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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暑假，那個劇團首次與國立台灣文學館

合辦「兒童藝術人文創造營──戲劇玩一夏」，

獲得熱烈迴響；無論就報名首日的人龍盛況，短

時間旋即爆滿，或是兩梯次的兩日活動過程，小

朋友們的笑靨洋溢，以及結束之後家長在部落格

的感性留言，在在令人感覺到其中的溫馨與鼓

勵。

猶記得首次嘗試將戲劇活動的企劃伸出跨領

域的觸角，緣起於2006年的「身體說故事：創造性

戲劇活動」兒童夏令營。如今想來，大致有兩項

因素催生了這個活動。

首先，來自2006年初個人受邀前往邁阿密大

學擔任駐校藝術家的經驗；期間與該校學生進行

「動作工作坊」，共同經歷開發肢體聲音，運用

肢體想像，透過個人或眾人的身聲動靜組合，即

興排演了「夸父追日」的東方古老神話，超越語

言的隔閡，過程充滿了動人的創造樂趣與藝術美

感。於是，「身體說故事」成了貫穿「那個」2006

年度活動的關鍵字。

其次，在那先前幸運地認識了人稱「小童老

師」的童琳茜，一位兒童生態教育研習活動策辦

人，已經投入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科學教育組活

動多年，積極推廣自然生態教育，高度的熱情感

染了一向為自己自然科學知識背景薄弱自卑的

我，開始商討從劇場活動結合自然生態、或是從

自然生態認知走向劇場活動的可能性。

後來，經過了小童老師、黃郁雯、和我三人

的多次討論，反覆溝通與發想，終於確立了「2006

那個兒童夏令營──身體說故事：創造性戲劇活

動」的基本訴求：

從觀察到想像

從自然到表演

從個人到團體

動身體、發聲音、自由自在、分工合作、

玩個夠！

當時也決定了課程的規劃設計，必須配合活

動舉辦場地「誠品書店」附近的三角公園，發揮

原有地緣地景之利，將自然體驗教學設計融入劇

場遊戲、肢體活動、相關即興創作等，企圖統合

表演藝術各項要素，寓教於樂，引導重新認識自

己、增進人際互動，從而帶動多面向的學習樂

趣。

在兩天的活動之中，以動植物觀察活動進行

引導，每五六名孩童在小組老師帶領之下，親眼

目睹、親手碰觸、親耳聆聽，加上鼻嗅、手繪等

多重感官經驗，實實在在的認識了這座城市的社

區公園裡頭的樟木、蘋婆、鳥蟲等等，然後，連

結活潑的表演遊戲、劇場活動，提供不同的經

驗，刺激、開發小朋友肢體語言、聲音表情、想

像力，享有一段充實豐富的暑假時光之餘，同時

希望培養觀察能力、同理心，加強口語表達能

力，有助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和良好的人際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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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如是的活動模式。

該場次的活動，在兒童文學體驗室的三個小

時中，配合電腦簡報、相關繪本引導，激發個人

自然體驗的感官記憶，擷取個人身心感受或無遠

弗屆的想像力，寫成詩一般的文字，拆解其中的

元素，進行與他人的互動與討論，展開分組的肢

體聲音即興創作練習。雖然十分過程緊湊，但效

果出乎意外的精采。

今年暑假，很高興有了新的進展。國立台灣

文學館與那個劇團合作舉辦「2008兒童藝術人文創

造營──戲劇玩一夏」：期望2008年以台灣文學館

為活動基地，運用孔廟文化園區的文史、建築、

自然生態資源，融入現場導覽、劇場遊戲、即興

表演與閱讀書寫等多元課程設計，帶領學員深入

感知在地的文化生活美感，增加生活覺察力與想

像力，經驗一種全方位跨領域學習，建立一種新

穎細膩的跨領域暑假學習經驗。

其中，針對「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屬性，特

別邀請了南台科技大學歷史講師、《文史薈刊》

總編輯──葉瓊霞，著眼於作為歷史現場的台南

府城，街道巷弄與各時期建築間銘刻著許多城市

的身世與記憶；因此，她以考古層位學式的概

念，帶領孩童們「散步府城說故事」──把城市

從現況今貌一層層往下掀開，透過散步與講解，

親身感受舊城的街廓與都市建築如何在不同時代

累加，逐漸形成今日我們所見面貌。同時，為呈

現看／看見，整體／局部的趣味，亦加入建築構

建的細部觀察與尋寶，最後在孩童的眼中統合出

「自己眼中的台南地圖」。

小童老師則是勘察台灣文學館鄰近地區之

後，規劃了「嬉遊府城自然天地」的動線，加上

多項遊戲活動設計，讓孩子重新學習用眼睛、耳

朵、鼻子和指尖來體驗城市裡的樹木花草、蟲魚

鳥獸，了解自然生態的奧秘，用驚奇之心進行一

場自然探索之旅！

活動兩天的下午，安排了劇場遊戲、肢體開

發、集體即興表演等單元，從趣味活潑的劇場遊

戲，引領孩子放鬆愉悅的進入團體活動，同時發

現自己身聲解放的創意與能力，透過創造性劇場

活動，運用肢體與聲音的表達與變化，連結府城

文史、城市生態的認知與體驗，經歷集體討論、

分享與即興創作，完成共同的發想與身聲書寫小

品。

終於，2008年暑假的兩梯次「戲劇玩一夏」已

經順利完成，於今回顧活動三年演變歷程，自有

脈絡，「量身打造」可以說是一致的特點所在：

從誠品書店台南店附近的三角公園到台灣文學館

所在的孔廟文化園區，我們都希望找到最符合該

地點人文特質的學習活動。納入地緣性的考慮，

目的在於自我勉勵去看見城市不同空間在各方面

的特點，無論通過文學、歷史、自然生態、視覺

藝術、表演藝術，一以貫之的包括其中的核心價

值──相信跨領域之間投射出美的共通性，深度

認知我們生活所在城市的點點滴滴，自我開發與

團體交流，通過感官記憶的啟迪與烙印，我們共

同擁有了多元的真實體驗，足以去真實而踏實的

貼近這塊土地。

翌年，「那個」轉向與台南市社區大學合

作，進入延平國中的地下排練場。由於小童老師

認為校園通常受到過多的人為活動影響，自然生

態的豐富性相當受限，而且，三人課程規劃小組

也思索著能否突破現實環境條件的桎梏，打開自

我侷限的想像範圍，於是，站在「從自然科學邁

向表演藝術，以觸摸、觀察、認知通往想像、創

造、表達，激發肢體創意與表演潛力，促進個人

自信、團體互動，」的相同立場上，為「那個劇

團2007兒童探索自然戲劇營」訂下美麗夢幻的主

題：「珊瑚村歷險記」：藉由海洋生態影像、標

本等，連結劇場創作活動，課程內容有：劇場肢

體開發遊戲、認識潮間帶生態、集體編寫故事、

認識珊瑚礁生態、集體手繪海洋、劇場聲音開發

習作、集體即興表演創作等單元。除了知識性的

學習活動之外，還設計了創造性的藝術操作課

程，引導學員用肢體感受藝術的樂趣，激發開闊

的想像空間，動手完成個人或是集體的作品，學

習整理並發表自己的想法。

兩年下來，個人也曾多次檢視以一個多次獲

得「台南市傑出演藝團隊」的現代劇團，為何增

設舉辦兒童戲劇營？然而，每每看見孩童傳達了

對於自然生態的若干驚奇反應或是新鮮認知、以

及通過劇場遊戲與創作呈現的自我表達和自信開

心的表情，很難不動心；漸漸的，憶及1991創團

初期，曾經企劃主辦的「肢體123」系列活動，

吸引了不同年齡階層的社會人士踏入了原本讓他

們感到陌生的劇場，爾後在遊戲、互動、構想、

討論…⋯，一次次對自己的身心有嶄新的認識，

一次次分享觀照自我、看見他人的愉悅與感動；

漸漸的，換另一種眼眸省視「那個」多年來致力

不同空間的表演，不僅是一種表演美學形式的追

求，應當也跟貼近這塊土地的心情有關吧。那

麼，無論是自然生態、劇場活動，都是我們更加

認識自己、認識所生活的這座城市的媒介罷了。

令我感到神奇的是，通過了兩年教學合作交

流，非但重新降低了自己面對自然科學的過往恐

懼，更活化了自己面對科學與藝術的僵化分界，

因為，我同時在各種自然生物的構造之中體會到

藝術美感的極至表現，多次驚呼不已，讚嘆人

文！讚嘆造物！！

2007年十一月，國立台灣文學館引用「身體說

故事」為標題，邀請我和小童老師主持「自然閱

讀與創造性戲劇活動」兩場工作坊，可說再次確

楊美英

那個劇團藝術總監。台南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台南市社

區大學人文藝術講師。邁阿密大學戲劇系駐校藝術家、澎

湖民眾生活劇場工作坊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