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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力桌遊的玩家們必須團結對抗地主、統治者與不當政策。這是歷代臺灣農民的生

活寫照，透過遊戲以體會箇中甘苦。遊戲設計成中學教案和大學通識可用，經典轉化

成民眾可親近的型態，這是文學世界新穎的推廣模式。

文學桌遊
的開發理念與工作坊

文／簡弘毅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為了將臺灣文學帶入中學的國文教育中，國立

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以一年時間，設計

了一套桌遊遊戲，將臺灣各時期農村與土地主題作

品，重新揉合為一套農民生存遊戲，取名為「農民

力：臺灣文學桌遊」。

這套桌遊的產生，或許可說是國內第一套以臺

灣文學主題所出發的桌遊，透過活潑有趣的遊戲設

計，讓玩家實際體驗各個時代農民生存之不易，在

收穫與剝削之中努力求溫飽，也必須花費力氣保有

家傳土地，種種機制使得上述目的顯得異常困難，

「農民力」桌遊是一套團隊合作的遊戲。

也進而促使玩家們必須聯合團結對抗地主、統治者

與不當政策。這是歷代以來臺灣農民的生活寫照，

透過這套遊戲，玩家多少得以體會箇中甘苦。

或許有人會問，這與文學有什麼關係？關鍵在

於，每一張卡牌的情境與遭遇，以及農民面臨的狀

況，其實都「有所本」，亦即這些情境都是擷取自

一篇又一篇的文學作品之中，在每一張卡牌上都摘

錄了相關的選文，即便在遊戲之中，也能間接閱讀

到這些文本。換句話說，這是一套完全自文學作品

所發展出來的桌遊。

遊戲的本身也可以是一種學習。

這套桌遊，其實是臺文館的「臺灣文學教學

箱」計畫的成果之一，將文學文本轉化為各式的教

學內容，便於教學現場的實際操作與多元學習。在

此前提之下，逐步推出一系列教案，而「農民力：

臺灣文學桌遊」便是其中第一項成果。如上所述，

這套桌遊既是教材，也是遊戲，內容分為三個時

代，每個時代一輪，大約可玩 30至 40分鐘，正

好是一節課。加上前置的解說與後續的整理配合分

組教學（遊戲），整套遊戲可提供四個小時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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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且提供老師一份教學手冊，結合「108課綱」之內容與教學目標，

成為一套農村文學主題的教案，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雖以 108課綱為出發，但這套桌遊的開發理念，並不侷限於中學師

生，設定對象也包括了大學的文學通識課、社會團體與一般大眾，畢竟遊

戲人人都愛，藉由遊戲本身所帶來的趣味性，作品的意識形態與思想也能

同時傳遞，人們既操作了遊戲，也同時閱讀了文本，同時也理解了各個時

代的歷史與社會背景，而且沒有人會覺得枯燥！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臺文館首先邀請了在妖怪、科幻、地方文史與遊

戲開發等領域都有相當著墨的年輕團隊「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進行規劃

設計，密切溝通文本及遊戲形式，將整套桌遊內容大致寫定，最後委託專

業團隊「哿哿設計有限公司」，將桌遊規格化並印製完成，共計製作了

透過活動暖身，促進學

員間的認識。

學員熱烈討論桌遊玩法。

300套，供販售與教學借用。這

是一次有趣的合作經驗，內容開

發與設計製作都是年輕而專業的

創意團隊，共同激盪出這套桌遊，

通過這些努力，試著將臺灣文學

帶入各級教學現場，讓更多學子

與民眾認識這些文學作品。

在開發過程中，臺文館也在

2018年暑假期間，舉辦兩次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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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邀請不同領域的教師與文化工作者進行研

習。課程分為三個主軸，分別是認識農民文學、認

識桌遊與教學，以及實際操作「農民力：臺灣文學

桌遊」並進行意見回饋。

工作坊共舉辦二場，分別是七月底在臺南（臺

灣文學館）及八月初在臺北（齊東詩舍），每場課

程共計 2天，各有 20餘位學員參加。多數學員是

現職的中學教師，除國文科外，也有歷史科、社會

科或公民科教師參與，對他們來說，以桌遊進行授

課是不曾有過的經驗，因此迴響很熱烈，也能積極

找出桌遊與教學現場間的諸多問題，提供臺文館與

開發團隊進行修正。

不論哪一學科，教師們對於這套桌遊的實際效

益都很認同，並且多位教師都指出，這對現今教學

理念所強調的跨科整合、公民核心素養、多元學

習，都有實際的助益，並且還能在歡樂氣氛中進行

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對國文科教師

來說，這類的遊戲設計也補充了現代文學教學的不

足，桌遊中所提到的作家文本，正好可以成為該課

堂的延伸閱讀教材。

「農民力：臺灣文學桌遊」是臺文館新推出的

一套桌遊，也是臺灣文學教學箱計畫的一環，這次

的開發本身即是一項嘗試，讓遊戲帶領文本，進入

教學與文學推廣的現場，以趣味的遊戲形式引領玩

家走入臺灣文學的世界。這也是一個開端，象徵著

文學教育與推廣的多元面貌，將經典作品轉化為親

近的介面，相信這也是未來的趨勢，等著我們一同

開創。

農民力桌遊工作坊（臺南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