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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典武廟

蔡培火有感於漢文與臺灣話文有「文言不一

致」的現象，導致知識流動困難，難以在沒機會

接受教育的人之間傳播，因此一生致力推廣羅

馬字。當時他在如今的祀典武廟開設白話字講習

會，這個關卡最初的發想便是出自於此——我們

希望讓玩家回到講習會的現場。蔡培火曾經以羅

馬字寫了一部名為《十項管見》的論著(國立臺灣

文學館重要古物)，我們從裡面挑出和平、自由戀

愛等等與當時的思潮相關聯的段落，印成仿舊書

「文協足跡在臺南」遊戲設計
  與觀眾反應
文───李嘉恩、林均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學生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從文本到關卡設計

今年文協在臺南的小旅行，雖然同樣都是將

臺灣文學館作為起點與終點，與過往以導覽為主

的活動形式卻有很大的不同。「啟蒙進行曲——

文協足跡在臺南」的特色在於，每個關卡都添加

了遊戲元素，民眾因此能夠透過自身的參與，更

深刻地介入主題內涵。此次小旅行共選擇了五個

地點做為主關卡：祀典武廟、公會堂、宮古座、

共和綜合醫院以及臺南太平境街基督教會，以下

將針對各關卡，剖析遊戲的發想與設計。

舉辦在11/18、19共兩場的文學小旅行活動足跡遍布府城各大地標，以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南活動的軌

跡為主軸，來自各方的文學愛好者們在指引下分為五個小隊穿梭臺南大街小巷，化身為1920年代臺

灣的知識青年，在不同的地景體驗當年臺灣文化協會成員推廣文化運動的場景。

祀典武廟中，參與者們體驗著當年蔡培火等人在此推廣白話字的風采，站上講臺，宣讀著以羅馬字母拼寫的臺語文，
川流的香客們紛紛停下腳步好奇的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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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不知身在何方的丈夫表達思念之情呢？另

一方面對盧丙丁來說，那些歌詞，也許就是他死

前留給妻子的遺言了。本關卡便是建立在這個基

礎之上，從而發展出讓玩家以「聆聽與感受」為

主軸的遊戲。玩家聆聽完林氏好的一首歌曲後，

接著必須在紙上寫下他想對林氏好、盧丙丁，或

者那個時代的話語，最後與同隊的參與者分享。

宮古座

報。雖然沒有辦法百分百回復到原有的樣貌，但

為了營造相應的氛圍，我們在現場布置寫了毛筆

字的白布條，綁在竹竿頂端架設在充作演講臺的

長椅後。當遊戲開始，民眾練習完抽到的段落，

得站上「演講臺」，拿著書報，一字一句以臺語

唸出。讓玩家站上假想的演講臺是很關鍵的一個

元素，如果沒有這個設計，玩家心裡不會有臨場

感；他們不會意識到自己手中拿的篇章、口中唸

出的字句，是相當具有重量的，是一整個時代的

努力。

公會堂

這個關卡的靈魂人物林氏好，與丈夫盧丙丁

在1920年代都是非常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人物。

只可惜在後來，盧丙丁被抓走後下落不明，而林

氏好傷心之餘仍然繼續歌唱。我們或許可以試著

設想那個情境：當林氏好唱著由丈夫盧丙丁所譜

寫的詞，例如〈月下搖船〉、〈離別詩〉、〈悲

嘆小夜曲〉等，她會不會其實是想透過歌聲，向

日治時期臺南有非常多的戲院，這次活動之

所以會選擇宮古座，有個比較實際的理由是：幾

乎所有戲院都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實地訪查幾座

戲院舊址後，一致認為目前位於宮古座舊址的政

大書城，是比較適合的場地。決定好場所後，我

們開始從歷史文獻裡，尋找可能的遊戲元素。從

文獻中我們得知，宮古座在當時是具有官方色彩

的戲院，座席起初採用的是榻榻米，這讓不習慣

跪坐的臺灣人難以適應，也因此宮古座有了一個

文學小旅行重現了當年鋪設榻榻米的劇院光景，讓參與
者體驗當年跪坐看戲的情境。

玩家聆聽林氏好的歌曲後，接著必須在紙上寫下他想對
林氏好、盧丙丁，或者那個時代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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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語諧音名稱，叫做「艱苦坐」。再進一步思考

「艱苦坐」現象的成形，會發現其實脫離不了殖

民的脈絡。這件事告訴我們，每一個人，即使是

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都沒有辦法從殖民體制

中逃脫。因此在這個關卡，我們想藉由讓民眾儘

可能地切身感受「艱苦坐」，去理解去觸碰那些

隱藏在殖民體制之下，最細微、也是最貼近生活

的事情，進而擁有更多的反思。

是由玩家親自折紙飛機，瞄準前方的呼拉圈，投

進才算成功。整個過程象徵著醫生「投藥」，治

療患有蔣渭水醫師所說的「知識營養不良症」。

三個呼拉圈的大小不一，難度也因此不同。不一

樣大小的呼拉圈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含義，分為健

康、知識，以及最終目標「啟蒙」三個階段。越

小的呼拉圈越難投進，也表示目標越難以實現。

共和綜合醫院

由韓石泉及黃金火醫師於1922年共同開設的

共和醫院，是臺灣文化協會活動的重要據點。這

個關卡的發想源於許多文協成員在投身文化運動

的過程，還另外擁有醫生的身分。遊戲進行方式

由韓石泉及黃金火醫師於1922年共同開設的共和醫院，
是臺灣文化協會活動的重要據點。

位於共和綜合醫院旁的陳德聚堂熱心提供戶
外廣場作為體驗活動之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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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太平境街基督教會

文協重要成員蔡培火與韓石泉等人，因為基

督徒的身分，除了時常在此聚會之外，也曾在這

裡舉辦文化講演。1920年代新思潮引入臺灣，主

張自由戀愛，採取新式婚禮的人逐漸增加，太平

境教會便是其中一個舉辦新式婚禮的地點。

歲，女，公教）：也有觀眾對宮古座寫下留言，

除了榻榻米很不好坐，對於曾是戲院的政大書城

感到驚訝（49歲，女，公教）：共和綜合醫院也

有不錯的討論，紙飛機重溫了許多人的舊夢，小

孩子們對丟紙飛機的反應非常好（13歲，男，學

生）。

副關卡的部分，最踴躍的為韓內科醫院，對

於韓石泉、韓內科有很深入的認識，大多數人對

於這位文協人物讚譽有佳（36歲，女，公教）；

興文齋的反應也不俗，現興文齋幼兒園園長對於

文協的啟蒙傳承不遺餘力（32歲，女，商）；太

平境教會的拍照和管風琴魅力十足，（40歲，

女，商）有夫婦拍照之後想起了對彼此過去的美

好回憶；文峰茶莊的品茗休息站，有人表示非常

想購入茶葉當伴手禮（29歲，男，公教）。

志工的導覽，參加者也給予滿滿的感謝，很

喜歡志工阿姨們的導覽法，除了知識的提供更結

合臺南在地人的生活經驗（16歲，女，學生）。

也有觀眾表示舊文協照片和明信片的提供很切合

主題（50歲，男，服務業）。

改進的方面分為主要兩個部分，兩天的活動

都有觀眾反應時間太匆促，趕著跑行程（49歲，

女，公教），無法好好地品嘗整個活動帶來的感

受，這是最多人提及的一點。另外，也有觀眾

反應，各景點的介紹不夠詳盡（29歲，女，學

生），蜻蜓點水的方式帶過，有點可惜，希望可

以知道更多關於各地點的歷史和語文協方面的連

結（30歲，女，自由業）或故事能夠更深入的話

會更好（24歲，女，助教）。以上這兩點為問卷

觀眾反應回饋

「啟蒙進行曲」小旅行於11/18、11/19進行兩

場，參加者的年齡層從小學生到退休人士都有，

除了對文學本身就有興趣的參加者，多數是與家

人、朋友相約，結伴前來的。

武廟是最受歡迎的主關卡，大家對於上臺以

臺語演講的印象很深刻，表示能夠因此更深入體

會當時推動羅馬拼音的心情（26歲，女，自由

業）；公會堂的反應也不錯，留聲機、音樂、林

氏好與盧丙丁的愛情故事也都收到很多回饋（47

許多文協知識分子以「新式結婚式」取代繁文縟節的舊
式婚禮，太平境街教會也是舉辦新式婚禮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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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許多民眾對於韓石泉醫師及韓內科醫院印象深刻 (攝於韓內兒科診所)。
左下／活動與百年老店文峰茶莊合作，作為品茗休息站。
右上／公會堂旁響起熱衷於文化運動的音樂家——林氏好的歌聲，字字句句唱著臺灣人在日治時期的悲歡離合。
右下／文協人林占鰲後代謝女士 (左)，現為興文齋幼兒園園長，為民眾導覽興文齋書局歷史(攝於興文齋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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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中認為需要改進的地方。

活動的反映大多數參加者都表示滿意與感

激，對於後續再舉辦文協的活動皆表示期待，也

有觀眾希望能擴大的呈現文協在臺南百年紀念的

活動。小旅行以文學故事結合遊戲關卡的設計，

大都給予肯定，感受到籌辦的用心。

活動觀察記事

天公作美，雖然仍是南國熟悉的豔陽，但不

燥熱，反而帶著一絲清爽的涼意，讓「啟蒙進行

曲——文協足跡在臺南」小旅行活動在舒適的環

境下完滿結束。舉辦在11/18、19共兩場的文學

小旅行活動足跡遍布府城各大地標，以臺灣文化

協會在臺南活動的軌跡為主軸，來自各方的文學

愛好者們在指引下分為五個小隊穿梭臺南大街小

巷，化身為1920年代臺灣的知識青年，在不同的

地景體驗當年臺灣文化協會成員推廣文化運動的

場景。古風昂然的祀典武廟中，參與者們體驗著

當年蔡培火等人在此推廣白話字的風采，站上講

臺，宣讀著以羅馬字母拼寫的臺語文，川流的香

客們紛紛停下腳步好奇的注視，不少人訝異原來

武廟還有這麼一段重要歷史。典雅的公會堂旁響

起熱衷於文化運動的音樂家——林氏好的歌聲，

大夥專注著聆聽著當年錄製的臺語專輯，不少人

閉起眼領略歌詞中的情意，字字句句唱著臺灣人

在日治時期的悲歡離合。現為政大書城的延平大

樓過去是臺南知名戲院——宮古座，戲院在日治

時期的臺南一直作為文協成員集會、放映電影、

演出文化劇的地點，而文學小旅行重現了當年鋪

設榻榻米的劇院光景，讓參與者體驗當年跪坐看

戲的情境，不下五分鐘，便可發現有人露出略微

痛苦的表情。出生醫師的文協成員黃金火與韓石

泉共同創設共和醫院，不只治病也醫國，以印有

蔣渭水的〈臨床講義〉的紙張折為紙飛機，投入

象徵啟蒙、健康、知識的圈中，雖然看似簡單的

過程但卻屢屢失敗，有如當年知識分子推行文化

運動時的艱困與無力。幽靜的韓內兒科診所內，

大家參觀著當年臺南第一個設立的加護病房，

牆上是韓石泉醫生過去的各種醫學與文化貢獻，

但如同診所低調的大門，庭院深深的韓內科矜持

的守著他輝煌的過去。除了核心地點的講述，在

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興文齋幼兒園、十八卯

茶屋與文峰茶莊，小旅行也規劃了不同的支線體

驗，讓行走的過程中不顯無聊。伴隨著豐富的解

說、體驗與似乎永遠不夠的時間，眾人在緊密的

節奏中了解了文協在臺南豐富的文化運動歷程，

小旅行也在每個重要地點提供紀念明信片，讓大

家將1920年代最真實的記憶帶回去珍藏，而從參

與者們在各個關卡投入的眼神與滿滿的筆記中，

我們可以看到將近一百年前文協前輩們的努力仍

然在發光，他們的理想將由我們承接，並影響著

一代接一代的臺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