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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條通往文學舞臺的鄉間小路上，臺文館故事志工群一次又一次深入偏鄉，共同參與

編劇、選角、排練，足跡遠至七股、北門、西港、六甲、學甲等五區，並陸續與六所偏

鄉國小合作完成六齣讀劇。我們相信用身體實踐過的讀劇，就像是用生命體驗文學，這

一輩子只有一次的相會，會永遠留在學生們的心底。

文學體驗室裡正在進行最後一次排練。這裡不是熟悉的學校排練教室，沒有嘻笑閃

避的空間，舞臺上的投射燈打在演員稚嫩的臉龐上，編導的情緒指令和他（她）的腦中

思緒正在互相激盪，手中握著念了不知幾回的劇本，澄澈的目光中仍帶著些許緊張⋯⋯

這是讀劇推廣計畫執行近一年以來，上臺前最真實的寫照，也是每一回讀劇開演前，最

觸動人心的片刻之一。

這群國小四至六年級不等的學生，是本館去（105）年度「通往文學舞臺的鄉間小

路：偏鄉國小讀劇推廣計畫」的主角。在校長、老師及故事志工群的陪同下，本計畫以

「讀劇」為核心，以在地文化、藝術、人文等元素，結合臺灣文學作家作品轉化成戲

劇演出。我們的期望是，通過劇本排練的過程，建立閱讀的習慣、認識臺灣文學的多元

性，亦從中縮短城鄉間的差距，將藝文資源帶進偏鄉地區。

在這條通往文學舞臺的鄉間小路上，本館同仁及故事志工群一次又一次深入偏鄉，

共同參與編劇、選角、排練。由館員杜宜昌率領的志工團隊，足跡遠至七股、北門、西

港、六甲、學甲等五區，並陸續與六所偏鄉國小合作完成六齣讀劇，分別為建功國小所

演出的〈黑面舞者〉、北門國小的〈北門嶼鹽之未〉、松林國小的〈我們這一班〉，以

及去年底甫完成演出的嘉南國小〈嘉南豐秋〉、左鎮國小〈走找西拉雅〉，以及宅港國

小〈宅港情 鄉土心〉。若以每間國小離臺南市市區距離及排練次數計算，這一趟鄉間小

路之旅竟已累積了近2,000公里，而每一段動輒30~40分鐘的車程，都是本館為達成文學

向下扎根，以及實踐文學平權所做出的努力，而六所偏鄉國小師生的全心投入，更讓本

讀劇活動臻於完美。

關於上半年度三所偏鄉國小的讀劇成果演出，可見於《台灣文學館通訊》第52、53

期專文報導。下半年度，我們希望用更貼近的距離，透過第一線教學現場的校長及本館

故事志工的雙眼，將實踐的過程分享給大家，這些過程包括學生及師生之間的互動、排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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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

文───羅聿倫　展示教育組

攝影──羅聿倫、王嘉玲

通往文學舞臺的鄉間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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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趣事，甚至是同學身上產生的影響或變化。或許

這些過程跟文學作品本身並無直接相關，但往往這

些細節才是永遠烙印在學生腦海中的永恆回憶。文

學關懷人的本質，更展現身為人的特質，我們期待

透過本次讀劇計畫，埋下些許文學「種子」，待適

當的時機發芽、開花、結果，就會成為取之不竭的

生命寶藏。

嘉南國小〈嘉南豐秋〉

「總督府原本的計畫是灌溉嘉南平原七萬五千

甲的土地，但是，我認為，放著另一大半土地不管

是不對的，所以我建議應該變更計畫，灌溉整個嘉

南平原⋯⋯」扮演八田與一的六甲區嘉南國小學生

慷慨激昂地唸誦，另一名扮演日本土木局長的學生

也毫不示弱地回應。

這是本館「偏鄉國小讀劇推廣計畫」成果演出

的第四場。劇本創作以八田與一的傳記為本，重新

詮釋「嘉南大圳之父」，將這位臺灣嘉南大圳及烏

山頭水庫的設計者的一生，詮釋得淋漓盡致。當結

局來到八田與一過世後，妻子外代樹投水自盡的那

一幕，現場觀眾無一不為之動容。

本館廖振富館長當天也蒞臨現場觀劇，他認為

由嘉南國小來詮釋這位與嘉南平原關係密切的工程

師八田與一是再恰當不過的，因為他們就在「歷史

現場」，而藉由戲劇表演，也能對在地歷史人文有

更多理解，是最生動的人文歷史教育。

左鎮國小〈走找西拉雅〉

作為西拉雅族比例最高的學區國小，六甲區左

鎮國小與本館以合力協作的方式完成劇本創作，並

上／左鎮國小同學演出〈走找西拉雅〉。
下／左鎮國小絲竹樂團於讀劇現場演奏情形。

上／〈嘉南豐秋〉，八田與一妻外代樹閱讀夫君所寫書信。
下／八田與一與長官辯論擴大灌溉嘉南平原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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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該校成立超過20年的絲竹樂團開場，在悠揚的國

樂聲中揭開序幕。本劇特別之處在於以推理形式展

開，讓觀眾跟著劇中西拉雅族女主角的小學同學，

從看似合理的錯誤推論中釐清偏見，抽絲剝繭，藉

以突顯我們應該尊重西拉雅族人維護自身文化及傳

統認同的正當性。

李智賢校長在致詞中提到，許多人會問他什麼

是西拉雅文化，包括在地居民近年來積極投入的正

名運動，其目的都是要開始尋回自己的族群歷史。

李校長認為這齣讀劇傳達了西拉雅文化的其中一個

面向，就是信仰。

觀眾對於西拉雅文化也相當好奇，尤其是演員

服裝。校長鉅細靡遺地介紹衣服上的紋飾及來歷，

現場觀眾對於這兩套由學校老師依史料嚴謹製作的

複製品（及其價值）嘖嘖稱奇之餘，也對校長熟稔

西拉雅文化的專業程度感到印象深刻。

宅港國小〈宅港情 鄉土心〉
十二婆姐陣為宅港在地傳統藝陣，為使更多民

眾欣賞宅港在地文化特色，本館館員杜宜昌特別商

請學甲區宅港國小在〈宅港情 鄉土心〉讀劇之外，

出動傳統藝陣「打頭陣」作暖場表演，包括三太

子、十二婆姐陣、蜈蚣陣、車鼓陣等，使活動整體

可看性更高，吸睛程度也破表！

婆姐在傳統宗教上能為孩子收驚、驅煞，被視

為孩子的守護神。宅港國小的婆姐陣是該國小課程

的延伸，由四至六年級學生擔綱演出，因此以社區

傳統婆姐陣為師，擷取婆姐佑子之宗教意義，兼融

新舞步，讓婆姐更具創新與表演性。

本劇由國小女同學擔綱表演的十二婆姐舞蹈揭

開序幕。聲光效果俱足的表演告一段落，讀劇於焉

展開，由宅港國小學生帶領觀眾細數宅港在地人文

風情，包括葉王的交趾陶及剪黏藝術、臨水夫人陳

上／配合〈宅港情 鄉土心〉讀劇演出，宅港國小於臺文館前
展現精湛的藝陣表演。
中／宅港國小的婆姐舞蹈表演張力十足。
下／宅港國小學生詮釋陳靖姑收妖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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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姑除妖，還有地方的放紅腳笭（賽鴿）大賽習俗

等。演員對話流暢自然，毫無生澀之感，相信他們

在排練的過程中，已將自己家鄉的風土民情牢牢地

烙印在自己的腦海裡。

讀劇的魅力

國立臺灣文學館的「讀劇」魅力，除了來自讀

劇本身那種介於演出和文字劇本間，純粹的表演閱

嘉南國小同學演出〈嘉南豐秋〉情形。

燦亮豔陽下的嘉南豐秋
文───張維文　臺南市嘉南國小校長

偏鄉的孩子，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機會和舞

臺。通過臺灣文學館所鋪設的「通往文學舞臺的鄉

間小路」，嘉南國小的孩子擁有了站上舞臺發光發

亮的機會。

身為嘉南國小的學生，對於八田與一的故事早

已耳熟能詳，因此，在和文學館洽談要由孩子來演

出有關八田與一的讀劇一事時，心中是沒有太大擔

心的，只有著能夠帶給學生一次與眾不同學習機會

的開心。這樣的開心，在看到劇本那一刻，不由得

摻入了大量的擔心，心裡想著──這麼專業又詳細

的工法說明和歷史敘述，孩子們能順利地呈現嗎？

只有4~5次的排練時間，練習時間真的足夠嗎？在

第一次的練習之後，心裡的擔心果然成真，複雜的

對話、拗口的臺詞，單單要把臺詞唸順都不容易，

更不用說要將感情帶入劇本中了。

臺灣文學館的全力支持，以及杜宜昌老師團

隊的指導，是「嘉南豐秋」一劇能成功登臺的重要

因素。杜老師帶著學生們，從讀劇本的生硬開始調

整，指導孩子們怎樣將臺詞做更好的表達；加上什

麼樣的動作和表情，能讓舞臺效果更好。在幾次的

排練過程中，我看到了孩子們的表現一次比一次進

步，看到孩子們對自己的角色表現愈來愈重視，也

看到孩子們真正認真負責地在看待這次的演出。有

位在學業表現上並不突出的學生，在這次的演出

中，很努力地不斷朗讀自己的臺詞，對於老師所指

導的動作也一再反覆練習，這樣的動力和積極感，

是在以往的學習上看不到的，也讓我深受感動，果

然，只要是孩子認真看待的事，自然就會有學習的

動力。

一次不同於平日上課的學習體驗，除了讀劇的

讀形式，更多應該是來自於站在本館文學體驗室的

舞臺上，與觀眾現場心靈交流的瞬間。如同日本茶

道「一期一會」的精神，當下的時光不會再來，存

在於那僅有一次的機遇。我們相信用身體實踐過的

讀劇，就像是用生命體驗文學，這一輩子只有一次

的相會，會永遠留在學生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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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學生們更建立了認真與負責的態度。一

向比較關注自己的學生，在表演中發現了整體性表

現的重要，學會了適時地關看周圍的夥伴；做事一

向馬虎隨便的孩子，為了也將到現場觀賞的家人，

開始勤練自己的臺詞和走位。從這一幕幕的小場景

中，我們發現，唯有發自內心的學習動機，才能是

孩子未來自我學習力的基石。

其實，看到學生練習過程中的成長，已經讓我

深覺獲益良多了，但正式演出時的呈現，更是出乎

意料之外地感動了在場的家長和觀眾們。雖然僅僅

是拿著劇本演出的讀劇，但在文學館的場景設備之

下，杜老師和志工老師們充分運用了燈光、音效及

影像的結合，孩子們的表現一下子躍升為專業級演

 

從左鎮西拉雅找尋通往文學舞
臺的鄉間小路

左鎮國小李智賢校長陪同學生排練讀劇。

出了。那一幕幕場景的切換、孩子們只經過一次彩

排就能記住的走位及佈景轉換，在演出時帶著所有

觀眾的情緒隨之起伏，好幾位家長在外代樹道別後

燈暗的剎那，都不禁紅了眼眶。在這場戲劇的呈現

中，家長們看到了孩子的努力與成長，有一位媽媽

一直告訴我，她第一次看到孩子這麼認真地去做一

件事，實在非常感動。

身為師長，能夠同時看到學生的成長和家長

的認同，是多麼值得欣喜的一件事啊！但對我來

說最大的感動是，平時不是那麼看重孩子學習的

偏鄉家長，在這次的讀劇中看到了自己孩子身上

的光亮，在豔陽燦亮的深秋中，這，就是我們的 

嘉南豐秋。

文───李智賢　臺南市左鎮國小校長

文學需要在寫實與浪漫中徘徊，兒童的文學更

需要多一些想像與趣味，在過程中創造具趣味性的

美感體驗。

左鎮國小很幸運能參與國立臺灣文學館推廣

讀劇活動，這是一項嚴峻的挑戰，也是一個千載難

逢的機會，一段結合文學與表演藝術的全新文學體

驗，讓偏鄉的孩子被看見。

我們以左鎮西拉雅文化為主軸來編劇本，一開

始拿到劇本時，同學們都快昏倒了，因為劇本厚達

30頁，嘴巴念完都酸了！鄉下的學生很乖，傻傻地

一句一句念下去，不會念的就七嘴八舌互相幫忙，

這就是純真孩子可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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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館的老師終於來了，每個學生一一唸出臺

詞讓老師選角，可能是我們的孩子國語發音具有在

地鄉土味，所以帶給杜宜昌老師另類的思考，神來

一筆地請小朋友唸臺語試看看，沒想到我們的孩子

看著華語劇本就能馬上轉換成道地的臺語，於是，

我們就率性果決地將讀劇以臺語版演出，文學的創

作就是要一點浪漫與衝動。

練習過程中為了翻譯成道地的臺語，過程充

滿趣味，常常為了適當的翻譯而考倒老師，反而是

學生在教老師，整個月就在師生的翻譯笑語中渡

過。例如：「閉上狗嘴啦，關你屁事」、「狂熱份

子」、「丟臉」要怎麼說呢？又如：「家暴」一詞

的臺語怎麼講呢？有人就說：家庭暴力；有人說：

尪某相拍；有人說：爸爸拍媽媽。大家你一句我一

句的亂翻，結果呢？你也可以試試看自己國語念臺

   

讓愛充滿讀劇的世界：偏鄉國小
讀劇推廣計畫紀實
文‧攝影──蔡佳蓉 　國立臺灣文學館故事組志工

當文學從「閱讀」到「讀劇」的視覺轉換，劇

本不只是文學，而是跨界到表演藝術的一種媒介。

國立臺灣文學館推動「通往文學舞臺的鄉間小

路：偏鄉國小讀劇推廣計畫」，結合館內故事志工

深入臺南偏鄉，並讓偏鄉的小朋友有機會到臺灣文

學館表演及參訪，涵養學校藝術教育的實踐。對學

校而言，師生可以共享資源，豐富學習經驗，小朋

友藉由讀劇的活動參與，以達文學向下扎根之效；

對臺文館而言，藉由學校的參訪可以活絡館內的資

源運用，達到雙贏。

語的功力如何。

擔任老師角色的巧珊同學覺得文學館的老師和

藹可親，飾演調皮角色的承炫同學覺得老師常常被

我們逗到不知該怎麼辦！一群師生在樹下或在教室

裡，在一句句師生的討價還價中完成，真的是很新

奇的經驗。

粉墨登場了，臺語的西拉雅讀劇搭配孩子現場

國樂配樂演出，這是這一群孩子第一次接觸這樣正

式的表演形式。一開始每個孩子顯得有些緊張，不

過整體而言是非常的順暢，這是在學校無法學到的

成長經驗，相信這樣的體驗會成為每一個孩子的永

久記憶，影響深遠！也希望「通往文學舞臺的鄉間

小路」計畫能繼續持續的推廣下去，讓文學通往更

多的偏鄉小路。

〈嘉南豐收〉找回折翼天使

2016年11月，在館員杜宜昌的帶領下，來到

六甲區八田路上的嘉南國小，它的前身「六甲尋常

高等小學校」，原為日治時期參與烏山頭水庫日籍

工程人員子女所就讀的學校，也包含八田技師的八

位子女。走在八田技師宿舍前，到過他與妻子外代

樹時常散步的赤山龍湖巖及他所設計的嘉南大圳水

道，無不被這裡的景物所感動。〈嘉南豐收〉一

劇，內容描述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在烏山頭

的偉大事蹟與妻子外代樹的淒美愛情故事。在一次

次的排練過程，佳蓉看到滿滿的關愛教育。嘉南國

小地處偏鄉，此次排練的同學中，亦有上帝折翼的

天使孩子參與演出。張維文校長總是陪在這些孩子

的身邊，關心著每位小朋友的排練情形。而這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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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們經過一次次的練習、排練，在

與他們交會的觸動當中，孩子們找

回自己折翼翅膀，儲滿能量，再度

展翅高飛。

〈走找西拉雅〉充滿愛的校園

2016年12月，與館員杜宜昌一

同來到左鎮，沿途平望著一大片白

堊地形，成了特殊的天然景觀，更

有趣的是左鎮的地名卓猴、牛食、

虎嘟、龍溝、牛崗、山豹都是以動

物來命名。左鎮國小對面高聳醒目

的左鎮教會，迄今已有一百四十多

年的歷史。在左鎮國小操場的一側

矗立著西拉雅小飛蕃的雕像，這所

學校的學生大部分都是西拉雅族。

中。從一開始的文本導讀與賞析，進行角色詮釋

與安排，如何表現每一個角色的聲音情感、情緒

起伏、肢體動作，最後的走位默契，看著孩子們

排練時的全神貫注，耐心地一次又一次的揣摩與

嘗試，學生們練習讀劇的認真程度，比上課時要

認真好幾倍，他們正一步步踏實地走在這條通往

文學舞臺的鄉間小路上。

光陰荏苒，進入臺文館擔任故事組志工已屆

三年。承蒙前任邱書峰老師、現任陳佳彬老師的讀

劇指導。2016年5月受訓「戲說人生‧讀響文學」

教師研習營，杜宜昌老師的極力推動偏鄉讀劇，也

感謝故事組夥伴──練步偉、鄭麗玲、葉律均、陳

威翰等志工的共同協助音樂、燈光、影像背景的製

作，才能完成一場場的讀劇演出。佳蓉能夠盡自己

微薄之力，奉獻在這次的偏鄉小學讀劇。對我而

言，是最豐收的一年。

上／嘉南國小學生與本館杜宜昌館員讀劇排練情形。
下／嘉南國小學生與本館故事志工練步偉 (右1)、葉律均 (右2) 讀劇排練情形。

下課時一群小孩的歡樂聲，以及教室旁傳來陣陣悅

耳的絲竹樂練習聲。與杜宜昌老師討論後，決定

〈走找西拉雅〉一劇的配樂，採現場笛子、琵琶、

二胡絲竹樂器演奏，語言方面以他們的母語──臺

語來詮釋。李智賢校長，就像是學生們的大哥哥，

有些學生家裡位處偏遠山區，李校長必須早上六點

出門幫忙接送這些小朋友到學校，在這充滿愛的園

地裡，處處可聽見小孩的歡笑聲，假日的學校也像

平日時一樣熱鬧，學生們也把學校當成另一個家。

讓愛充滿讀劇的世界

在少子化的偏鄉中，有些單親家庭、外配家

庭，或是跟著祖父母居住的低收入家庭，雖說少

了城市優渥的資源，卻多了善良與純真。孩子們

有些在學業表現上不是那麼傑出，但他們在讀劇

中找回自信，這難忘的經歷深深烙印在他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