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與你們
都在這兒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中正大學

這是一趟旅行，一場出走，或是一種歸返
這兒曾可寄居，可離開，也可被當作是我們共有的「家」

來了，走了，往往返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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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你們，是我所說不完的故事

關於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所在

關於最後的一年，我們所經歷的





行旅
關於你們，是我所說不完的故事



「各位觀眾，歡迎蒞臨嘉義中正大學，觀賞中文系帶來的演出。為維護演出者
權利與觀賞品質，未經主辦單位允許，請勿錄影、錄音（但本次演出是平面的，
能夠攝影或錄音，我將以佩服的神情隨便你）；手機呢，不用關機也無需轉為
靜音，請用你最舒服的姿勢，坐著，或是躺著，開著自己的音樂也無妨。這是
一齣演了三年的戲，一個說了三年的故事。我現在開始說了，說不完的，未來
還將繼續說下去。」

或許，我該先告訴大家時間。
現在是 2015 年，剛結束一個學期，春天即將來臨。我們有時會把時間回溯，三
年前，2011 年。因為，那是這齣戲真正的「開場」。

但必須先聲明的是，這裡的一切時間，不過是個度量衡，沒特別意義。

我會報時，但時間是錯亂的。
它只告訴我們，這些事情曾經發生，也真實發生。
作為過去的這些，關係著現在；但現在呢？
作為主角的你們，必須繼續奔馳，無關乎時間。
於是，我會紀錄，但過程是零碎的。
我不打算藉由時間，作有條理的黏接。
這些紀錄早已成為你們的記憶；而我，只是以一個紀錄者的身分，不致力於說
一個完整的故事，將說話的權力留給你們。

因為，這是關於你們的，關於你們替這兒演出的一場又一場戲。

喔，忘了說「你們」是誰。
你們，是這齣戲的主角，一群暱稱為「戲俊人」，愛看戲、愛演戲的孩子們。

旅行的出發
與

戲劇的開場



時間：2014 年 7 月
地點：國家戲劇院
出場人物：林立雄／ 2014 年於中正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
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開
‧
門

時間：2014 年 7月
地點：國家戲劇院
出場人物：林立雄／ 2014 年於中正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實習第一天，我到國家音樂廳報到，從一道黃色的三號大門一路進到了人力資源部，聽人
力資源部的負責人說：『兩廳院裡頭總共有一千多扇門。』才突然回想起方才走來的路上，
從厚重的黃色大門開啟後，便開始穿梭在一道道厚重的門，來來回回，從音樂廳穿梭到了戲
劇院，直到走進了《PAR》雜誌社的辦公室，我才恍然發現，走過這些門時，那興奮卻又害
怕的心情正如同當時，剛進入中文系那帶點徬徨卻又興奮不已的情緒。

一扇一扇的，走入未來，我也在一扇扇門被打開後回首。」

我把時間退回到一個多月前，你剛從我們曾一起渡過四年歲
月的這座山、這所大學畢業，結束為期不短的旅居生活，回
到你出生的城市──台北。那時的你，寫過劇本、演過戲、導
過戲、評論過戲，當然也在我們所安排的戲劇課程裡，夾著
南部的炙熱陽光，洗成健康的膚色，還有劇場知識與熱忱。
你選擇在你等候著新的學習生活的短暫兩個月，申請到了
《PAR表演藝術》雜誌的實習工作。迎接你的是，接連的採訪、
寫稿，關於戲劇、關於舞台、關於你所愛的事物，以及你第
一天看到的，一扇又一扇的門。

你，不知道但可能也明白的是，三年前，那扇門早在現在距
離你遠得要命的山裡悄悄地開了。

時間，再稍稍倒轉。

「門一扇扇的打開，我隨著日子的流動，也流動在兩廳院的
門與門之間。雖然明確的目標，卻有很多扇陌生的門必須經
歷。記得有一次我在中午用餐的時候，走了一條平常不會走
的路。雖然經過的門非常多扇，但卻提早走回了我工作的地
方。或許未來也是如此，你走過熟悉的路，知道自己會達到
這個目標，但卻平淡無奇、毫無刺激。但沒有嘗試走過一道
道陌生的門，你可能迷路，但卻可以因此看見不同的風景。」

開‧門



時間：2013 年 9 月
地點：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出場人物：李帷綾／ 2013 年於中正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
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碩士生時間：2013 年 9月

地點：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出場人物：李帷綾／ 2013 年於中正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
所碩士生

「在進入劇創所之後，每次在各種場合自報家門時，總會被問到一個問題 :『你以
前是念中文系，那怎麼會想來考劇創所？』為了簡單的結束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
題，我總是用『念中文系本來就和創作沒有太大的距離』來回應，其實這個過程是
相當長久的累積和考慮，從大二時期選修了系上的戲曲課程，這是我接觸戲劇的起
始點……」

早立雄一年畢業的你，大概是我們致力於戲劇課程後，
第一個一腳踏／栽進「戲劇」領域的孩子。

從開始到現在，我們從沒想過要把你們拖入「戲劇」這
個產業裡頭，因為它不賺錢、又辛苦。想做的不過是，
「中文系」不只是這樣，不是「字典」，不是永遠抱
著厚厚的典籍，不是說著老舊陳腐的冷硬詞彙。我們，
還有你們，真實地穿過劇場去找尋自我、尋覓與社會
之間最密切的互動，用演的、用寫的、用心去感受。

「所謂的劇場對當時的我來說，都只是一種難以親近
的『藝術』，更直接一點說，看戲是有錢人的娛樂，
所以在課堂上看到這麼多台灣當代劇作家的作品時，那
股衝擊還有興奮讓我難以忘懷，那時的我只想著：『原
來劇本可以這樣寫啊！』不僅僅是優美的戲曲唱段，
也不只是大劇團的商業作品，更多的是與社會現況的
呼應、諷刺甚至是劇作家關懷的面向，或許是因為從
未接觸過戲劇的關係，再加上一直以來都覺得中文系
傳統的學術訓練較為冷硬的緣故，我開始積極選修系
上開設的戲劇課程……」

後來的你說，若要你重新選擇，或許大學時就不就讀中文系而去戲劇系了；但要是沒在這兒
接收到這些戲劇課程，你大概也不會去考戲劇研究所。很矛盾。

時間，再度回溯。讓我們跳一下，往回一年。

你，卻這樣愛上了。



時間：2011 年 9 月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出場人物：徐立庭／ 2011 年進入中正大學中文系，現就讀
四年級時間：2011 年 9月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出場人物：徐立庭／ 2011 年進入中正大學中文系，現就讀四年級

你，是個亮眼的女孩，開朗、活潑。

你，本來就熱愛表演。

「我天生嚮往舞台、觀眾與掌聲，只是從沒想過我也可以當一個演員，直到升上
高中後接觸愛演社，才開啟我追尋戲劇的夢想，當時才十六歲，沒有專業的導師
或訓練，只是以『徐立庭』的身分去演出一個角色，但憑著一股熱忱跟傻勁，天
天對著鏡子練習表情與台詞，就算只有兩幕的戲份，只要能站在燈光和掌聲中謝
幕，我已心滿意足。升上大學時，我一度以為自己選擇了中文系，即將遠離舞台
與戲劇……」

只是，愛演戲的孩子，似乎也會擁有一個戲劇化的人生。

「因緣際會下中文系上舉辦了『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
畫』，彷彿作夢般出現了許多戲劇相關課程，我一股腦
地投入其中，我希望專長不只是演員，與戲劇影像有關
的課程都是涉獵的目標，不論古今中外，崑曲京劇西方
戲劇，我都求知若渴，加上同時我參加戲劇社的社課，
有時覺得自己就像戲劇系的學生，忙碌但是幸福。」

後面的故事，就留給後頭繼續說。

時間暫時停留在 2011 年，這個計畫的開端。

那年的夏天，我們用那麼一點熱情，抵擋南部艷陽的炙
熱，開了門，讓你們走進。

歡迎光臨。

你，在對的時間進入這所大學，延續著你的熱忱與傻勁。
這幾年，看著你演出的一個又一個角色，切換一個又一
個身分；有時露出疲憊的神情，但一談到戲劇，彷彿又
有了無比的活力。果然，很傻。



時間：2012 年的某段時間與 2014 年的現在交錯
地點：劇場（不限定位置）
出場人物：童士晉／ 2012 年畢業於中正大學歷史系，現旅
居澳洲

「戲劇，熟悉又美麗的名字，在與詩珮老師還有
這個計畫接觸之前，這兩個字對我而言就是電視
中的東西、電影院出現的影片而已。然而經由諸
位老師的啟蒙，我認識了這兩個字的美麗與哀
愁，悠悠忽忽的聲音，繾蜷纏繞、餘聲不絕。」

正在澳洲流浪的你，往往在臉書上抱怨著，暫時
看不到你最愛的戲曲，那悠悠忽忽的聲音，好像
變成另一種想家的旋律，催促著自己的歸期。

那裡很好，流浪很棒；獨獨沒有戲曲，很孤獨。

「若說這次計畫影響我最深的地方，不是在舞台
劇的部分，而是在戲曲的地方，那聲音勾魂攝魄
般，誰能自脫？裡頭的餘音，盡是繚繞不絕的纏
繞，如對鴉片上癮般，我想今生是無法戒掉了。」

我們最先找到了愛看戲的孩子。

台下



時間，將往後推一點，在這個計劃開始的一年內。

台下的你們，在做些什麼？寫劇本？排練？還是……？

演戲的人，準備上台。但，時間還沒推得那麼快。

這一年，我們在一系列的戲劇相關課程裡，領著你們從基本知識入手，有古典戲曲、
有現代劇場、也有歐美劇場，慢慢建構出每個人各自的戲劇空間。這時候的你們，還
在台下。在舞台下，當個觀眾；也在講台下，當個聽眾。不斷地，接收到演員所帶給
你們的感動，也感受到老師們投注的熱情。不管之後的你們是否上台、演戲，都一個
一個成為……

「走進劇場的人」。



時間向前，停，就這樣卡在 2012 年與 2013 年間。

你們，準備做一齣戲。

劇名是《明天我們空中再見》。

時間：2012 年底至 2013 年初
地點：中正大學任何一個角落
出場人物：黎佳宜／ 2013 年畢業於中正大學中文系

時間向前，停，就這樣卡在 2012 年與 2013 年間。

你們，準備做一齣戲。

劇名是《明天我們空中再見》。

時間：2012 年底至 2013 年初
地點：中正大學任何一個角落
出場人物：黎佳宜／ 2013 年畢業於中正大學中文系

你的笑聲，在那些年裡總穿透過厚厚的牆壁，散在學校的
任何一個角落。豪氣、爽朗，是我們對你的第一印象。在
你清澈的瞳孔裡，其實一直都有夢還在醞釀、還沒萌芽，
只是你沒發現。

「大學時期，我對於未來並沒有什麼想像，只是覺得走一
步算一步，時光也就在同學間的笑鬧聲中過去了。之後，
誤打誤撞被室友拉進了『戲俊人』計畫，當初聽到『戲俊
人』這名堂，還笑了好久好久，直喊著我不當什麼細菌人，
我寧可當個麵包超人至少還餓不死之類云云。但也因為成
為了『戲俊人』，我認識了一群對戲劇充滿熱忱的人，一
群熱愛冒險、愛挑戰、愛笑愛鬧、尤其最愛做夢的人，如
今回首，真是一場浪漫的邂逅。」

人生啊，好像多數時候都是意外，但我希望帶給你們的是
場美麗的意外，或者如你所說的，是邂逅。

於是，你們開始編織夢想，將它們織成一齣戲。

「老師們上起戲來，也是神采飛揚，我們開始讀劇，開始
即興創作，開始用一個又一個的想法互相撞擊著彼此，每
次談起戲來，我們都停不下來，有時爭執，有時分享，有
時就自己天馬行空的寫出一些東西，樂此不疲。於是，我
們決定做一齣戲，因為我們是一群愛看戲也愛做夢的人，
那麼，就讓這場夢成真吧。

雖然，做得永遠比說得還難。」

只是，你們真的努力去做了，才不只是說了一口好戲。你，
還記得吧？



時間，暫時就先停滯吧。

我想多說一點你們上台前的樣子。或者，讓你們說。

我們替你們找來了《痞子英雄》的編劇吳洛纓老師，她成為我們的一員。南來北往，
踏著小葉欖仁的落葉鋪成的毯子，走來。她抖抖台北附著的濕氣，總露出堅定而溫暖
的笑容。那個冬季，好冷。洛纓老師遞交的不只是技術，還有滿滿的熱情，給戲劇的，
也給了你們。

「劇場正是一個製造奇蹟的地方，在這裡，我們造夢、圓夢、創造奇蹟，做一件沒有
做過的事，而且要做好。

如果不是因為陽光，這一切不會發生。正由於不同於潮寒北方的黏膩冷冽，南方的我
們，更應該相信，奇蹟往往與溫暖一樣，那是自然而然的渴求。」

靜靜地，在那個座落於偌大的寧靜湖旁的小小教室裡，你們開始練習，練習著說話、
練習著動作。那些你們從未接觸過的，讓你們像是個初生的孩子，扯動自己的身體，
找到不同的可能，也不斷地學習。

排練場裡的你們，閃耀地像是星星。



《明天我們空中再見》的故事就暫時停在那兒。好多事得說，所以我們先穩穩地站著，
然後突然地轉圈，讓時間……開始稍微迴轉一點。

回到 2011 年的下半年，有個孩子交出了人生裡的第一部劇本，關於信仰、關於家庭、
關於自我。

時間：2011 年下半年
地點：中正大學文學院、燦爛時光咖啡館、立雄的家
出場人物：林立雄

「記得第一次的劇本工作坊，我選了個題材：台灣的信仰儀式與家庭。寫了關於我從
小到大所接觸的家族內的宗教信仰，以及我的家。那時我的母親因為宗教的關係住進
了療養院好一陣子，從小到大我一直很相信神，相信所謂的『代言人』。但，那時的
我不懂什麼原因，信仰卻使得我變得痛苦，我的家人痛苦，甚至最後和家人還分離了
一段時間。然而，在沉澱一段時間後的大一下學期，我寫了這個劇本，寫完了，裏頭
有無以明狀的笑點，也有對信仰的詰問和吶喊。」

劇本是虛構的，但裡頭想說的，卻真切地嵌進現實生活。而生活，總不曾放過你，靜
靜地逼壓、迫近，然後你無處可躲；在碾碎之後，你還得乖乖地將其黏合。因為，這
是你的生活，也是你的人生。真真實實。

「阿維：媽

      
我不要

      
我只是希望

      
我沒有纏上壞東西

      
不要這樣

      
媽趕快回來」

「阿維：爸

  阿彬：對不起，兒子。這本來就是我們的錯」

林立雄
‧

劇 本《
離

神記》

台上



「譽維：（大喊到越喊越小聲）爸！爸！爸！燈亮不閃
譽維癱坐在餐桌前

譽維：原來…原來只是…一場夢罷了，是嗎？

可是老爸早就走了，這怎麼可能是真的？那

些話，是老爸和我在平常日裡聊天的內容。

時間過了好久了，一年了，好像一場夢。只

不過是一場夢，可是，他說他沒死？所以，

是真的！是真的嗎？但，這好像也就是一場

夢而已？是吧？一場夢……」

「譽婷：嗯，但長大真的很累。如果可以，

我還寧願不要長大。譽維：多多照顧自己，多多照顧媽。以後

的日子，大概只有我們三個人要一起過下

去了。明天，不要忘記，港式飲茶餐廳，

一樣在窗邊，我們四個人一起吃飯的，圓

圓的那張餐桌。」

「譽維：爸，一路好走。我很慶幸有你這樣的父親。從小辛苦到老，你也該好好休息了，爸，

這趟旅程很遠很遠，我想大概是見不到面了。到了那裏之後替我和爺爺打聲招呼。這段時

間辛苦了，雖然，我知道這是一場夢，但是也很值得，你遠去了，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在夢

裡談天，即使在生活中已經不見你的影子。但在我心中在我腦海裡，在我生活中，是啊，

你的確還活在我們的生活裡。一直…沒有走遠……」

後來的你哭了，我們也都哭了。對於生命、對於家人，你有太多想說的，卻再也說不
出口，最後終將刻成劇本裡的文字，燃成朵朵紅花，隨著漸升的風嵐，捲上他離開的
方向。

「這段故事其實是在寫我的父母，尤其是給我的父親。但，在劇本寫完之後，他便無
聲無息的走了，他還沒有機會看見劇本，於是我也將劇本燒成了一朵朵紅蓮，往他遠
行的方向而去。在這段時間之後，我展開了更多書寫，還有看很多的戲，或許是從戲
劇中，能得到這些悲痛的洗滌吧。」

後來的你，很快地寫了自己的第二個劇本《餐桌》。

獻給，那一年就此在餐桌上缺席的父親。

林立雄 ‧
劇 本《 餐
桌》



時間還是停留在立雄完成第二部作品的那一年，2012 年的夏天。

你，也創作出了第一個劇本，而成為你心／新旅程的開端。

時間：2012 年 6 月
地點：中正大學文學院
出場人物：李帷綾

同樣地，你也從自我出發，找尋自己的故事。
那個總在排球場上，跳躍、移位、殺球的霸氣女孩，一字一字細細地滌出你藏在心底
的故事，用劇本裡一句一句的對話。

後來的你，選擇了「劇本創作」這條道路，只為說好一個故事，回到自己最原始的期
望。而當初替你朗讀劇本的身影，以及創作的初衷，將成為你在幕的後頭望著台上最
忠誠的感動。



演戲

時間稍微倒轉，或者不動，或者前進。
無所謂。我早說過，時間不是這個故事裡最重要的事情，而是你們。

你們，在這座小小的山城裡，真誠與熱情的心始終遠多過於獲得的資源，卻奮力地演
好自己，還有台上一齣又一齣的戲。
而我們始終看著，也守著你們小小的期盼，在幕的後頭、在舞台的左下方。

戲，最後是怎樣的？或許總有一天會忘記。
但那段躲進黑盒子裡的歲月，卻烙得清晰，也逐漸印出你們各自的樣子。

時間：2014 年 9 月
地點：任何一個空間，可以站立，或者坐著
出場人物：詹喬涵／ 2014 年畢業於中正大學中文系，現撰
寫劇本中

演
‧
戲

時間稍微倒轉，或者不動，或者前進。
無所謂。我早說過，時間不是這個故事裡最重要的事情，
而是你們。

你們，在這座小小的山城裡，真誠與熱情的心始終遠多過於獲得的資源，卻奮力
地演好自己，還有台上一齣又一齣的戲。
而我們始終看著，也守著你們小小的期盼，在幕的後頭、在舞台的左下方。

戲，最後是怎樣的？或許總有一天會忘記。
但那段躲進黑盒子裡的歲月，卻烙得清晰，也逐漸印出你們各自的樣子。

時間：2014 年 9月
地點：任何一個空間，可以站立，或者坐著
出場人物：詹喬涵／ 2014 年畢業於中正大學中文系，現撰寫劇本中

「不停思索且追問的過程中，發現在時間之流中，我們必
須學著越準確、細膩的去抓住每個光點，才能真正的意識
到我們為什麼會在很多日子過後，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大大
不同於『過往』的我們，是什麼改變了？現在自己的樣子，
究竟從何而來呢？」

畢業後的你，在快速流動的通訊紀錄裡，給了幾段獨白。
像是獨角戲，在空蕩的舞台上，沒有多餘的佈景與配樂，
好「貝克特」。你靜靜地站在那兒，燈光打在身上。多數
時候是喃喃自語，有時激動、有時平靜，卻說得清晰。

「時間繼續走啊走，會有更多的「年輕時候的我」不斷推
動、撞擊著現在的我們。有人說『人會在無意識中做很多
事』，其實，人生活的每一秒，根本就沒有無意識的時
候，只是自己有沒有發現，當仔細思考自己的每個決定、
每個作為，它所連接的不僅只是當下的想法，會牽動得是
更久遠的記憶與習慣，若能抓住這些在腦中一閃而過準備
進入沉眠的片段，不斷詢問自己，為什麼做，這是你想要
的嗎？它將會越來越鮮明，並且帶動那些相關的畫面一湧
而出，自己是這樣熱愛著而無所知。」

還記得，那個有些害羞的你，在民雄表演藝術中心的荷花
池畔，隨風飄起你那青綠色的紗裙，眼神望向遠方。
每個人好像都長大了。時間給予你們的，是在哭了、笑了、
累了之後，揮別青澀，走向自己的道路。



明天我們空
中再見

時間：2013 年
1 月 19 日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演

藝廳

那一夜，你們這
麼說：

「我們是一群有夢想的人

從挑選劇本 到今晚的彩排

時間過得很快，明天就要演出了

這一學期所做的努力，就是為了在明天晚上

將我們所感受的、所嚮往的美麗

百分百地傳達給每一個觀眾」

我關掉報時這個功能。
就讓時間凌亂。

戲，真的演完了……嗎？
旅行呢？

你們，與我們，該走去哪？
而我的故事，說完了嗎？



永遠的微笑

時間：2014 年
5月 14 日

地點：國立中
正大學演藝

廳

「天上那片雲終於走了，突然陽光曬得我臉上手

上暖暖的，我到底是睡著了沒有？我還聽到有音

樂的聲音，我看見許多的雲彩飄過來，突然散

開……一些影子！是天使！她們向我走來……不

對，她們是人，是我認識的人。」

「我看見大海與星星牽著手走來，捉迷藏和躲迷

藏的人手牽著手走來，『天』與『地』手牽著

手……」

（取自金士
傑‧劇本《

永遠的微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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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急行軍
-身體與社區行動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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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
關於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所在



差事劇團

團長 鍾喬     

鍾喬，1956 年生，台灣苗栗客籍人士，作家、詩人、戲劇編導
及社區劇場資深策劃人及輔導人。

1980 年代 , 除在中時、自立等媒體任職記者、編輯之外 , 曾追
隨陳映真先生於「人間雜誌」任職主編職位。

1990 年 , 專事民眾劇場工作 , 相繼成立「差事劇團」及「財團
法人跨界文教基金會 , 直到現今。現任「差事劇團」團長與「財
團法人跨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而後,陸續參與社區總體營造,以劇場推動社區成人教育的養成,
著重論述及工作坊實務的双軌互動並行。並成為在台灣、大陸
及亞洲地區推動「社區劇場」的先行者。

九二一大地震後，2000 年春天 , 於地震區域石岡和在地十位農
婦互動，協助成立「石岡媽媽劇團」，成為曰後台灣社區劇場
典範。2009 年 , 以一年時間和「南洋姊妺會」合作 , 恊助新移
民成立「南洋姊妺劇團」, 成功推出社群劇場代表性演出作品：
＜雨中的風箏＞及＜飄洋的夢想＞。

鍾喬,具備二十年以上劇場實務、寫作及文化論述經驗。多年來,
在社區中策劃、執行並身兼工作坊訓練者 , 開展民眾性社區劇
場工作坊。並發表相關文化創意產業的觀察及論述。

自一九九０年以降，「差事劇團」即以一套風行於亞洲各國的
民眾劇場教學法，在台灣社區的城鄉展開以劇場工作坊為主題
的社區教學活動，並與亞洲各國的戲劇團體展開長期的聯絡。

民眾戲劇強調過程的學習，透過劇場的互動，達到教育、溝
通和共同成長的目的。在表演美學上，民眾戲劇（People’s 
Theatre）是一種從現實出發，並融合在地歷史與生活經驗，
在現代劇場中探索表演美學的戲劇形式。

差事劇團主要的工作方向有三：

→教育劇場工作坊：運用一系列的劇場遊戲、肢體訓練和集體
即興創作，在學校、社區和弱勢團體間開展教育性的戲劇工作
坊。

→劇場演出：在邁向專業化的里程中，每年推出深入社會脈動
的演出；在藝術表現上承接表現主義的美學精神。

→亞洲民眾戲劇交流：融合亞洲各國傳統與當代表演美學，探
索在全球化衝擊下，亞洲人民的共同命運。除了聯合公演外，
並舉辦系列性的劇場交流工作坊。未來還將擴大與全球民眾戲
劇團體的互動。

鳳
梨



初衷

「鳳梨急行軍──身體與社區行動工作坊」是中正大學藝文中心和教育部「中
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畫」雙向合作的重要成果。由於中正大學執行「中文
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畫」第三期的核心價值在於提昇應用戲劇的具體呈現，
並以此回應社會正義的關懷主軸，故從 2014 年來，團隊規畫了一系列相關
講座課程，引介「被壓迫者劇場」、「民眾劇場」、「教習劇場」等戲劇理
論，試著翻轉劇場權力關係，去除舞台的神聖性，引領觀眾從被動的觀者
（spectator） 變成主動的觀賞 / 行動者（spect-actor），讓戲劇不再從屬
於菁英階層，而能在廣大的庶民日常中發揮出公民與群眾的巨大能量。

這次機會難得，在管中祥老師的促成之下有幸和藝文中心合作，邀請到鍾喬
老師和差事劇團來中正大學所在地「三興村」長期進駐，以工作坊的形式帶
領大家「紮根在地」，帶領學生把在中正求學的生命史和三興村在地生活重
新錬結起來，找回人和土地的直接聯繫。在實際和社區居民的互動中，我們
預計學習農村的身體勞作經驗、了解在地人際網絡和農作的產銷模式、探究
在地原生的自然生態、閩式傳統舊建築的空間規畫、三興村歷史發展……等
重要議題，重新讓自己融入三興村的日常作息，並在學期末以在地的美學形
式，集體創造出兼具藝術性與社會性、和土地密切相關的獨特呈現。

一直以來，「中文劇本創作人才培育計畫」團隊都強調要在關注社會議題和
提昇公民素養的前提上，促使學生了解戲劇活動在此間能夠發揮的能動性。
希望透過這個身體與社區行動工作坊，能讓學生在學習應用戲劇訓練技巧同
時，也能夠融入社區生活，重新建立人和土地的親密關係，並具體承擔一個
社區居民的公民責任。呂明純

紮根，不要璀燦的虛無煙花

幾年前和剛到中正大學唸書的新生聊起第一次到校的感覺。有位同學告訴
我，第一回到中正是在開學前的晚上，車子下了高速高路，道路陰暗地只剩
下路燈，隨著月光繞了幾條彎曲的路，終於看到盞盞燈火，家長下了車，看
了一下四週的環境，嘆了口氣說：我的孩子竟然要在這鳥不生蛋的地方讀書。

不過，即使是點點燈火，通常也只有幾日可見。週四晚上，附近車站擠滿了
人，週一傍晚，返鄉的人陸續回到學校。大家雖然都住在這兒，但，不是歸
人，而是過客。

縱使我們住在三興村，卻很少會覺自己是村民，即使我們在這裡待了兩年、
四年，或六年，也可能沒和何一位鄉民聊過天。
當然，有些問題，我們也很少想過。

就好比，校門口的「大學路」原本叫什麼？換了路名，地址就得變更，身份
証、信用卡、儲簿、帳單、通訊路、各級學校的戶籍資料都得全換，這樣的
改變，對當地居民會有什麼影響？為什麼民雄的車禍率是嘉義縣最高？呼嘯
而過的機車造成了多少鄉民的驚恐與傷害？

大學人鄉，帶來人潮，但也帶來車潮，新生要適應新環境，鄉民也被迫要面
對新生活。

我們試著透過「鳳梨急行軍」帶同學走入鄉村，邀請差事劇團的鍾喬、李哲
宇擔任駐校藝術家，穿過身體與劇場接近土地、認識鄉民，尋求共好的生活
態度與方式，我們希望這連串的活動，是認真紮根的開始，而不是貌似璀燦
的虛無煙花。管中祥

急
行
軍



2014.10.06 是劇場？

或身體行

動！鍾喬：「想到戲劇你們覺得其中包含了元素有什麼？」

同學們想到了演員、劇本、觀眾情緒上的互動等，各種不同的答案，大家對於戲劇都有各自
的看法，進行一番的討論後，開始進行肢體的體驗。

除去言語，我們必須用肩膀、膝蓋或額頭與別人接觸，在與他人相互碰觸的過程中，從中去
感受對方的氣息、情緒，同時也呈現自己的情緒；而在另一個活動中，由鍾喬老師數數，同
學們依照數數的快慢，將肢體縮至最小或者超展開，扭曲的肢體，誘使大家對肢體的想像空
間再增添新的可能。

另外從活動中尋找與社會連結，鍾喬老師帶著大家展開了社會關係聯想的「開車活動」，同
學們有的人當司機，有的人當車，而當車的人必須閉上眼睛被操控，彼此輪流互換角色。

在最後的活動當中，鍾喬老師要同學們在紙上畫一個人代表自己，並將自己身上的感官部分
與外在主題做連結，連結的主題也許是民雄的三興村、也許是街口的柑仔店，主題不一。而
這樣的目的是，當你的感官被開啟之後，能不能有效的與社會、社區做連結，去體察周邊事物，
而並非僅是活在校園內的外地人。



2014.11.08

始業式，
三 興 社
區踏查 1

行腳路線由學校的寧靜湖畔開始，順著溪流，走往我們所熟悉的鳳梨田。大家都戲稱中正大
學為鳳梨田大學，但其實鳳梨田大學的學生可能不太了解鳳梨，要判斷是否為好吃的鳳梨，
拍拍聲音若是「肉聲」那這顆鳳梨含水量較低，若是「鼓聲」則含水量高。

往上走到了三興村的活動中心，前面有張地圖畫著三興村的地理位置，而這次同學們的任務
之一就是要畫一張三興村的探查地圖，但是由文史的視角，以及對當地的了解來畫這張屬於
自己理解中的三興村。再往上走是三興村的舊活動中心。在舊活動中心的屋頂上有設置了三
個喇叭，村裡的大小事都由這裡放送，可見以前的人際網絡溝通是很仰賴活動中心的。到了
舜泰柑仔店，老闆娘熱情的招呼。這裡的地名是三興村陳厝寮，顧名思義陳氏的居民為大宗，
陳氏古厝在這裡依然保留著，屋頂建築上的「筒瓦」與「滴水」，製作意涵是為了讓雨水能
夠流動並慢慢地滴落，讓人們能夠坐在屋內賞雨，象徵著前人的生活美學。而古厝外種植的
雞冠花其實是西拉雅族祭祀用的花朵，這代表著此處可能有著平埔族，而在文化交融的過程
中，其實不只是原住民被漢化，漢人也有原民化的可能性，是彼此互相影響的關係。

最後到了赤牛居，是日治時代保正李赤牛的家，李赤牛民國前四年生，是地方極具聲望的人
士，屋子的建築也能看出當代特色，廚房內偏低的洗手台，是為了讓以前七八歲就得進廚房
的小女孩方便工作。不同於喜歡在柱上做雕飾的外國人，木造的房屋需要大量的支撐，為了
不增加壓力，柱上顯得簡單，而喜歡在柱子下做雕飾。牆上還能看見富士山的窗框。



2014.11.15

由管中祥老師與大家一同思考成為三興村民的經驗，大部分的同學很少意識到、或認為自己是
三興村的村民，即便中正大學坐落於三興村內，但校園的界線在無形有形之中，造成了學生與
社區關係的疏離。接著用五分鐘的時間，依照自己的想像繪製地圖。地圖意味著什麼？其中蘊
含的價值與想像其實也象徵著一種權力關係，帶有指引功能的地圖同時也界定你如何認識此
地，大部分的地圖是一種行政區域的標示，這樣的指引，未曾假設你和村民的聯結、流浪狗與
地方關係，會不會有鳳梨生產地圖或銷售地圖的可能？

最後觀看差事劇團《戲台頂上的媽媽》，內容主要陳述九二一大地震後，石岡社區的媽媽們藉
由差事劇團的引導，用戲劇表演這樣的敘事媒介進而釋放心中的恐懼及陰影。從這齣紀錄片我
們進而思考了幾個面向的問題，當我們揭露他人的悲慘經驗是二次傷害嗎？石岡媽媽們在差事
劇團的民眾劇場裡，除了演一齣戲的成果展現外，更多的是對生活的想像。透過劇場中的彼此
分享，發現與她人的共同感覺，找到共鳴及個人差異，從差異中進而衍伸出不同的想像，不僅
能夠發展出個人生活特質，卻又同時因為劇場對彼此的同理心而不致孤立差事劇團的民眾劇場
用這樣的方式，一部分用類似敘事治療的方法釋放石岡媽媽們內心的恐懼，並培植了她們的自
主性，另外也打破了一般認知上所謂劇場專業界線的藩籬。特別的是這次上課有兩位同學，因
為認識其中的三位媽媽，特別來看紀錄片，她說到現在媽媽們談及當初在劇場的表演仍是記憶
深刻，覺得在當初在劇場的表演給了她們很大的影響，至今家中仍保留了許多當時的照片。

討論與

回饋



2014.11.22-23
伴隨著音樂，認識彼此從遊戲中開始，同學們一開始由握手認識對方，遊戲中交換身分，藉此
熟悉大家的名字，深入了解彼後再利用身體想像的共創，進而發展肢體的默契。在團隊發想、
共創默契的過程當中，同學們將上次的地圖放在中間，想像自己回到三興村裡，並在最後實際
分享彼此地圖的相同與不同處。鍾喬老師在與同學們進行觀察遊戲練習前，強調了感官的重
要，除了對人，對環境、空間也是如此，而對於要演出的角色除了外在肢體觀察外，內心的觀
察也是很重要的。

李哲宇老師的頭腦體操，帶著同學一同思考進入社區的意義，及團隊在當中的角色，一開始哲
宇要大家想如果一個人在社區掃地和十個人在社區掃地有什麼差別？討論的結論是十個人一起
掃不只事半功倍，更可以分享彼此的觀察，也就是說透過掃地這個身體的過程進入、紀錄社區。
另外也討論了地圖上沒有什麼？各種答案包括了歷史性、氣候等，歷史系的佳宜指出不同的學
科上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國別史會先看地域，民族史會探討文化風俗。

整部戲劇沒有固定的形式或太多預定的想法，依照每一次老師及同學們互動中產生新的火花來
進行展演，在這個禮拜戲劇的起承轉合大致擬定，「起」的部分展現出一種閒適、和諧的氛圍。
在大家練習的過程中，鍾喬老師也引導同學將情緒帶入話語中，試著用身體帶出話語、用身體
去說服自己，相信自己能夠進入情境。在肢體表現上開始和結束都很重要，在結束時特別注意
不要草草了事，要堅定的亮相，將最自信的一面停留到最後一刻。而在下週上課前，也請同學
們到表演地點－赤牛居的龍眼樹下，感受當下的氛圍，融入情境，下次與夥伴們分享心得。

戲劇工作坊 1. 身體的

語言 2. 身體與空間



2014.12.06
鍾喬老師戲稱劇場觀眾是「甘願被欺騙的一群人」，觀眾被演員的演技與故事吸引，於是走進
劇場，沉浸在劇場所創造的迷人世界。透過這幾個遊戲，鍾喬老師想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常常
囿於這個社會給我們的框架，於是我們照著社會規範行走，並不知不覺被社會的枷鎖束縛而不
自知。透過認知錯亂，我們可以重新認知世界，重啟感官，讓自己跳脫框架，用更不同的方式
看世界。

哲宇老師說，在還沒認識群落 / 社區前的我們，對它總會有一些超出現實的想像。而當我們實
際走進農村，我們看到的也僅止是片面、靜態的農村。我們尚未與農村村民交談，這必不能表
示我們已經理解農村。哲宇老師問：既然我們並不是村民，為什麼我們要走進農村呢？雖然我
們共同演出一齣戲，可是既然我們本來就擁有不同的背景，有個體獨特的記憶，那為什麼要抹
去個人的差異性呢？至此，哲宇老師又提出一個問題讓大家討論：我們為什麼不是三興村民？
經由大家討論的結果，可以歸為這裡沒有家人，因而沒有歸屬感、與土地或村民的情感聯繫
過少、活動範圍不同、習性或語言不同。這個討論是要讓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次的活動與想法，
我們不必「從眾」，因為團體內有某個目標，於是要求自己將自己的差異性抹消，歸化進某個
團體。在這次的表演中，不管有甚麼想法都可以盡情的表達出來，想法沒有是非對錯，只有互
相理解與認識。我們不須讓戲劇只能呈現單一面向的情感記憶，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每個
人都有各自的觀點，不需要有刻板印象，只需要擁有最真實的感受。這次的演出希望能讓每個
學員都表達自己的想像與感受，以及三興村民的真實記憶經驗與想法，從兩方的想法中激盪出
一個我們可能從未看見的，過去與未來交織的三興村。

自主身體的解放與再獲

得 / 重新思索自我與群

落的關係



2014.12.07

一早先由文取大哥在龍眼樹下為各位同學講述《水的故事》。文取大哥的家裡經營雜貨店多
年，除了是村裡的物資補給站也是平常大家聊天聯絡感情的中繼點，文取大哥秉持「取之於社
區、回饋於社區」的理念，擔任社區協會總幹事，和社區的年輕人輪流排班、整治河流，大哥
笑說，拔草要拔三年，大家才會開始認同你，即使如此，他還是會一直堅持下去，讓村裡的居
民能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

鍾喬老師接著讓同學們在龍眼樹進行表演的練習，從梓皓學長擔任鳳梨貓，引導揭序這段《水
的故事》，靖怡中國笛清新的笛聲旋律響起，帶出鼓聲、掌聲、樂器的合奏，沒有既定的劇本，
而是讓同學們用心去體驗每一次的節奏，讓環境與夥伴們融為一體，音樂像是歡樂的慶典迎接
河水的到來，在一個鑼鼓點之後大家放下樂器慢慢變成雕像，用自己的詩句與身體線條表達對
村莊的感受，讓大家在鳳梨貓的帶領下彷彿化身為森林中的水精靈在河中翱翔悠遊地尋找水
源，又如歌隊一般慢慢吟唱起張雨生的〈河〉與兒歌〈我家門前有小河〉，伴隨著歌聲學生彷
彿魚群般穿梭在詩意的河道上，原來沒有劇本的戲，也可以這麼美。

三 興 社 區 踏 查

2. 空 間 裝 置 的

討論 



2014.12.13-14
鳳梨急行軍課程進入倒數第二週，持續保持著身體的默契與動能，以接球遊戲作為開場，大伙
一邊快速地走動，一邊用眼神與對方連結、拋球；進階是在拋球時呼喊出聲音；最後一個階段
是在拋球時大聲說出一句話，透過遊戲達到暖身、銜接默契與肢體的超展開。

在工作坊進行當中，同學們逐漸對社區議題有所提問，鍾喬老師說道，進入社區後的反思又助
於釐清我們的動機，也釐清目的，鳳梨急行軍工作坊是一個階段性目標，至於之後是否繼續進
入社區，是一個需要另外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定的是與非，推動學生們湧入社區也
不全然是我們的行動標的，但是在行動的過程中有助於我們想像社區與地方的各種可能。就像
鍾喬老師，也許在工作坊結束後就不會駐留於此，但為我們帶來的是本質上的揣摩與反思，將
不同於以往的社區想像邏輯，紮根於工作坊學員的心中。而後續，該如何有更多的行動或思想
上的推動，則是同學們需要在投諸更多的思考，就像這個工作坊所產生的漣漪一樣，繼續蔓延。

身體與心理想像的再練習，學員們在這個空間中找出心中的本位，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綜觀全
場，心理的中心位置也許就會在角落；而學員們想像自己在社區的情境，演出一段默劇，並陳
述你的中心位置為什麼在這裡。家綾選擇的位置是在門邊，演的默劇是一個急忙講電話的人，
在分享時她說，會在這邊是因為這扇門就好像劃分了兩個場域，平時課業很忙碌，所以來參加
工作坊進入社區前，想要把事情趕快處理完，才能安心無虞，所以不斷的講電話聯絡事情，才
能推開那扇門進入通往社區的場域。



知道自己在那裡、在做什麼、是誰，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你在舞台上才能投身到那個情境，
若缺少了那些情境線索，演員的表演則難以說服觀眾。同學們分別排練左岸的村民與右岸的
學生，兩者互相的交織形成這齣有關水的故事，左岸的村民演出生活上的辛苦與水資源的珍
貴，故事中挑水的小妹 ( 佳琪 )，卻不小心打翻了水，受到媽媽 ( 裘雅 ) 和農夫（典翰、乾庸）
責難。排練後哲宇提示，角色的關係設定不能模糊帶過，媽媽不能只是一個模糊的媽媽，她
是誰的妻子？有沒有更多的線索？否則這樣的互動關係中，彷彿與兩個農夫同時曖昧不明，
把角色設定的更清楚有助將故事說得更清楚，表演上也能夠更細緻動人。右岸的同學飾演學
生概況，呈現了與村落的疏離關係，以及學生對村民互相帶來的影響。排演後乾庸給的回饋
是，若有多一點的肢體表現會更精采，太多的語言陳述有可能會使觀眾失焦。哲宇也說，演
出自己的身分通常是比較難的，因為你對他者通常會比較有想像，乾庸的提議很好，可以把
戲劇朝這個方向發展。

承襲差事劇團民眾劇場的風格，這次鳳梨急行軍演出「水的故事」，音樂元素是由同學們自
身演奏、錄音，道具是自行製作或者環保素材再利用，戲劇的元素也是發想至學生 ( 民眾 ) 本
體，打破了金字塔型式支配下所謂的專業關係，所以參與的過程更顯得重要。當天演出前的
踩街活動也開放非工作坊學生參與，鍾喬老師提及踩街也是身體行動的一項當代儀式，打破
表演或身體表現的菁英主義，搶回只有演員才能運用的身體表演特權。

空間裝置的設置 , 鳳梨急行軍－

踩街計畫的討論 , 戲劇工作坊

5 －身體與聲音



這個週末連續兩天的豔陽天，學員們將排練場地轉移至表演場地赤牛居排練，倒數的日子裡，
加緊腳步的排練，並且將表演使用的裝置道具一一製作完工，如先前，鍾喬老師仍然強調重點
是在短短兩個月的過程中，我們在當中學到了什麼、改變了什麼，而並不把價值全然建構於觀
眾對戲的評價。

週日一早，學員們特地安排時間提早到場地，大夥穿著表演的衣服，上頭寫了屬於自己表演的
詩句，明純老師說，難得有一齣戲可以把台詞寫在衣服上呢！

到了下午活動正式開始，在中正大學校門口集合，到場參加的朋友拿著設計的宣傳版，任意填
空：「我在三興村，我喜歡：」，有位三興國小的小朋友，在帳棚下拿著簽字筆，扶著下巴沉
思後寫了：「我在三興村，我喜歡：三興國小」；來自廈門的交換生晨陽，寫了：「我在三興村，
我喜歡：這裡的風景和熱情的人們」。

集合時間差不多後，我們在中正大學校門先舉行「Rock 鳳梨陣」的儀式，先由伯僑及在戲中
飾演學生的一夥人，拿著竹子在地上敲打出節奏，而另一邊的村民們拿著鳳梨面具，配合著竹
子的律動聲，以及配合鍾喬老師的指揮，開始律動；接著竹子變成在地上的農田，鳳梨人在當
中耕田，接著隨音樂聲，大家開始跳舞，鳳梨軍們將來玩的民眾一起拉入舞群裡，就如同我們
先前了解的，身體的展演、發聲並非菁英化，而是普羅大眾的都能有的權利。

2014.12.21

前 進 吧！

鳳梨急行

軍！



鳳梨軍們在龍眼樹下拿著自製的樂器哼唱著，如森林中的精靈般，鳳梨貓拉下了象徵著水的布
幔，她們變成了魚，水裡嬉戲；在這個環境劇場中演員沒有主要定位的舞台，而是隨著環境轉
換舞台；穿過了象徵社區的拱門後，她們一一變成了人，朗誦屬於自己與這片土地寫成詩的各
種情節；接著河水劃分了河左岸的居民與河右岸的學生，毫不掩飾的演出各種屬於當地人與當
地學生的情節，像是勞作教育打混摸魚的學生們、或鄉民們治河的缺乏人手的窘境，也許是因
為印心吧，許多橋段鄉民與學生們都開心的笑著；最後河水因為污染的關係，鳳梨貓依照河神
的旨意將河水帶走了，人們就像是流離失所，直到找到了河水，學生與居民共榮，完結了整齣
戲劇。

而在最後，因為隔天是冬至，與居民們分享了鹹甜湯圓，也象徵圓滿，那天赤牛居塞了滿滿的
人，好不熱鬧。村民們都說學校好久沒有來村子裡辦這樣的活動了，也沒想到這樣的場地能做
出這樣的表演。

鳳梨急行軍在這天傍晚也算是完整落幕了，同學們拍照紀念、擁抱、道別，這個時刻很感性，
相較於管中祥老師上課時第一次要大家圍成圈自我介紹，大多是以一種很理性的情緒來表達自
己，甚至是對於社區議題不知所措，對於這樣的劇場的表演形式存疑。然而，還記得思甯在後
期時曾經問過這樣的問題，「關於我們這樣踩街會不會影響到村民？」也許我們沒有人能確切
地回答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都是參與於其中的一分子，要也是共犯而不是有能力給答案的人，
但這是一個認知的過程，透過身體與社區結合的這些課程中，讓我們懂得去思考這些在以前連
想都不會去想的問題。至於確切的問題答案，仍等待你去社區裡挖掘、發現，也許直到有一天
你真的成為了一個村民，你才會知道答案。





足跡
關於最後的一年，我們所經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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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們
，
與
我
們
：「完成」與「未落幕」

燈，漸漸暗了。不再有，嘈嘈嚷嚷的聲音。
空氣裡，有個味道，沒有任何重量。
最後，我安靜下來，也選擇了一個最舒服的姿勢，
聽你們說。

黎
佳
宜

「喜歡戲曲或文學賺不了錢的。」很多人這麼說，包括我的家人或是我的朋友。但，
我會這樣走著。記得《牡丹亭》中杜麗娘看見偌大的花園時所說的：「不到園林怎
知春色如許？」而我就像走進了戲劇、戲曲的一塊園地裡頭，真正開始了解，才知
道這裡頭原來是美不勝收的。《牡丹亭》前半部對於「心之所嚮」的追求，到後頭
杜麗娘超越肉體再度復生，獲得的美好後，需要面對現實上的困難，諸如生活、家
庭等等，對我而言也是如此，進入園中才是冒險的開始。也希望未來的自己，能利
用所學，完成更多的事情，讓自己能真正地、自在地優游在這塊連接著無數道大門
的美麗園地之中。

李
帷
綾

林
立
雄

詹
喬
涵

原來這輩子非做不可的事不會平白無故從天而降，我們必須一再確認它。或許真的有
那些帶著對某些事物強烈執著且極具天賦的人們，他們絕對是幸運的。然而更多的我
們只是自以為的重複過著事實上每天都大不相同的日子，猶如戀愛一般，固然有著剎
那間天雷勾動地火的驚心動魄，更多的或許不停出現在生命中，只待發覺與感知。而
帶著人們走入生活、探詢自己的內心，正是戲劇、文學在做的事。

當然我也無法保證未來的我一定會進入劇場工作，但我相信在這段學生生涯的多方
接觸之後，未來在選擇工作時的廣度也確實會增加許多，除此之外，在撰寫劇本或
是構思題材的同時，也是我與社會持續進行互動與反思的過程，若是能夠讓自己的
創作被更多人看見甚至獲得共鳴，我相信這也是我選擇這條路的最大回饋。

舞台燈好熱好熱，排戲好累好累，但是能做一齣戲，卻好幸福好幸福。
於是，在出社會一年後，看到臉書上戲俊人學妹的私訊：「我們要做一齣戲了。」
我回了一個笑臉，因為，能做一齣戲，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們，到底是誰？且讓我們靜靜地說。

劇場是空的空間，開放的門，喜歡看著眼睛發亮的你們，上台一鞠躬。雖
然，下台後倏忽空悠，彷彿夢裡南柯；相信我，世人與天使都在注目你們
的生命扮演，直至天路的亮光。繼續努力，幕，尚未落下…

阿甘說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沒有吃下去之前永遠不知道箇中滋味。這個
計劃也像一盒巧克力，每個參與其中的人（包含我自己），在開端都是一
個未知。然而無論苦甘，「巧克力禮盒」總聯結著美好的祝願與甜蜜的期
待。即使初嘗苦口，假以時日，仍會有韻味在口中回甘發酵，成為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一頁感動。

徐
立
庭

童
士
晉

有幸加入戲劇培育團隊是畢業後最美好的收穫，能充滿激情地實踐夢想規
畫課程、積澱創作能量，對我是非常奢侈的差事。雖這場繁花盛景就要
結束，但我知道這段期間累積的飽滿動能，將會在所有參與者心中緩效釋
放，成為日後人生的養份。

汪
詩
珮

國立中正
大學中文
系副教授

林
芷
瑩

曾任教於本
計 畫， 現 為
國立中山大
學中文系助
理教授

呂
明
純

國立中正
大學中文
系專案助
理教授

作為「紀錄」的，總有一天
會失落，或是腐朽。
作為「記憶」的，總有一天
會被翻找出來，細細回味。

有一天，你們或我們，終將遠行。
請記得，留在這兒的，與帶走的，除擱在心頭煉為感動，也將成為照亮生命最深刻的天光。

這個計畫，讓我認識了戲劇的許多面向，它美不可言，如詩般的隱喻感極強，
卻又切合人生，真實的如同生活。若是沒有這樣的計畫，我想今生的我對戲劇
仍然會停留在初學者的階段吧；看過便是，卻無法深駐於心。詩珮老師說過，
沒有藝術不會死，但沒有藝術會生不如死。我想這樣的計畫讓我真正活了過來
吧！而這迴響，必也如同絕妙的交響樂，在我們戲俊人的人生之橫樑上，繚繞
一生，餘聲不絕！

是的，這裡的戲可能演完了；
但怎有可能落幕呢？

有人問我說，戲劇這條路既不是我的專業，也沒有穩定優渥的前途，為甚麼我大學
時會不停地一意孤行向這塊前進。我無法反駁。在台灣無論是資源還是文化素養，
舞台劇都是不受重視的小流文化，即使是電視螢幕上的光鮮亮麗，背後仍暗藏許多
外在的競爭和內部的劣勢。但戲劇天生有一種魅力，讓枯燥的人生變得璀璨多彩。
有人一生活得庸庸碌碌，可我在舞台上，死過、哭過、笑過、瘋過，各種酸甜苦辣
都嚐過之後，我才知道，戲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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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們
，
與
我
們
：「完成」與「未落幕」

燈，漸漸暗了。不再有，嘈嘈嚷嚷的聲音。
空氣裡，有個味道，沒有任何重量。
最後，我安靜下來，也選擇了一個最舒服的姿勢，
聽你們說。

黎
佳
宜

「喜歡戲曲或文學賺不了錢的。」很多人這麼說，包括我的家人或是我的朋友。但，
我會這樣走著。記得《牡丹亭》中杜麗娘看見偌大的花園時所說的：「不到園林怎
知春色如許？」而我就像走進了戲劇、戲曲的一塊園地裡頭，真正開始了解，才知
道這裡頭原來是美不勝收的。《牡丹亭》前半部對於「心之所嚮」的追求，到後頭
杜麗娘超越肉體再度復生，獲得的美好後，需要面對現實上的困難，諸如生活、家
庭等等，對我而言也是如此，進入園中才是冒險的開始。也希望未來的自己，能利
用所學，完成更多的事情，讓自己能真正地、自在地優游在這塊連接著無數道大門
的美麗園地之中。

李
帷
綾

林
立
雄

詹
喬
涵

原來這輩子非做不可的事不會平白無故從天而降，我們必須一再確認它。或許真的有
那些帶著對某些事物強烈執著且極具天賦的人們，他們絕對是幸運的。然而更多的我
們只是自以為的重複過著事實上每天都大不相同的日子，猶如戀愛一般，固然有著剎
那間天雷勾動地火的驚心動魄，更多的或許不停出現在生命中，只待發覺與感知。而
帶著人們走入生活、探詢自己的內心，正是戲劇、文學在做的事。

當然我也無法保證未來的我一定會進入劇場工作，但我相信在這段學生生涯的多方
接觸之後，未來在選擇工作時的廣度也確實會增加許多，除此之外，在撰寫劇本或
是構思題材的同時，也是我與社會持續進行互動與反思的過程，若是能夠讓自己的
創作被更多人看見甚至獲得共鳴，我相信這也是我選擇這條路的最大回饋。

舞台燈好熱好熱，排戲好累好累，但是能做一齣戲，卻好幸福好幸福。
於是，在出社會一年後，看到臉書上戲俊人學妹的私訊：「我們要做一齣戲了。」
我回了一個笑臉，因為，能做一齣戲，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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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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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只是自以為的重複過著事實上每天都大不相同的日子，猶如戀愛一般，固然有著剎
那間天雷勾動地火的驚心動魄，更多的或許不停出現在生命中，只待發覺與感知。而
帶著人們走入生活、探詢自己的內心，正是戲劇、文學在做的事。

當然我也無法保證未來的我一定會進入劇場工作，但我相信在這段學生生涯的多方
接觸之後，未來在選擇工作時的廣度也確實會增加許多，除此之外，在撰寫劇本或
是構思題材的同時，也是我與社會持續進行互動與反思的過程，若是能夠讓自己的
創作被更多人看見甚至獲得共鳴，我相信這也是我選擇這條路的最大回饋。

舞台燈好熱好熱，排戲好累好累，但是能做一齣戲，卻好幸福好幸福。
於是，在出社會一年後，看到臉書上戲俊人學妹的私訊：「我們要做一齣戲了。」
我回了一個笑臉，因為，能做一齣戲，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



結束與未完

我們，到底是誰？且讓我們靜靜地說。

劇場是空的空間，開放的門，喜歡看著眼睛發亮的你們，上台一鞠躬。雖
然，下台後倏忽空悠，彷彿夢裡南柯；相信我，世人與天使都在注目你們
的生命扮演，直至天路的亮光。繼續努力，幕，尚未落下…

阿甘說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沒有吃下去之前永遠不知道箇中滋味。這個
計劃也像一盒巧克力，每個參與其中的人（包含我自己），在開端都是一
個未知。然而無論苦甘，「巧克力禮盒」總聯結著美好的祝願與甜蜜的期
待。即使初嘗苦口，假以時日，仍會有韻味在口中回甘發酵，成為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一頁感動。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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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加入戲劇培育團隊是畢業後最美好的收穫，能充滿激情地實踐夢想規
畫課程、積澱創作能量，對我是非常奢侈的差事。雖這場繁花盛景就要
結束，但我知道這段期間累積的飽滿動能，將會在所有參與者心中緩效釋
放，成為日後人生的養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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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紀錄」的，總有一天
會失落，或是腐朽。
作為「記憶」的，總有一天
會被翻找出來，細細回味。

有一天，你們或我們，終將遠行。
請記得，留在這兒的，與帶走的，除擱在心頭煉為感動，也將成為照亮生命最深刻的天光。

這個計畫，讓我認識了戲劇的許多面向，它美不可言，如詩般的隱喻感極強，
卻又切合人生，真實的如同生活。若是沒有這樣的計畫，我想今生的我對戲劇
仍然會停留在初學者的階段吧；看過便是，卻無法深駐於心。詩珮老師說過，
沒有藝術不會死，但沒有藝術會生不如死。我想這樣的計畫讓我真正活了過來
吧！而這迴響，必也如同絕妙的交響樂，在我們戲俊人的人生之橫樑上，繚繞
一生，餘聲不絕！

是的，這裡的戲可能演完了；
但怎有可能落幕呢？

有人問我說，戲劇這條路既不是我的專業，也沒有穩定優渥的前途，為甚麼我大學
時會不停地一意孤行向這塊前進。我無法反駁。在台灣無論是資源還是文化素養，
舞台劇都是不受重視的小流文化，即使是電視螢幕上的光鮮亮麗，背後仍暗藏許多
外在的競爭和內部的劣勢。但戲劇天生有一種魅力，讓枯燥的人生變得璀璨多彩。
有人一生活得庸庸碌碌，可我在舞台上，死過、哭過、笑過、瘋過，各種酸甜苦辣
都嚐過之後，我才知道，戲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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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旅行總有終點，這裡的戲總會落幕。
但我們與你們，將攜帶著幾年來的收穫，

走向，
彼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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