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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少年
讀劇行動

從「讀」到「演」的跨界，本館以賴和〈鬥鬧熱〉、黃春明〈沒有時刻的月台〉

為劇碼，讓師生自由改編演出，文學教育以讀劇表演的模式推陳出新，成功引發

高中生對於臺灣文學的興趣，拉近青少年與文學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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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韻茹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文學少年讀劇行動」於 2018年 12月 16日下午 4時半演出成功，共吸引 190

名觀眾來到臺文館演講廳。此次臺文館跨越地區限制，集合了臺中市立大里高中、雲

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喜愛戲劇的同學，在相同的舞台接續搬演。家長特地出席演後

座談見證孩子的成長，令學生感動落淚。

上半場揚子高中學生以豐富的道具、妝髮細節呈現小說家黃春明筆下的特殊咖啡

廳時空。鍾月娥校長驚豔學生對於銀髮族內心世界的觀察與體會，有超齡的表現。揚

子高中國文科林雅萍老師肯定文學戲劇讓學生有機會去揣摩、理解不同的社會階層及

人生境界，提升自我。陳修姍老師對於學生從一開始的演出障礙、到勇於突破，感動

不已。

揚子高中校長鍾月娥感謝文學館給予學生舞台演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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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大里高中學生挑戰「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經典作品〈鬥鬧熱〉，全程以臺語

演出，大里高中劉宜芳老師指出學生求好心切，利用午休苦練兩個月的臺語，才有今日流

暢演出。大里高中於文本改編上別出心裁，放大小說裡原本微不足道的「醉客」一角，帶

領觀眾以「醉客」看似迷離、實則清醒的眼光，從不同的角度重讀賴和作品，饒富新意。

臺文館蕭淑貞副館長出席演後座談致詞，本活動辦理迄今三年，從「讀」到「演」的

跨界，成功引發高中生對於臺灣文學的興趣，拉近青少年與文學的距離。兩校校長非常感

謝臺文館給予舞台驗收成果，讓學生有機會成長。學生分享讀劇表演，促使自己進一步思

考小說裡的人物應該具備何種性格、舉止、說話的方式等等，收穫良多。在場觀眾也回饋

感謝兩校同學的改編演出，見識到文本不只有一種讀法，充滿更多的想像與啟發。

文│揚子高中 林雅萍老師

當初獲知這項消息時，心裡是雀躍的，因為孩子們可以走出校門，擁有一個外縣市的

舞台，這是相當不易的一個機會。

於是我們經過海選、開會、討論、排演，一連串的過程，其實最辛苦的是這一群學生。

我看見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邊看台詞邊走位，然後一起想著這邊應該使用怎樣的

肢體語言，這裡該怎麼摔，那裏該怎麼說，劇本也因為實際的排演，一修再修，修修修

──但我欣慰的是，他們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感情日漸團結與合作，互相提供資源，

不遺餘力。

距離表演約剩一週，大家犧牲課堂時間，集中在會議室演練，中場休息時，我看見這

一群孩子就這樣躺在椅子上睡著了，臉上掛著疲憊，卻又打起精神繼續練習，然後還要忍

受老師們的惡毒批評與建議，順著老師的靈機一動，馬上修改馬上演練，馬上生出道具，

大里高中校長廖敏樂到場支持學生的精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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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配合⋯⋯摔了再摔，摔得不夠漂亮，摔得太假了，來，再重新一次！幾位孩子膝蓋黑

青了，流血了，繼續再摔⋯⋯過程中，點點滴滴，真的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最令人

感動的是，他們的刻苦耐勞與堅毅，真正的榮耀，是屬於他們的。

我常認為，閱讀文本後所產出的形式，未必是刻板的閱讀心得，更應該以閱讀後的吸

收、咀嚼，以另一種藝術形式產出，才更具意義。這一回，我們的孩子做到了！

閱讀的真正存在意義，不單只是涵養性情，因為我們都居住在一個各自賦予其意義的

主觀世界，所以我們需要藉由閱讀書中的觀點、切入角度所提供的思考向度，讓我們重新

定位、歸零自己，進而突破自我框架，開創無限延伸。

這次戲劇的文本，是黃春明先生的〈沒有時刻的月台〉，內容敘述一群老人的「等待」，

這是一份很抽象的情緒，要這一群十六、七歲的孩子揣測演出，的確困難度十足，我佩服

的是，我們的編劇林湘芸，可以用她對創作的熱情，寫出笑中帶淚的劇本，飾演老闆的許

郡恩，為了這個角色，一想再想，甚至一度挫折的掉下眼淚，到底該怎麼辦？

儘管不易，但這樣的歷練與心路歷程，卻可以讓現在孩子們最欠缺的「易位思考」、

「同理之心」，在這一次戲劇行動中獲得萌芽，他們開始懂得用另一種角度去思考同儕、

長輩甚至是晚輩的心理狀況，進而能夠以推己及人之心，溫柔敦厚地對待萬事萬物。過程，

真的艱難，真的包含許多辛酸血淚，但是這一切是多麼值得啊！他們將帶著這良善的價值

觀與寬厚的處世態度，勇敢地面對未來人生將遭遇到的失意與挫折。

每一個人都是特別的存在。每一個人擁有的可能性，遠遠超乎自己所能想像的巨大。

至於「感動」，除了我們觀賞者對這群孩子的感動之外，這群孩子本身也被自己感動著，

也果然因為融入劇本而感動著，人因「感動」而改變，這次活動裡，我想他們學會了：想做，

就堅持到最後都不能放棄、他們懂得善待「等待」的煎熬、開拓了視野、涵養了包容萬丈

的胸襟，也曉得了每一個人都是一道光。

 

文│揚子高中 尤凰蓁同學

我差點和這個團隊擦身而過。

當初我並沒有想參加校內海選的念頭，後來在國文老師的一句「不行，尤凰蓁妳一定

要去！」而參加了海選，當時，我對於老師對我的信心感到開心，同時也因為未知的海選

而感到擔憂。海選的那段時間，對我來說就像一場夢，因為這好不現實，不太像我會做的

事，然而，當我從夢中醒來，我已是劇組的一員。

回想我們第一次正式練習，是在 11月底的時候，其實剛開始，我對於練習這件事感到

很排斥，因為我是一個很怕生的人，不太知道該如何跟別人相處，每次不熟的人跟我說話，

我都只能傻笑帶過，而這個劇組裡的人，大部分的我都不認識或是不熟悉，當然，他們很

快就打成一片了，相對於他們一群人，我顯得格格不入，也讓我無法在劇組中找到歸屬感。

剛好我所飾演的角色也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姥姥，我想，我和這個角色在心境上的某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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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契合的，於是我開始揣摩這個角色的感受。

在劇本中，對於姥姥這個角色並沒有太多著墨，只描述了她誇張的動作和複雜的

心情，因此，在飾演上有一定的難度，後來，我決定把她和現實中的我做對照，從「孤

獨」下手，我仔細體會姥姥的哀痛和悲憤，漸漸的，我發現她和我的「孤獨」有很大

的不同，我驚覺我的孤獨相對於她，只不過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許在她眼中，我

的孤獨根本不算是孤獨吧！畢竟她的孤獨，是不離開這個世界，就無法消除的；而我

的孤獨，卻隨著時間的推移，得到了解脫。

距離上場表演只剩四天時，老師來驗收我們的練習成果，本以為應會是一場完美

的戲，我們的表現卻讓老師失望透頂，她說了好多次「完全不行！」不過，她對我的

表現還算滿意，因此她希望我能幫助劇組變得更好，後來，我開始對幾個角色提出看

法和意見，而大家也都很大方的接受我的想法，不知不覺中，我發現自己已經慢慢的

融入了這個團隊，甚至在密集訓練的那兩天，我交到了一些新朋友。終於，我敲破了

心中那道高牆，開始享受在劇組團隊合作的凝聚力中。當團員因為壓力逼迫而放聲大

哭時，我的心也跟著揪在一起，當團員開心的吶喊每一次進步，我的胸口彷彿有什麼

要蹦出來似的，後來的我，完完全全地融入這個團隊，不再感到孤獨。

表演的那天很快就到了，在上台前，我為這次的演出感到擔心，因為有些角色似

乎還沒準備好，然而在演完的那刻，我感動的掉下眼淚。我知道這是我們演得最好的

一次，每個角色都演出了最真摯的情感，我想，也包括了即將「散戲」的不捨吧！如

揚子高中學生化老妝演出高齡社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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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完美的結局，即使過程再累，化妝、戴假髮再怎麼不舒服也值得了。

突然，我覺得好難過，我不想離開這個劇組，好想繼續演下去，好想永遠跟大家在一

起。如果未來還有這樣的機會，和大家一起演戲，我一定會大聲的跟老師說「我非去不

可！」謝謝我的每個團員，讓我有了這次美好的經驗，也謝謝老師的指導。

感謝上天安排了我們的相遇。

文│揚子高中 陳怡親同學

我一直堅持到看到我們演出的影片之後才開始寫這篇心得。看著舞台燈光打亮，聽到

旁白輕柔的聲音響起，那一瞬間，有太多的心緒從心底捲起卻哽咽在喉嚨裡，那種複雜的

感情不是冰冷的形容詞可以構建出來的。戲劇行雲流水地進行著，它有一種能把人拉入劇

情裡的魔力，劇中人物的苦悶，空虛，瘋癲，孤獨，期盼衝破舞台的限制，向觀眾傾瀉。

無法想像，這樣流暢完美的戲劇，默契極佳的演出團隊在表演的三天前遊走在迷茫之

中，不知所措。沒有人可以從我們精彩的表演中窺探和想象出三天前的我們只不過是一盤

散沙，演出時間只到規定的一半，校內排演還被老師罵了個遍體鱗傷。那時候的我們無精

打采地橫躺在會議室的椅子上，無力感和想要落荒而逃的衝動宛如煙霧瀰漫在我們之間。

把時間回溯到我剛拿到劇本的時候，至今我能仍回憶起當時腦袋一片空白，經過海選

的演員們面面相覷，渾然不知這戲是唱的哪一齣的場景。就連導演都只得聳聳肩，表示她

也完全沒有頭緒。一群人宛如在大霧中摸索前進的方向，無頭蒼蠅般走一步是一步地著手

進行練習。就在真正開始表演之前，我都還不是很了解黃春明這篇文章真正想表達的意涵

所在。大家一直都在嘗試一切能想到的所有方法去了解它的背景，作者的心境，文章所提

到的那個社會角落裡不起眼、卻又不可或缺的共生關係。但依然無解。

第一次演給指導老師看的時候，我從她緊縮的眉頭裡看見了我們的不及格。她毫不留

情地一次次打斷，對著演員一針見血地指出其缺陷。時間逼近之刻連道具都出了差錯。道

具組在柏焜帶領下一個晚上的趕工，這才終於做出了符合舞台比例的道具。

因為一直都在修改劇本，被指導演出不到位，諸多演員都沒進到狀態裡面，那時候的

大家都背負了巨大的壓力。表演的前兩天，飾演老闆的郡恩被壓力拖垮，在休息的空檔泣

不成聲。他說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才能演好老闆的滄桑⋯⋯我，我是主角⋯⋯我不能連累

大家⋯⋯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才好⋯⋯」會議室內一片安靜，其他人的心情又何嘗不是如

此。雖然大家都默不作聲，但心裡卻清楚地知道，無論是為了自己付出過的時間和努力，

還是不給其他同伴失望和增添負擔，都要將這齣戲完整地呈現給觀眾。

秉持著這樣的信念，大家在所剩不多的兩天內不斷地要求去突破自己的極限，即便有

矛盾與衝突的存在，但大家都積極地去尋找解決的方式。

最令人感動的地方在於大家不惜一切想要達到最好所付出的心力。我們的旁白當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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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行程有衝撞，但她還是一直想辦法趕到現場參與活動。

很感謝臺灣文學館的這個活動，讓懵懂無知的我們對小說的理解方式有了新的定義，

看到了文學的多樣化。原來這就是文學劇的魅力所在。一篇文章在通過二次改編之下，賦

予了不僅僅只有作者一個人的心緒，還包括編劇的個人情感，演員對角色所做出的演繹，

觀眾所被感染的氛圍，交織重疊創造出了一個全新的作品。演員通過揣摩每個人物的心裡，

背景，觸碰這個只存在於方塊字裡的靈魂。兩個不同時代的靈魂彼此交融，從而讓文字立

體起來，人物躍然於舞台上。也因為經歷了這個活動，我們才有在準備時的一波三折。都

說戲如人生，其實是人生如戲。從衝突到和解，問題到解決，在自我壓力的推擠之下我們

都成長了許多。

燈光漸暗，戲劇裡的等待依舊永無止境地延續下去，但我們卻正要追尋希望而揚帆起航。

 

文│大里高中 高宇辰同學

演出結束後，搭車回到臺中時，已經是七點多了，我拖著疲憊的身軀緩緩步行回家，

邊走邊想著幾小時前那一幕幕的精采，彷彿自己仍在那當下的表演中，竟然像不良少年般

大步且狂妄地向前走去。很快的，路人投來的異樣眼光使我驀然驚醒，回復了正常的走路

姿態，然而內心卻仍難以平復，想著幾個月下來的緊繃訓練，頓時有了如釋重負的輕鬆；

想著往後回歸的平凡生活，卻也感到了些許的空虛。演出前的這段時光，儘管短暫且快速

的流逝，卻足以給我們這群學生滿滿的收穫。

「讀劇演出」這樣一個從未有過的經歷，大約是在六個月前我們正式決定參與的。當

揚子高中學生分享演出心得感動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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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正值暑假，老師給我們的任務就是多看一些臺灣本土作家的作品，我因此到家附近的圖

書館，借了一本本的鄉土文學作品回家看，這對我而言也是個難得的機會，平時的課業壓

力讓我少有機會能閱讀小說，尤其是鄉土作家對我而言更是陌生。閱讀後，才了解作家們

對於這片土地和人們的關懷都是最深刻而真誠的，使我得以更深入的貼近臺灣每個角落小

人物的生活百態，也漸漸地感受到自己與這片土地最緊密的關聯，並且更加珍惜自己能幸

運地好好成長在最溫暖的家鄉。開學後的文本選擇，在綜合了大家的提案後，投票通過了

賴和的作品〈鬥鬧熱〉，並且著手寫起劇本，儘管最後許多部份仍是靠老師的幫忙才得以

完成，但大家或多或少的參與，亦是個難得的經驗，它不同於平時寫的作文，我們必須讓

每個角色都有固定的對話，並且穿插不少戲劇效果，使整齣戲清楚表達主旨，同時能夠引

人入勝。由於時代背景的需要，在字句中加入的口語說法和臺語俗諺，對於我而言都是不

一樣的體驗，我認為，參加編劇的確能讓我更加貼近日治時期的庶民文化，另一方面，對

於日後融入角色也有莫大的幫助。

接下來，排戲才是我們真正的挑戰，由於我飾演的不良少年臺詞並不算多，所以我一

開始並沒有付出太多心力練習，心裡總認為時間還久得很。然而，周圍大家的努力使我改

變了自己對於這件事的態度，我不願意因為自己而拖累其他全心投入的人，也因此開始練

習這個角色。真正投入心力後，我才發現這個角色並非我想像的這麼簡單，光是臺語就夠

我雕琢許久，每天回家想到就念個一兩句，而一次次的排演讓我不會因緊張而吃螺絲，在

大場面下也能將台詞念得清晰。

當然，在揣摩角色上也十分重要，在戲劇老師的幫助下，我逐漸能以肢體表達展現不

良少年的囂張氣焰，口氣上也能符合角色所需的氣勢，這些漫長的練習我覺得很值得，儘

大里高中學生傳神詮釋「醉客」，笑看世間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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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我戲份不重，但仍舊很慶幸能做好自己的本分。除了讓這次表演得以圓滿成功外，藉由

這個機會，我得以重新認識母語，更感覺到自身的顯著進步，而劇本字裡行間最口語的臺

灣話，也使我得以理解小說最深層的含意，明白了賴和先生對於殖民者的反抗心理與人民

在當時的反應，我想，對於一篇小說、一個時代要能有如此深刻的體悟，恐怕是只有親身

融入過才能有的吧！

態度才能決定展現出的結果，從一開始漫不經心、到後來的全心投入，正如人生一樣，

必須凡事全力以赴去追求最終的目標，這次的讀劇行動所帶給我們的班級向心力和人生態

度，相比起演出前的短暫辛苦而言，絕對是值得且更為長遠的，我也非常感謝臺灣文學館

辦的這個活動，希望能一年一年繼續辦下去，影響更多的高中生。

 

文│大里高中 劉永琦同學

在〈鬥鬧熱〉戲劇演出中，我飾演的角色是「婦人乙」。我對這個角色的認知，源自

於劇團老師要求我們為人物注入生命及個性，以及多次閱讀文本，這是我的第一個挑戰。

於是透過想像與思索，「婦人乙」就這樣誕生了 !她是個富正義感、說話直接有力，且善

打交道的人，而歐巴桑八卦、熱心的特徵更在她身上顯露無遺。除此之外，角色的家世背

景與經歷也必須由我們賦予，以奠定其基礎。而困難就在於跨越時代與年齡，設想自己是

處於那個殖民政府，笑看人民因鬥鬧熱習俗，相互鬥爭進而耗費財力之時代下，一位平凡

卻倒映出時代影子的婦女形象。

很快地，我們迎來第二個挑戰─戲劇練習。這個過程充滿大家的歡笑與淚水，努力與

艱辛，無論是克服念臺語時的「不輪轉」，亦或揣摩角色心境，一切皆從零開始。學習如

何演戲，對我來說既新鮮又有趣，情緒、語調、肢體的不同竟能創造出如此多元的人物，

我不禁感到驚奇。而大家為了使戲劇更加順暢，嘗試以多種方式來詮釋；為了使觀眾也能

身歷其境，認真地討論每個細節，因此，我認為我們學習的不僅是技巧，更是一種態度──

身為演員的態度。練習時也不乏有趣的事，比如互相模仿同學說台詞的神情，或用角色的

聲調來聊天打趣，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在過程中，我看見自己的成長，從起初面對舞台

的羞怯不安，一步步培養出自信心，進而能落落大方的展現自我，我想這是我參與戲劇行

動的一大收穫。

正式上台演出是緊張的最終挑戰，表演前一天，壓力瞬間湧上，喉嚨的些許不適、和

角色情緒是否能自然收放，令我擔憂。練習時的回憶在腦海中放映，同學間的支持與鼓勵

給了我無畏的勇氣。舞台上，我們不遺餘力的演出，在聽見觀眾的掌聲時，我知道一切都

值得了，即便辛苦也值得了。

其實，細看這整個過程，充滿著笑點與淚點，而我正是身處其中的「婦人乙」。我們

在這裡留下了美好且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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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里高中 李誌軒同學

我從來沒想過，我會站上一個大舞台，表演給這麼多人看，更沒有想到會是以讀劇方

式呈現，對我來說，這應該算是一趟很精彩、但更驚奇的旅程。

讀劇演出，雖然上台演出的時候可以看稿，但其實每個演員上台表演時，幾乎都把稿

子背得滾瓜爛熟，都已經可以丟稿演出了，要把台詞完全熟悉，最好的方式，不外乎就是

了解台詞的內容，劇本上有很多字詞是我完全不懂意思的，是經過上網查資料，以及詢問

指導老師，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屬於自己的台詞、整齣戲的時代背景完全了解。熟悉劇

本後，就是要開始排演了，劇團老師要求我們先設定角色的狀態，例如年紀、說話口氣、

人生歷練，並加以揣摩，但我嘗試了許多種方式，但還是沒辦法進入老者的角色，老師建

議我可以觀察家中的老人，於是我掌握到一些訣竅，在隔天現學現賣演給老師看，老師直

呼我進步很多，我也相當開心。

但到了表演的前一天彩排，真正的挑戰才要開始。當天大家的心情比較焦慮不安，再

加上場地與平常練習的不同，還有麥克風的交接，對我們來說要重新適應，所以大家都備

感壓力，綁手綁腳的，跟平常練習有很大的落差，再加上不斷排演，有些人的情緒上來了，

現場氣氛變得很尷尬，很多人看起來心情低落，真是十分不妙！後來，活動主持人為我們

打氣，告訴我們，要自己靜心下來，回到飯店好好休息，並再想想自己角色當初的設定，

表演前再揣摩一下，並進入角色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想太多，放輕鬆，不要把明天想成

表演，而是當作最後一次的練習就好。主持人的這段話，給我們打了一劑安心針，各自回

到飯店後，大慨晚上十點多，有同學在群組問要不要到大廳各自練習各自的台詞，當我一

到大廳時，幾乎全部的同學都聚集在一起練習，結束之後，大家聚在一起互相鼓勵，那時

大家彷彿回到平時練習一樣，有熱情有活力的狀態，我想這就是我們這一整天缺乏的吧！

到了隔天，說不緊張是騙人的，但大家的狀態都回來了，整個氣氛充滿愉悅的感覺，

最終我們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我們做到了！完成了整場表演，圓滿落幕了。我在這

次活動中學到了很多，不論是戲劇的技巧、舞台的走位，以及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的心魔，

我不擅長表達，平時連上台報告都會怕了，更不用說上台表演給大家看，但這次我做到了，

我把我努力的呈現給觀眾，而這也是我收穫最多的。

文│大里高中 羅英睿同學

起初在選角色的時候，由於自己身兼多職，所以選了「路人丁」這個角色，這個角色只

有出現一小片段，而且台詞極少，其實想起來是有點後悔的，但是這對我來說也是件好事，

因為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揣摩角色，還有比別人更多的時間去了解劇本。在排練時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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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就是「語言」，雖然身為臺灣人，本人的臺語真的是有待加強，因為不常使用的關係，

講起來怪裡怪氣，事實上每位同學也一樣，所以我在家中都會請教長輩臺語的發音。

在排練的過程，班導有聘請大開劇團老師幫忙排戲，我從未想像過演戲是這麼有學問、

且有深度的大事，從熱身、熱嗓子到學習揣摩陌生的角色，每一步都不能馬虎，因為這些

都是幫助我們可以迅速融入劇本的重要環節。前幾次的訓練大上是如此，在沒有上劇團老

師課的時候，都是由班導親自指導演戲，在每一次練習劇本的時候，都會有些緊張，深怕

準備不夠周全在大家面前出醜，何況我的戲分這麼少台詞也少，儘管如此我還是裝得泰然

自若的樣子，讓別人感覺我很輕鬆。但其實每次練習我幾乎提前離場，因為要趕著補習，

但是回家時還是不忘多練幾次、多檢討幾次，避免重複的錯誤。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我變

得更謹慎，因為我不想犯任何錯誤，不論是台詞、舞台動作我都會盡快改正。

藉由這次的戲劇行動，我去查了日治時期的文學以及當時的文化，我覺得在過程中真

的非常的累，但實際上整個過程到最後演完戲是充實的，因為每天做完功課和報告就必須

開始抽時間練習，每天都把我的時間塞得滿滿的，這也為我帶來些好處，因為我減少了使

用手機和電腦的頻率。不僅如此，戲劇行動還給了我機會能多了解過去臺灣人的一些事蹟，

收穫真的非常多。

最後，非常感謝臺灣文學館給了我們大里高中這次機會，透過這次的活動凝聚班級共

識，不只有為我的高中生活留下一段美好的記憶，也為我的生活增添了樂趣。這些樂趣來

自於演戲需要揣摩角色，多揣摩角色使我對我生活周遭的事物都會留心，並在我平時不會

注意的事情中吸收經驗及養分，而這些經驗和養分，給了我可以在未來的世界生存奠定了

很重要的基礎。因為事事留心，人也開始變得溫暖，使我能更容易跟其他人接觸和學習別

人，這是我在此次戲劇行動最大的收穫。

希望日後我有能力時能回饋臺灣文學館，然後幫忙推廣臺灣文學，使更多人去多多了

解本土文化，而不是對臺灣文化一無所知。

大里高中團隊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