了澳門學及鄉土教育的理念。直至今

天，澳門學及鄉土教育的發展依然有較大的拓展空間。基於此，我們提倡在創作故事時，可以澳

門本土作背景，把澳門的特色與精神、名人或名勝古蹟融入故事中，從而引起聽者的共鳴，傳承

發揚澳門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及博大精深的文化，我們可透過傳統經典

的中國故事，把道德倫理、宗教哲學、人情世故、社會風俗、人物着裝、建築風格等深厚的中國

文化內涵融入故事中，傳承發揚中華文化。

總結

眾所周知，親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在《教育論》中談到，“教育改革

對於那些慎重的父母決非可有可無，這項事業不僅是為了社會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他們自己孩

子的利益……因此，出於對自己子女的愛，我們只得逐步涉及政治和哲學的廣闊領域……” 1  誠

言，父母是孩子們的第一任老師，也是孩子最好的老師，為了教育孩子，父母們均各盡所能。而

“開元故事法”無疑是一條育兒良方，通過說故事，在不知不覺中，教會孩子待人處事之道，並

讓說者自我探索、自我認識、自我激勵、自我改變，最終達致雙贏。

在將來，筆者期望更多專家、學者、老師與家長一起推動，更多人參與研究及分享各種創

作個性化故事的方法與心得，由“開元”創作到“多元”創作。早日實現父母每天都為孩子說故

事，讓我們的下一代都過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本文得到“開元故事法”的創立者彭執中先生給予修改意見及提供參考文獻，特此致

謝！）

[責任編輯　陳超敏]

1  	彭執中︰《開元故事課堂：講故事給孩子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頁。


	目錄
	文學與語言學
	略論澳門原創故事法——“開元故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