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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摘要表 

提案單位 財團法人新港文教基金會 

計畫名稱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 

104 核定經費 4,770 千元 108 調整核定經費 4,890 千元 

推
動
願
景 

本計劃依據新港 30 年參與社區營造之理念與經驗，透過理念宣導、人才培育、

組織營造、具體行動等步驟，以青年向社區銀髮族挖寶方式翻轉社區生活文

化，滾動新港偏遠的村落社區及新港周邊鄰近鄉鎮，保存、展現、分享社區特

色，組織、動員、參與，以展現社區長期的運作與支持系統之品牌形象，期望

達到以下「六新」目標： 

（一）以新活力翻轉生活文化 

（二）以新觀點滾動社區參與 

（三）以新氣象培育在地人才 

（四）以新動能媒合藝術創作 

（五）以新思維激發社群能量 

（六）以新亮點展現品牌形象 

計
畫
摘
要 

與新港與溪口等高齡化、青年人口外流、數位落差嚴重、資源不足的社區村

落合作，以資源平台的角色，結合在地青年與銀髮族；透過青年的陪伴、傾

聽、紀錄與編輯，採擷銀髮族的生活記憶與生命智慧，共創社區傳家寶與身

體藝術寶藏，並透過展示、保存、轉化為社區放伴‧新港走讀之分享、桌遊、

數位媒體、小旅行、導覽解說、體驗、工作假期等，終極目標是將社區傳家

寶、藝術寶藏、走讀新港等各跨域合作成果，於每2年辦理一次新港青銀藝術

祭，成為青銀共創之品牌經營。 

分
年
階
段
性
目
標 

一、105 年 

(一)計畫修正及討論、(二)合作社區拜訪討論、(三)合作團隊盤整聯繫 

二、106 年 

(一)新港社區傳家寶 

1.找尋社區傳家寶   2.啟發身體藝術寶藏 

(二) 社區放伴─走讀新港 

1.咱來放伴─阿公阿嬤社區走讀 

2.新港慢步香─社區走讀小旅行 

三、107 年-109 年 

(一)新港社區傳家寶 

1.找尋社區傳家寶 

2.啟發身體藝術寶藏 

(二) 社區放伴─走讀新港 

1.咱來放伴─阿公阿嬤社區走讀 

2.新港慢步香─社區走讀小旅行 

3.農村體驗‧工作假期 

(三)打造世代交流平台─青蘋果新樂園：新港青銀藝術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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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社區營造青銀合創實驗方案】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成果報告 

 

一、 108 年度計畫目標 

本計劃將依據新港 29 年參與社區營造之理念與經驗，透過理念宣導、人才培育、組織營造、

具體行動等步驟，以青年向社區銀髮族挖寶方式翻轉社區生活文化，滾動新港偏遠的村落社

區及新港周邊鄰近鄉鎮，保存、展現、分享社區特色，組織、動員、參與，以展現社區長期

的運作與支持系統之品牌形象，期望達到以下「六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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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新活力翻轉生活文化 

    結合新港在地高校義工、新港大專青年聯誼會(簡稱新港誼)義工、甲文青義工、國立

新港藝術高中師生、新港在地與外聘視覺與表演藝術青年藝術家（團隊），進駐新港與溪

口共計 14 個社區，透過青年的陪伴、傾聽、紀錄與編輯，採擷銀髮族的生活記憶與生命

智慧，共創社區傳家寶與身體藝術寶藏，並透過展示、保存、轉化為社區放伴‧走讀新

港之分享、桌遊、動畫、小旅行、體驗、工作假期等社區新活力，翻轉分享在地生活文

化。 

 

（二）以新觀點滾動社區參與 

    新港鄉多屬人口老化之農村，二十九年來在新港社區村落不斷透過結合藝術團隊的

「文化腦袋」進駐擾動，可以發現各社區建構出自己的支持系統，期望透過基金會的高

校義工與新港誼成員組成小組進駐執行社區，陪伴與傾聽社區長輩，將長輩的傳家寶物

件進行挖掘整理，來滾動社區跳脫既有的思考模式，發展社區的創新觀點與自我特色的

發掘與文化保存推廣。 

 

（三）以新氣象培育在地人才 

新港鄉因屬於傳統的農業縣，缺乏就業機會與管道，造成近年來人口老化、外移的現

象，無法留住在地優秀人才，透過本計劃強化在地青年的參與、專業藝術團隊的年輕藝術

家，與加強運用國立新港藝術高中師生、在地大專青年、新住民、將退休與退休之經驗豐

富專長人才的黃金人口，以及 65 歲以上銀髮族老有所用，讓社區透過學習、實踐、反思、

再學習之循環歷程，深化組織人才之培育工作，創造在地文化新氣象。 

 

（四）以新動能媒合藝術創作 

青年藝術家進駐到新港的社區之中，帶領老人家發掘身體的密碼，透過藝術的開發與

陪伴，媒合深具藝術介入經驗之藝視覺藝術創作、熟齡律動、歌唱圈等方式之青年藝術團

隊進駐，透過互動工作坊，學習、討論、創作、分享，轉動老人家智慧的年輪，也讓在地

青、中年階層可以有機會學習老人家的生活智慧，以「老有所用，青(中)有所成，幼有所

養」，開創青銀共榮(融)的生活的新動能。 

 

（五）以新思維激發社群能量 

本計畫之實體執行於新港，以故鄉實體人際關係為核心的網絡連結，將協助社區共同

體意涵超越時空的限制，從計畫執行起，將透過新港文教基金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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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每月發行之會訊等，即時為旅外鄉親報導家鄉社區傳家寶、身體藝術寶藏、新鮮事的

影音、照片，不因時空差異而有距離，提升旅外鄉親對家人親友的了解與關注，聯結視覺

藝術、表演藝術等多元社群、旅外可能返鄉之人才，建構最即時性、互動性、且全球性的

社群能量，打破空間新思維。 

 

（六）以新亮點展現品牌形象 

以本計畫青銀合創完成之社區傳家寶為基礎，結合新港媽祖信仰宗教文化、社區營造、

各特色產業與職人 DIY 體驗的人文之旅。這其中包括社區的生活型態、生產智慧、生命

意義及其相關的文字、圖像、聲音、產品以及服務。並經由體驗式的遊程設計，讓民眾透

過眼、耳、口、鼻、手，以社區為舞台，搭配四個方案設計執行，實際展現「青銀合創的

價值」品牌形象。 

 

六、 全案執行情形說明 

（一） 各項工作執行概況(包含青銀合創推動情形) 

1. 團隊(青年與執行單位)、與在地社區的互動、回饋或服務機制 

        (1)透過尋找新港社區傳家寶： 

  年度 

內容 
108 

找 

尋 

社 

區 

傳 

家 

寶 

社區挖寶 

4 議題 

(1)古民社區─宋江陣 

(2) 宮前村、宮後村、大興村、福德村─北管：舞鳳軒劇團 

(3)西庄社區─阿嬤ㄟ新娘衫 

(4)宮前村、宮後村、大興村、福德村─新港舊市場 

文化展示 

(1) 青銀藝術祭聯合展演 

(2)新港文化館‧25 號倉庫、新港文教基金會會訊或其他公共場域 

記憶保存 

訪談文字記錄、影像記錄、剪輯、編輯、紙本印刷、網路 

加值產品─新港走讀 

新港走讀小旅行 4 場 

台日青年文化交流假期 1 場 

新港 1/2 自然農場繪本 1 冊 

古民國小宋江陣繪本 1 冊 

 

青年團隊 傳家寶議題 社區 回饋服務機制 

新港大專青年

聯誼會、新港

高校義工 

宋江陣 
古民社

區 

透過挖寶、傳承、展示、保存等機制，將於

民國 78 年 2 月在校友陳錦煌醫師的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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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地方人士出錢出力，以及家長們的熱心

支持所促成成立的古民國小宋江陣作完整

的調查紀錄。早期為 4-6 年級學生參加，近

年因少子化，全校 1-6 年級學生幾乎全部參

與，是古民社區不可或缺的精神象徵。 

新港大專青年

聯誼會、新港

高校義工 

北管─舞鳳

軒劇團 

宮前村

宮後村

大興村

福德村 

透過挖寶、傳承、展示、保存，將百年歷史

的新港舞鳳軒北管劇團之歷史與傳習作調

查紀錄。舞鳳軒創設可追溯至清咸豐年間，

在業餘子弟戲團中頗享盛名。至日治時期，

明令禁止，又因時代變遷而漸式微，直至民

國 83 年北管戲曲傳習。但目前仍陷於老輩

逐漸凋零的危機中。 

美編組義工、

青年義工、新

港採編營學員 

新港舊市場 

宮前村

宮後村

大興村

福德村 

透過挖寶、傳承、展示、保存、新港走讀─

採編營，將新港舊市場即新港公有零售市

場，過去新港人日常生活的所在，現今，因

時空的演變，雖只剩空蕩的空間，但它依舊

記憶著新港的歲月與繁華，今年，聚焦於新

港鄉公所即將拆除的人文書局，以及布莊、

種子店、中藥店等，由採編營學員實地採訪

現存的每個店家與堅持與故事，並編輯為 4

個專題故事，於基金會 11 月會訊發表。       

新港大專青年

聯誼會、新港

高校義工 

阿嬤ㄟ新娘

衫 

西庄社

區 

透過挖寶、傳承、展示、保存，將位於新港

最東邊的村庄─西庄村阿嬤的新娘衫故事

訪談採擷與紀錄。每一位阿嬤攏有 收藏近

60 年ㄟ新娘裳！再次翻出壓箱寶套在身上

時，彷彿看到"當時欲嫁"ㄟ美麗！        

 

加值服務 

1/2 自然

農場、咬

仔竹社

區、古民

社區等 

新港走讀小旅行 4 場、台日青年文化交流 1

場、採編營 1 場 

1/2 自然農場繪本 1 冊 

古民國小宋江陣繪本 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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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啟發身體藝術寶藏： 

   年度 

內容 
108 

啟 

發 

身 

體 

藝 

術 

寶 

藏 

媒合藝術家 

藝術互動工作坊 6 場 

(1)生活舞蹈與輔導工作坊─新港鄉古民、菜公咬仔竹、安和、馨園、南

港、板頭、海瀛、埤子、西庄、扶緣服務協會、六腳鄉崙陽社區、工廠村

社區、水上鄉寬士社區、太保市太保里、水牛厝社區、民雄鄉福樂社區、

福興社區(1) 

(2)生活舞蹈火舞工作坊─新港誼、高校義工(1) 

(3)視覺創作─中庄、月眉+月潭社區(2) 

(4)故事劇場─新港舞鳳軒北管劇團 VS 阮劇團(1) 

(5)歌唱圈─潭大+共和+北崙社區(1) 

咱來放伴+小展演 

新港老勢大 歡樂嘉年華(1) 

新港作食人─掌上翩創作展(3) 

新港四季風─夏日 Fun 音樂、平安來過冬(3) 

社群分享 

     

合作 9 個青年藝術團隊與 26 個社區： 

青年團隊 

藝術家 
藝術類別 社區 回饋服務機制 

王正芬 

/潤福生活事業老人

肢體開發課程教師 

熟齡律動

─肢體開

發 

新港鄉古民、

菜公咬仔竹、

安和、馨園、

南港、板頭、

海瀛、埤子、

西庄、扶緣服

務協會、六腳

鄉崙陽社區、

工廠村社區、

水上鄉寬士社

區、太保市太

保里、水牛厝

社區、民雄鄉

福樂社區、福

興社區等 17

個社區 

徵募社區青年、中壯年，培養 25 位

種子教師。結訓後，於新港各社區銀

髮族關懷據點、長青活力站、樂活

站，及長照據點，帶領銀髮族肢體開

發課程，約 500 位銀髮族參與。 

108 年上半年，藝術家至太保市太保

里、新港素園、南港大崙、大潭、板

頭等據點實地訪視種子教師帶領銀

髮族肢體運動，並給予指導，以提升

實務經驗與技術。10/31 起，安排 8

小時的進階培訓，並招募新港地區長

照巷弄站照服員一起參與，有六腳鄉

崙陽社區、工廠村社區、水上鄉寬士

社區奉天宮濟公廟照護關懷據點、太

保市太保里、水牛厝社區、民雄鄉福

樂社區、福興社區新夥伴加入。 

種子教師團 

/106 年徵募社區青

年、中壯年，培養

25 位種子教師。結

訓後，於新港各社區

銀髮族關懷據點、長

青活力站、樂活站，

及長照據點，帶領銀

髮族肢體開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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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言箴 

/國立台南大學音樂

系研究所、台南藝術

大學國樂系畢業 

目前任教於勝利國

小新生合唱團、養生

文教協會合唱團。 

歌唱圈 

潭 大 村 籃 仔

厝、共和、北

崙社區 

籃仔厝為嘉義縣新港鄉潭大村與共

和村的交界處的一個純樸小聚落，務

農為主，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嘉義新港

教會的主要傳道區。隨教會信仰與音

樂啟蒙，在田園務農的辛勞中，因為

音樂與信仰，讓生活依舊平衡美好。 

今年社區的年輕人想要與銀髮族開

始唱合唱了，要把握青春，盡情享受

合唱帶來的快樂，並邀集基督教長老

教嘉義新港教會詩班的長輩一起，在

每次合唱的時候，忘卻一切的煩惱與

不如意，讓歌聲舒發情感，讓和聲撫

慰心靈吧！  

 

顏孝丞 

/新港青年 

國立台南大學音樂

系研究所主修鋼琴 

目前於養生文教基

金會合唱團、明興社

區合唱團、muse 合

唱團擔任鋼琴伴奏 

鄭妙音 

/國小音樂教師 

田園 Let’s Go 樂團

團長、奧地利國立格

拉茲音樂暨表演藝

術大學木笛演奏家

藝術碩士 

TRUE SPIN  

TS 火舞團 

/台灣少見的專業火

舞團體，從火鞭、火

棍、火球、火呼啦、

火扇。以創意編舞， 

生活舞蹈

─火舞 

新港街面的宮

前、宮後、大

興、福德 

火球、火棍，是新港青年(新港大專

青年聯誼會、新港高校義工)的傳承

象徵，也是每年的迎新晚會最炫、最

具青年熱力的高潮。希望藉由 TS 火

舞團工作坊的加持，讓新港青年義工

的傳家寶，能夠繼續傳承且技術精

進、更具創藝，而能發揚光大！ 新港誼、高校義工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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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江等 

/「新港舞鳳軒北管

劇團」總綱 
故事劇場  

首次結合傳統北管戲劇與現代劇團

的跨域學習，由阮劇團儲備團員至新

港北管見學，教學相長，從北管鑼

鼓、鈸鈔等樂器學習為基礎，「扮仙」

為想像，發展各種共創的可能。 

陳品潔等 

/阮劇團演員+儲備

演員 

陳俐穎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術系畢業、台南應

用科技大學 107 級

畢業總審特優獎 

2017 月津港燈節，

作品製作 視覺藝術 
月眉+月潭社

區 

新港因於 1916 年大地震後，邀請大

陸福建的交趾陶藝師洪坤福到新港

奉天宮作修護工程，將交趾陶藝術

在新港開枝散葉，讓新港有「剪黏

交趾巢」之稱。至今新港從事交趾

陶及剪黏的從業人數為全台之冠，

目前約有 60 多位的藝師，從事相

關產業。新港板頭村更結合剪粘/交

趾陶藝術，發展觀光、交趾陶飾品、

交趾陶體驗 DIY 等產業。 

以傳統交趾陶與現代陶藝的融合模

式，期待透過「土」產生更多的對

話。 

月眉長青活力站 

楊海茜 

/海貓工房負責人 

從事布藝、手工飾

品、鋁雕教學及創作 
視覺藝術 中庄社區 

藝術不只進到生活空間，更開始逐漸

變成人與人、人與環境互動的媒介。

農業是台灣傳統生活的根本，亦可視

為台灣歷史文化的核心，展現人與土

地、環境與藝術的依存關係。中庄大

多種植蔬菜，藉由早期農村地景─雙

合寮仔的想像，建構出屬於在地風

景。 

中庄社區關懷據

點 

加值服務 

社區放伴

小展演 

新港國中活動

中心 

新港公園 

新港文化館 25

號倉庫 

生活舞蹈─火舞 1 場 

熟齡律動─肢體開發 1 場 

歌唱圈 1 場 

故事劇場 1 場 

視覺藝術 3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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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放伴

走讀小旅

行 

新港公園 

新港文化館 25

號倉庫 

新港四季風─夏日 FUN 音樂 

新港作食人─掌上翩創作展 

新港四季風─平安來過冬 

社群分享 網際網路 基金會臉書粉絲專頁相關貼文總曝

光數與觸擊人數總計 313,339 人次 

   

2、青年(團隊)與在地社區(銀髮族)協力轉譯及應用地方知識情形 

     ☼找尋新港社區傳家寶 

    社區傳家寶定義上指的是社區中大家珍惜，並且，可以傳諸後世的文化內涵；是

可以用來教育孩子認識自己，學習長大的在地知識；是社區人代代傳承，引以為傲，

建立自我認同，以及光榮感的由來；是社區營造過程中建立共識，鼓勵參與，彼此溝

通與了解的方式。 

基本上分為三層次 

一、社區共同的傳家寶：如環境景觀、社區特有民俗技藝（如雙合寮、竹編）、建築、

飲食、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 

二、個別家庭的傳家寶：每一家庭經年累月留傳下來有價值的有形及無形的東西，如

阿嬷的手路菜、阿嬤的新娘衫、老照片…等。 

三、每個人的保有的傳家寶，有可能已經是家庭或社區傳家寶，可以一起學習、欣賞、

傳承…，也有可能深藏心中技藝、潛能，因為現實環境的限制，老了之後才發揮

出來，創造人生第二春。 

除了這三層內容，可進一步延伸，為了傳家而有促進社區合作，共創、提昇傳統價值

的意涵。 

在網路虛擬時代，發掘、整理、學習社區傳家寶，有助於幫助被電腦、手機等機

器佔據太多時間，而忽略人與人關係營造的年輕人，重從新找回自己當個人的根本價

值，特別本計劃由年輕世代當傳承者，向社區長輩學習，發現社區傳家寶，進而和被

傳承者合作，共同創造出社區可以傳諸後世的新價值，期能解決當今世代斷裂，基層

社區文化敗壞等問題。 

每個社區、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感動故事，不論是社區共同努力經營生活環

境；自己家中富有歷史傳承的物件或是獨特技藝。透過親身體驗真實的在地場域及

生活景象，傾聽社區銀髮族分享著屬於他們的故事，由新港在地高校義工、新港大

專青年聯誼會（簡稱新港誼）義工、國立新港藝術高中青年師生，扮演傾聽者與紀

錄編輯，感受融合知性與感性的文化感知要素，共同編織社區故事；也透過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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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過程找到他們的「存在的價值」；並經由執行社區居民的參與式活動與討論，

從各家故事中，探討出「社區共有世代相傳的價值」，成為社區傳家寶。以銀髮族與

青年之間不同以往的學習互動與社區觀察經驗，帶動生活景物、在地關懷等觀念的

轉移，突破以往局面，形成一股在地崛起的力量，利用「重新認識」帶動跨界的相

互認識、理解與關懷，形成新一代之生活理念、建構「社區共有世代相傳的價值」，

讓城鄉雙贏成為可能。 

※分項內容： 

1)學習工作坊：新港文化採編營 

邀請國內採訪編輯專家學者給予學習課程。從青年個人所在的社區村落出發，藉

由去觀察生活環境、對地方文化的深入了解認識、對地方的情感、對地方產生認

同，進而關心生活週遭事物，兩天進行採訪編輯營(包含專題演講、導師時間的討

論、進行實際採訪、進行文字撰寫與編輯)  

 

學習工作坊─新港文化採編營 

參與： 

  1、新港文教基金會美編組義工擔任導師 4 人 

2、新港國中、高中、大專青年義工及大義工 30 人 

3、採訪編輯營學員 10 人 

進行方式： 

  1、4/18 與美編組義工討論今年採編營方向 

  2、7/30 與美編組義工進行採訪編輯營的主題會議討論與分組 

  3、7/31-8/8 各組導師進行店家的拜訪與事前準備 

  4、8/6 與各組導師進行行前會議討論採訪方向 

  5、8/10-8/11 兩天進行採訪編輯營(包含專題演 

     講、導師時間的討論、進行實際採訪、進 

     行文字撰寫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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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工作坊─新港文化採編營 

邀請阮義忠攝影工作坊阮璽老師，幫

學員設計一堂輕鬆幽默的攝影課，老

師說：「攝影不只是按下快門而已，得

不斷地跟自己與作品對話，透過整理

與編輯產生思考，否則沒意識地按快

門跟不整理作品，照片也將只是沉睡

在硬碟裡的一個個無用檔案罷了！」

透過老師分享的一件件的作品中，與

學員不斷的對話、討論，更加深學員

對於圖像畫面的構圖感。 

    

文字編輯則邀請曾任《The Big Issue 

Taiwan 大誌雜誌主編》黃銘彰主編。

從 2019 臺灣文博會《本地 The Place》

刊物的編輯經驗出發，分享自身對於

地方事務採訪寫作、編輯企劃的經

驗。此外，也將分享過去在《The Big 

Issue》、現階段自由接案工作時，主責

過的編輯企劃發想與執行過程及對於

地方事務編輯的探索與觀察。 

   

 

 

 

2)社區挖寶： 

由基金會的新港誼、甲文青成員、高校義工等組成小組進駐執行社區，陪伴與傾

聽社區長輩，將長輩的傳家寶物件進行發掘整理，讓重要物件不只是收藏於家中

倉庫，或是讓生活故事只存在老人家的記憶中，將其賦予新生命與保存價值。 

3)生活傳承： 

 透過傳家寶的紀錄與分享，讓社區到家裡多了一個聊天話題，讓銀髮族可以與下 

 一代分享，讓後輩深入了解物件意涵。同時藉由訪談紀錄、手繪圖稿、模型製作 

 或拍照保存等方式，作為社區下一代學習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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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社區傳家寶Ι─古民社區「宋江陣」 

時間：2019 年 3 月 12 日(二) 9：15~10：30  

地點：陳水龜先生住宅 

出席人員：侯智桓、吳俊謀、林致遠 

受訪人員：陳水龜、陳四郎先生（新港順武堂子弟） 

訪談提綱： 

1.聽說很久以前新港有很多武館，您的父親也是主要的號召者，跟住在後街的黃善化先生的父

親一起經營武館，能否跟我們談談您的記憶？ 

2.以前會來參加武館的成員大概是哪些成員？年齡大概是幾歲？大家為什麼會想來參加呢？ 

3.武館的成員主要會學什麼內容？ 

4.我曾經聽說，以前適逢媽祖生，新港主要的武館都會出獅陣到廟口表演，而且是要抽籤決定

順序，大家彼此較勁，你們也有參加嗎？ 

訪談過程記錄： 

三月廿三媽祖生‧順武平和齊拚陣：在民國 40 年代，新港曾經有著文武館風靡社區的記憶。彼

時的新港，文館以同樂軒、新義軒為代表；武館有順武堂、平和館各據一方。每逢農曆三月二

十三媽祖生，順武堂與平和館會在廟口打拳、簽圈。表演前依據各團體抽籤順序，從二十一日

到二十三日依序表演黃蜂出巢、白鶴拳等民俗技藝，武館間互相拚陣、廟口出陣與看熱鬧，更

是老一輩新港人獨有的記憶。這些武館，在工商尚未繁榮的時代，是年輕人平時生活、學習健

身的地方，上百人的武館就在三合院大埕前操練。每逢過年過節、神明生、娶新娘或是節慶時，

總能看到武館的旗幟在大街飛舞。但這樣的傳統，到了 1970 年代，隨著工商經濟發達，農村人

口日漸減少，武館風氣逐漸沉寂。至此，武館成為新港人歷史的斷篇。 

 
 

 

新港順武堂接駕陣頭 新港平和館-出自黃善化先生之早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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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 年 3 月 12 日(二) 14：00~15：00  

地點：古民國小中庭 

出席人員：侯智桓、吳俊謀、林致遠 

受訪人員：林明弘老師 

訪談提綱： 

1.這幾年新港的國小招生相當激烈，特別是偏遠的學校，古民國小有影響嗎？宋江陣的成員 

 有減少嗎？  

2.目前宋江陣的成員大概有多少？面對新生數減少的情況，有什麼方法來面對嗎？  

3.家長對於家中小孩參與宋江陣的的意見大概是怎麼樣？社區又怎麼看國小的宋江陣 呢？  

4.目前宋江陣會參與的活動主要有哪些呢？ 

 

訪談過程記錄： 

    社區草根的進步力量從未放棄文化的復興。新港出身的林懷民老師，有感於雲嘉地區宋江

陣文化漸趨沒落，缺乏傳承教育的機制，為了不讓宋江陣的文化加速消失，遂與陳錦煌醫師及

地方人士倡議，由鄉內國小成立宋江陣。幾番詢問鄉內各國小意願後，最終在民國七十八年二

月，於新港北側的古民國小成立宋江陣，並聘請國家薪傳獎得主─謝鬧枝老師，到古民國小指

導學生學習宋江陣。 

    由於宋江陣的操演須手持武器與金屬道具，為了顧及學生安全，初期練習採用的道具均由

當時的吳錦松主任與黃旭輝老師，親自以木材與藤編手工製作，以減少練習過程的危險與增加

成效，也避免金屬武器在武打過程中可能引發的碰撞與聲響。兩位老師甚至遠赴他校觀摩，只

為學習最傳統的宋江陣。文化的斷層，在年輕一輩紮穩馬步、蓄勁張弓的練習下，再度活躍起

來。古民國小承襲前輩的武德風範，成立以後迄今三十年，大大小小的南征北討表演，可以說

是技藝超群。1998 年，古民國小宋江陣更跳上新港國際社區兒童藝術節的舞台，向世界大展台

灣傳統藝陣，是新港在地文化開始走向世界的里程碑。除此之外，宋江陣也積極參與社區的祭

典活動，無論是大甲媽祖至新港進香、新港正月十五元宵遶境、平安來過冬等活動，都可以看

到宋江陣參與其中。 

    而三十年後，時代的巨輪，再次把文化守護者推向新的挑戰。近年來，新港地區的國小招

生班數銳減，加上推拉效應，古民國小的新生人數銳減，推拉效應也有影響；而宋江陣練習的

紮實過程，使得學員組成更加不易。加上現今家長對於陣頭文化有不同想法，所有的課程都必

須加倍努力。現有古民國小宋江陣成員有 24 人，均由三到六年級的學生組成，遠不如以往盛大

的陣容。而為了因應人數減少，古民國小進一步將宋江陣編入校本課程，利用共同體育課的時

間來編組宋江陣。第一代師傅謝鬧枝的兒子─謝志忠老師，子承父業，繼續從台南往返嘉義新



15 

 

 

 

 

 

 

港親自指導小朋友學習，並由全校三到六年級老師協同教學。這些宋江陣的小朋友，平時除了

學業以外，也在武術技藝上學習，除了增進體能，也學習不同陣式當中的團體合作與默契，更

可貴的是對在地文化的守護與付出，成為文化的傳承者。然而，這十幾年來宋江陣的變遷，也

顯露出不同時代下對於在地文化的挑戰。 

  

  

第一代師傅謝鬧枝的兒子─謝志忠老師，子承父業，繼續從台南往返嘉義新港親

自指導小朋友學習，並由全校三到六年級老師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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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 年 5 月 14 日(二) 14：00~15：00  

地點：古民國小中庭 

出席人員：高千惠、陳筑靜 

受訪人員：古民國小師生 

影像記錄： 

  

 

 

 

 

透過影像紀錄，將每個角色的動作、兵器進行拍攝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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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尋社區傳家寶Ⅱ─街面四村「北管─舞鳳軒劇團」 

時間：2019 年 5 月 27 日(一)10：00~12：00 

地點：陳朝江團長家 

出席人員：徐家瑋、李冠儀、王淑宜、曾時模 

拜訪對象：舞鳳軒第六代陳朝江團長 

拜訪內容紀錄： 

一、 新港舞鳳軒歷史由來 

  北管音樂大約在清代乾隆年間（約 18 世紀中葉）隨著福建漳州的移民傳到臺灣。北管雖

然是福建漳州地區所流傳的戲曲音樂，但是在當地並沒有相關的音樂團體組織。北管戲曲

之所以在臺灣興起，成為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娛樂與寄託，與早期移民抵達臺灣所面

臨的生存壓力與各種挑戰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北管可以是台灣特有的戲曲文化。 

  北管在臺灣興起之後，迅速地成為民間最普遍的傳統戲曲與音樂，深入民間的每一個角

落。除了酬神的演出之外，子弟團之成員有婚喪喜慶等活動時，子弟們也會以北管戲劇來

助興。 新港北管主要代表的樂團有同樂軒、舞鳳軒、新義軒等。同樂軒是由新港富商洪粉

員在清同治 10 年所創立的北管軒社，同樂軒北管先生經常被邀請至雲林、嘉義以及台南各

地的北管軒社教館，新港因而贏得了「北管巢」的美名，對於雲嘉南地區北管音樂的傳承

有很大的貢獻。大正初年（1912），由於新舊團員之間對於演出的形式意見分歧，新團員於

是自立門戶、成立了舞鳳軒，不久之後，由於團員人數眾多，又再分出了新義軒，顯示出

北管音樂當時繁榮的景況。當今，舞鳳軒是臺灣少數仍然活躍的北管軒社之一，並且繼續

致力於北管音樂的傳承與推廣。 

二、 北管音樂的特性 

  南管與北管是台灣民間兩大傳統音樂。「南管」音樂保存漢、魏、唐、宋以來的音樂特點，

並累積了元、明、清歷代的音樂遺存。最先流行於福建省以泉州為中心的閩南語系，隨後

流傳到澎湖、臺灣本島，以及東南亞的華僑社會。南管演奏時，可唱可奏，搭配泉州古腔，

感情豐富音樂婉轉悠揚，其主要的樂器以以琵琶為主導搭配洞蕭、三絃及二絃輔助。  

  北管音樂的曲調高亢，傳入台灣的時間較南管為晚，大約在清代中葉，隨著福建以漳州為 

主的移民傳入，成為臺灣傳統音樂的主要樂種之一。是人們農務後的休閒娛樂，更被廣泛   

應用於各種場合當中，與人民生活緊密結合，特別在廟會，婚喪喜慶的場合中，更常被用

來當作歌子戲、布袋戲伴奏的音樂。北管樂曲分成牌子、絃譜、細曲和戲曲四種。 

 

 



18 

 

  
陳朝江團長(二師兄)，講述著新港舞鳳軒的脈絡由

來。 

陳朝江團長(二師兄)，唱著北管戲曲的特色。 

  

二師兄打開樂器箱，介紹舞鳳軒的樂器特性。 介紹著通鼓與扁鼓的特色與音樂特性 

 

時間：2019 年 6 月 25 日(二)10：00~12：00 

地點：新港文教基金會、國立新港藝術高中文物館 

出席人員：徐家瑋、陳祐甄、王照明、王淑宜、曾時模 

拜訪對象：舞鳳軒第六代陳朝江團長 

訪談內容紀錄： 

◎「出陣北管」：繞境時的北管團的行列 

    繞境時的北管團主要以鼓吹樂隊為主並以出陣行式演奏。以下就北管樂器、繞境時的演

奏方式及陣頭隊伍排列順序說明。 

1.北管樂器分類：北管樂器主要分成鼓板類樂器、銅類樂器、線類樂器、吹類樂器四大類。北

管屬於合奏式音樂，編制上主要分為絲竹樂隊和鼓吹樂隊兩大類。 

2.鼓板類樂器：包括北鼓（由總綱擔任，如同樂團指揮）、通鼓、大鼓、扁鼓、搏拊、板、叩

子和柷。 

(1) 銅類樂器：指的是以銅錫合金打造的樂器，多為節奏性樂器，包括鈔（鐃）、 雙音、鑼、

大鑼、七音、銅鐘和響盞。 

(2) 線類樂器：就是西方樂器分類法之中的絃樂器。依演奏方式的不同又分為擦奏式與撥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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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傳統的稱呼為豎線與倒線。 

(3) 吹類樂器：即管樂器，包括大吹（即嗩吶），小吹（小型嗩吶，又稱為噯仔）、叭子、品、

箎、籥、龍頭笛、塤和笙等。 

3.繞境時的演奏形式：北管演出分為牌子演奏與戲曲演奏。牌子演奏用於出陣與排場兩種型

式，戲曲演奏又分為清唱和上棚裝扮演出。 

(1)出陣：即行進中的演奏，樂隊的編制為鼓類樂器（北鼓和通鼓各一），銅類樂器（大鑼、大

鈔、小鈔、鑼和響盞各一）以及吹類樂器（嗩吶兩支以上）。北管團的行進隊伍順序為出陣

樂隊的最前面是大鑼，接序為銅類和鼓類樂器，隊伍的最後面是嗩吶。大鑼通常由兩人用

雕刻精美的鑼桿扛著，鼓類樂器則置於雕工細緻華美的鼓架，由兩人扛著以便行進間演奏。 

北管軒社的鼓架由於雕工精美，兼具實用與藝術的價值，又稱為花籃鼓架，在出陣演出時，

是子弟軒社的代表性行頭。 

(2)排場：是坐在固定場地的演奏，樂隊編制與出陣時大致相同，座位的順序有兩種，其一為

鼓類樂器在中央，鑼和鈔分別位於鼓類樂器的左右兩側，嗩吶位於左右兩側的前緣。其二

為所有銅類樂器位於鼓類樂器的右側，嗩吶則位於左側。 

(3)陣頭隊伍排列：繞境時的隊伍排列順序一般為：繡旗→鑼→大鈔、小鈔→鼓→嗩吶。大繡

旗在排場繞境時由團員舉著，是軒社的基本行頭。大繡旗正面為軒社名稱，背面多為北管

的戲曲故事。 

  

二師兄介紹著牌匾 鼓類樂器則置於雕工細緻華美的鼓架 
  

二師兄敘述著舞鳳軒出陣之情況 舞鳳軒的曲簿，紀錄著各式表演曲目 



20 

 

 

找尋社區傳家寶Ⅲ─西庄社區「阿嬤ㄟ新娘衫」 

訪問時間：2019 年 8 月 22 日(四) 10：00~11：30 

地點：新港鄉西庄村 

出席人員：徐家瑋、洪維綸、鄭敦澤 

訪談數量：西庄村 4 位 

 

   

「阿嬤~您叫什麼名？」「您今年幾歲？」「您幾歲嫁來西庄ㄟ？」「您嫁ㄟ時陣坐

什麼車來ㄟ？」今天新港少年家來到新港最東邊的「西庄村」，來與一群擁有少女

心的阿嬤們開講，回憶青春少年時，不論是鼓吹八音迎娶、坐轎、坐三輪車，亦

或是坐「海呀」嫁來的，手捧著保留六七十年到現在的新娘衫，雖然已穿不下，

但乘載著一輩子為家庭ㄟ青春歲月。 
 

 

訪問時間：2019 年 8 月 29 日(四) 10：00~11：30 

地點：新港鄉西庄村 

預計出席人員：李美賢、鄭百珊、陳癸綿、鄭敦澤 

預計訪談數量：西庄村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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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間：2019 年 9 月 5 日(四) 10：00~11：30 

地點：新港鄉西庄村 

預計出席人員：李美賢、江長益、鄭敦澤、徐家瑋、林鈺婷 

預計訪談數量：西庄村 3 位 

  

月桂阿嬤穿著 52 年前結婚時的新娘衫，月桂阿嬤說「當初去學裁縫兩個月，買布

回來製作自己的新娘衫，跟現代用租的，感覺完成不一樣」，真正為自己量身打造

一件收藏一輩子的新娘衫，再度穿上，依然合身，多了守護這個家的歲月痕跡，

牽著翁婿的手，回到青春少年 時。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82%BA%E8%87%AA%E5%B7%B1%E9%87%8F%E8%BA%AB%E6%89%93%E9%80%A0%E4%B8%80%E4%BB%B6%E6%94%B6%E8%97%8F%E4%B8%80%E8%BC%A9%E5%AD%90%E7%9A%84%E6%96%B0%E5%A8%98%E8%A1%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4YqHDc-OAX3vteX_rHmJoJOItscbyM2dP6qpCkKTzMQfZKNY-HMZFI7o06Uhmhu-PuA1WQwTRpX8C-fThcwYFVx1e9Cq-uKAsDcKz54yKqZXECqPw3t8L8CzqbnhezdXUxbsOTKHW3hwjpu2YQeigluIfs_zDh8IGmRCaNL70dWSRZgH7s7N4A87v-XWvTK7vpWS_Ydl7zgggXSp5WEzsY3KngErQTfc9sAh4nOAptBv2wbsPCTWsilAyQj4ltaHROfi9gYJZLOLdGqK-6BPpwRLZL20EMqoQYxxkr53oz2BtAEhXmtBdWA3rNpXBKkHkU9SpmzO9EhrmJTM2VvDE6A&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82%BA%E8%87%AA%E5%B7%B1%E9%87%8F%E8%BA%AB%E6%89%93%E9%80%A0%E4%B8%80%E4%BB%B6%E6%94%B6%E8%97%8F%E4%B8%80%E8%BC%A9%E5%AD%90%E7%9A%84%E6%96%B0%E5%A8%98%E8%A1%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4YqHDc-OAX3vteX_rHmJoJOItscbyM2dP6qpCkKTzMQfZKNY-HMZFI7o06Uhmhu-PuA1WQwTRpX8C-fThcwYFVx1e9Cq-uKAsDcKz54yKqZXECqPw3t8L8CzqbnhezdXUxbsOTKHW3hwjpu2YQeigluIfs_zDh8IGmRCaNL70dWSRZgH7s7N4A87v-XWvTK7vpWS_Ydl7zgggXSp5WEzsY3KngErQTfc9sAh4nOAptBv2wbsPCTWsilAyQj4ltaHROfi9gYJZLOLdGqK-6BPpwRLZL20EMqoQYxxkr53oz2BtAEhXmtBdWA3rNpXBKkHkU9SpmzO9EhrmJTM2VvDE6A&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D%92%E6%98%A5%E5%B0%91%E5%B9%B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4YqHDc-OAX3vteX_rHmJoJOItscbyM2dP6qpCkKTzMQfZKNY-HMZFI7o06Uhmhu-PuA1WQwTRpX8C-fThcwYFVx1e9Cq-uKAsDcKz54yKqZXECqPw3t8L8CzqbnhezdXUxbsOTKHW3hwjpu2YQeigluIfs_zDh8IGmRCaNL70dWSRZgH7s7N4A87v-XWvTK7vpWS_Ydl7zgggXSp5WEzsY3KngErQTfc9sAh4nOAptBv2wbsPCTWsilAyQj4ltaHROfi9gYJZLOLdGqK-6BPpwRLZL20EMqoQYxxkr53oz2BtAEhXmtBdWA3rNpXBKkHkU9SpmzO9EhrmJTM2VvDE6A&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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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社區傳家寶Ⅳ─新港舊市場 

參與： 

  1、新港文教基金會美編組義工擔任導師 4 人 

2、新港國中、高中、大專青年義工及大義工 30 人 

3、採訪編輯營學員 10 人 

4、參與店家 4 間 

進行方式： 

  1、4/18 與美編組義工討論今年採編營方向 

  2、7/30 與美編組義工進行採訪編輯營的主題會議討論與分組 

  3、7/31-8/8 各組導師進行店家的拜訪與事前準備 

  4、8/6 與各組導師進行行前會議討論採訪方向 

  5、8/10-8/11 兩天進行採訪編輯營(包含專題演講、導師時間的討論、進行實際採訪、進 

     行文字撰寫與編輯)    

  6、各組成果編輯分享會 

  7、將文字圖片進行修飾與排版，於新港文教基金會 11 月份會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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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專業文字與攝影課程後，由美編組王筱

雲、林錦秋、王昭雅、陳俊彣四位導師帶領

著各組學員體驗一日新港小記者，拜訪了新

港在地店家全益芳種子店、人文書局、裕芳

布莊、智方中藥店，不藏私地分享寶貴經驗

及歷程，讓學員們更認識新港在地店家及新

港文化，為新港在地店家做採訪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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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化展示： 

  108 年所紀錄之傳家寶：古民《宋江陣》、新港街面《舞鳳軒北管劇團》、新港《舊

市場》專題報導、西庄《阿嬤ㄟ新娘衫》4 項社區傳家寶，讓民眾可以更深入認識

新港庶民生活。 

5)記憶保存： 

  將蒐集整理的影像、資料作為社區保存資料，期望開啟社區自發性的去蒐集、調

查、編輯、保存，將彙整出屬於社區鄉土教材。 

6)加值產品： 

  結合青年藝術家、在地青年的創意發想，將社區傳家寶的成果開發設計為品牌商

品，文化小旅行、導覽解說、服務體驗、身體藝術寶藏的創作題材。 

  不僅保存及展示，更重要的是，在年輕人參與挖寶的過程中，可以和村內長輩，

學習互動，發現自己，建立自信，累積價值，進而融入下一代的生活中。 

 

青年團隊 傳家寶議題 社區 轉譯及應用地方知識成果 

新 港 大 專 青 年聯 誼

會、新港高校義工 

新港青年謝涓涓繪本

創作 

宋江陣 古民社區 

完成 1 篇專題報導及 1 冊繪本。 

詳附件第 114~127 頁 

第 166~169 頁 

新 港 大 專 青 年聯 誼

會、新港高校義工 
北管 

新港街面 4

村 

完成 1 篇專題報導，辦理 1 場

展演發表。 

詳附件第 128~135 頁 

新 港 大 專 青 年聯 誼

會、新港高校義工 
阿嬤ㄟ新娘衫 西庄社區 

完成 5 位阿嬤的故事編輯及 5

件圖像創作。 

詳附件第 136~146 頁 

美編組義工、青年義

工、新港採編營學員 
舊市場 

宮前村宮後

村大興村福

德村 

編輯為 4 篇專題故事，於基金

會 11 月會訊發表  

詳附件第 147~155 頁      

亞洲插畫年鑑插畫家

創作者黃頌華、自然農

作組義工 

1/2 自然農場 
菜公村咬仔

竹 

完成 1 本繪本書籍。 

詳附件第 156~1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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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年(團隊)與在地社區(銀髮族)透過本計畫串連周邊社區共同參與情形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 

邀請青年藝術家進駐到新港的社區之中，帶領老人家發掘身體的密碼，透過藝術的開

發與陪伴，轉動老人家智慧的年輪，也讓在地青、中年階層可以有機會學習老人家的生

活智慧，以「老有所用，青(中)有所成，幼有所養」，啟動溫暖，開創青銀共榮(融)的生

活。 

     ♫藝術互動工作坊： 

以在地人、故事、傳說、地理、環境……為主軸，生活文化為基礎，引導藝術介入社區

議題（銀髮族的陪伴、銀髮族的身心健康、建構社區支持系統）。以社區之銀髮族、中

壯年、留在在地就業之青年為對象，媒合深具藝術介入經驗之藝視覺藝術創作、生命故

事劇場、熟齡律動、歌唱圈等方式之青年藝術團隊進駐，透過互動工作坊，學習、討論、

創作、分享，協助銀髮族跳脫既有的思考模式，發展創新觀點與自我特色。 

     ◎表演藝術工作坊 1 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藝術類別 團隊、藝術家 經歷 社區 進駐方案 

肢體開發 王正芬 

 

 

 

潤福生活事業

老人肢體開發

課程教師 

◎新港鄉古

民、菜公咬仔

竹、安和、南

港、板頭、海

瀛、埤子、西

庄、大潭、扶緣

服務協會 

◎六腳鄉崙陽

社區、工廠村社

區 

◎太保市太保

社區、水牛厝社

區 

◎民雄鄉福樂

社區、福興社區 

◎水上鄉寬士

社區 

等 17 個社區 

106 年培育的種子

教師，結訓後，於新

港各社區銀髮族關

懷據點、長青活力

站、樂活站，以及長

照巷弄站，帶領銀髮

族肢體開發課程。 

108 年上半年，藝術

家至各據點實地訪

視種子教師帶領銀

髮族肢體運動，並給

予指導，以提升實務

經驗與技術。 

下半年將安排 4~8

小時的進階培訓，並

招募新港地區長照

巷弄站照服員一起

參與。 

社區種子教師群 

 

106 年徵募社區

青年、中壯年，

退休教師，培育

為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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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肢體開發種子教師培訓 

 

自己社區的老人家 

自己來照顧 

學習帶領 

阿公阿嬤一起動身體

拉筋舒壓  降低痠痛 

身體平衡  防止跌倒 

歡迎報名參加 

   

課程融入太極導引，為銀髮族開發更深層的肌肉加強、放鬆肩頸背的動作，有效達到開發與

按摩的功效；加強脊椎、拉筋舒壓運動，適當的拉筋，訓練肌肉的耐力與強度，將僵硬頑固

的筋肉軟化減少長骨刺的機會、降低痠痛。特別訓練銀髮族的平衡感及身體重心尋找，防止

跌倒的發生。 

講    師：王正芬（潤福生活事業 老人肢體開發課程教師） 

上課時間：6/15、6/25 據點訪視指導，10/31、11/14、11/21、11/28，週四 下午 2:00~4:00  

上課地點：各社區活動中心、咬仔竹社區活動中心 

參加對象：106~107 年種子教師、新港各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 C 點、長青活力站等 

          服務志工、照服員、社工 

報    名：請於 10/6 前上網 https://reurl.cc/1QgKLV 報名 

成果發表：青‧銀 PLAY 新港老勢大嘉年華 

時    間：10/7 (日) 上午 8:30（暫訂）    地點：新港國中活動中心 

星期 據點名稱 地  址  學員數 年齡層 種子教師 

一 扶緣長照巷弄站 新港鄉老人文康中心 約 40 人 55-95 君萍、秀惠 

一 古民村長照巷弄站 古民堤防咖啡 約 35 人 55-95 麗珠 

二 海瀛村樂活站 海瀛村活動中心 約 28 人 55-95 秀絨、文霞 

二 菜公村長照巷弄站 咬仔竹活動中心 約 20 人 55-95 秀敏、雅楓 

二 太保市太保里 太保市集會所 約 35 人 55-95 惠萍 

三 埤子村樂活站 埤子村活動中心 約 20 人 55-95 雅楓 

四 板頭村樂活據點 板頭村活動中心 約 30 人 55-95 麗顏 

四 安和村長照巷弄站 安和村活動中心 約 40 人 55-95 秀幸、玉茹 

五 西庄村樂活站 西庄村活動中心 約 15 人 55-95 雅楓 

五 南港村大崙樂活站 大崙集會所 約 35 人 55-95 佩瑱、秀惠 

三 大潭村長照巷弄站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 約 35 人 55-95 員菁、文霞 

四 工廠村食堂 蒜頭糖廠工廠村 約 35 人 55-95 黃江正 

 水上鄉奉天宮濟公廟     

https://reurl.cc/1QgK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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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 

1、南港大崙、扶緣素園、太保市太保里、大潭、板頭等 5 個社區之種子教師 8 位，銀髮

族 135 人。 

2、新港鄉 14 個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青活力站、長照巷弄站之銀髮族與義工近 500

人。 

3、新港鄉古民、菜公咬仔竹、安和、馨園、南港、板頭、海瀛、埤子、西庄、扶緣服務

協會、六腳鄉崙陽社區、工廠村社區、水上鄉寬士社區、太保市太保里、水牛厝社區、

民雄鄉福樂社區、福興社區等 17 個社區之長照巷弄站之照服員、社工、義工等 32 人 

進行方式： 

1、6/14、6/25 王正芬老師與工作人員分別至南港大崙、扶緣素園、太保市太保里、大潭、

板頭社區實地訪視種子教師帶領銀髮族肢體運動，由秀惠、惠萍、佩瑱、君萍、麗顏、

美惠等種子教師，帶領 5 個社區共計銀髮族 135 人肢體運動。正芬老師於看完種子教

師但領運動後，針對種子教師帶領的問題，一一給予指導提醒，以提升實務經驗與技

術。並開心表示：種子教師開花了！   

2、為銀髮族開發沉睡的深層肌肉，課程融入太極導引，拉筋舒壓、訓練平衡感及重心尋

找，腳頭有力、防止跌倒的發生！「請記得問我們的身體需要甚麼？」 

3、老人家最怕站著重心不穩、跌倒，如何作跨、膝、足關節運動，正芬老師將太極導引

的跨關節大旋轉轉化成老人家坐在椅子上，也可穩當安心的跨腿肢體開發！ 

4、11/10 青‧銀 PLAY 新港老勢大嘉年華，由正芬老師帶領新港鄉 14 個社區關懷據點、

樂活站、長青活力站、長照巷弄站之銀髮族+義工 500 人，一起肢體開發，找到身體

的寶藏。 

5、10/31、11/14、11/21、11/28 種子教師進將培訓，除了 106~107 年培育之種子外，因應

長照巷弄站設立及社區之需求，還有六腳鄉崙陽社區、工廠村社區、水上鄉寬士社區、

太保市太保里、水牛厝社區、民雄鄉福樂社區、福興社區、竹崎鄉等的新種子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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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工作坊 2 

藝術類別 團隊、藝術家 經歷 社區 進駐方案 

餐桌美學─ 

園藝治療 

余雪蘭 

 

 

中華國際人才培訓與

發展協會認證園藝治

療師 

台灣園藝輔助治療協

會完訓 

 

宮前、宮後、

大興、福德、

古民、菜公咬

仔竹、安和、

南港、板頭、

海瀛、埤子、

西庄、大潭、

扶緣服務協

會、太保市太

保社區 

 

認識與運用新港

素園與周圍場域

的野採花葉，創

造生活新體驗！

在「園藝治療

(Horticultural 

Therapy)」過程

中，經由融入→

體驗→共鳴→分

享的歷程，察覺

自然及發覺植物

生命的美好與感

動。 

共安排 3 個不同

主題的 3 場種子

培訓，之後由老

師帶領種子至各

社區實習、協力

教學。 

社區種子教師群 

 

108 年徵募新港各社區

關懷據點、樂活站、長

照 C 點、長青活力站等

服務志工、照服員、社

工，培育為種子教師。 

 



29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園藝治療種子工作坊+實習 

 

 

 

 

 

 

 

邀請您透過植物的相伴，打開五感、體驗大自然的療癒力量！ 

認識與運用新港素園與周圍場域的野採花葉，創造生活新體驗！ 

在「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過程中，經由融入→體驗→共鳴→分享的歷程，察

覺自然及發覺植物生命的美好與感動，透過刺激感官與記憶，進而改善人的身、心、靈等層

面，幫助提昇自信，增強抗壓能力，提升生活質量(QOL)來抒解身心，目前已有效運用於銀

髮族陪伴、兒童、復健者、身心障礙者等對象，也可用在高壓族群情緒舒緩、親子關係陪伴

與建立等多元學習運用。 

講    師：余雪蘭（中華國際人才培訓與發展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 

上課時間：3/30、5/9 種子培訓、5/14、5/15、6/19、6/20 社區實習，9/12、10/17 種子 

          培訓、9/18、9/20、10/23、10/24 社區實習  

上課地點：1/2 自然農場、新港素園、海瀛社區、古民長照巷弄站、扶緣長照巷弄站、大潭 

          長照巷弄站、咬仔竹長照相弄站、西庄樂活站、埤子樂活站、安和食堂  

參加對象：新港各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 C 點、長青活力站等服務志工、照服員、社 

          工，20 名額滿為限 

自備材料：免洗筷或冰棒棍(1 人 1 支)，剪刀、擦手巾或布、茶杯  

星期 據點名稱 地  址/對象  學員數 年齡層 種子教師 

3/30 1/2自然農場 
新港文教基金會 

農作組義工 
約 15人 25-75  

5/9 新港素園 種子培訓 20人 25-65  

5/15 海瀛村樂活站 海瀛村活動中心 約 28 人 55-95 
秀絨、文霞 

惠萍 

5/16 古民村長照巷弄站 古民堤防咖啡 約 15 人 55-90 麗珠 

6/19 扶緣長照巷弄站 新港素園 約 15 人 55-94 容綺 

6/20 大潭村長照巷弄站 大潭社區活動中心 約 35 人 55-95 
員菁、文霞 

惠萍、容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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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新港素園 種子培訓 20人 25-65  

9/18 咬仔竹長照巷弄站 咬仔竹社區活動中心 20人 55-95 

文霞、其福、員

菁、筱雲、秀幸、

秀敏、明藤 

 
 
 
 

會 @李明藤 @

施秀敏 

9/20 西庄樂活站 西庄社區活動中心 25人 55-93 
麗珠、寶蘭、 

雅楓 

10/17 新港素園 種子培訓 15人 25-65  

10/23 埤子樂活站 埤子社區活動中心 25人 55-93 
秀琴、惠萍 

淑貞、雅楓  

10/24 安和食堂 安和長青活動中心 25人 55-90 
惠萍、麗珠 

員菁、秀幸 

 

1.  

 

 

 

 

 

 

 

 

 

 

 

 

 

 

 

 

 

 

 

 

 

參與： 

1、培育社區之種子教師 20 位。 

2、至新港鄉 8 個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巷弄站，指導與陪伴銀髮族 200 位，透過

植物的相伴，打開五感、體驗大自然的療癒力量。 

 

進行方式： 

1、3/30、5/9、9/20、10/17 余雪蘭老師安排無花插花、花容葉貌、有艾真好、五行花草茶 

   與茶食等 4 個不同主題的種子培訓課程，指導新港各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 C 

   點等服務志工、照服員、社工 20 名，經由融入→體驗→共鳴→分享的歷程，察覺自然 

   及發覺植物生命的美好與感動，透過刺激感官與記憶，進而改善人的身、心、靈等層面。 

2、5/15、5/16、6/19、6/20 由雪蘭老師帶領種子，一起至海瀛樂活站、古民長照巷弄站、 

   扶緣長照巷弄站、大潭長照巷弄站，指導與陪伴銀髮族創作自己的花容葉貌。 

3、9/18、9/20 由雪蘭老師帶領種子，一起至咬仔竹長照巷弄站、西庄樂活站，指導與陪伴 

   銀髮族體驗有艾真好─艾草巧克力、隔薑艾灸。 

4、10/23、10/24 由雪蘭老師帶領種子，一起至埤子樂活站、安和食堂，指導與陪伴銀髮族 

   體驗製作五行花草茶與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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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工作坊 3 

合作青年藝術團隊與社區： 

藝術類別 團隊、藝術家 經歷 社區 進駐方案 

生活舞蹈 TS FIRE 

GROUP  

旋舞炎表演工作

坊 

 

 

點亮黑暗的表演者。台

灣少見的專業火舞團

體，從火鞭、火棍、火

球、火呼啦、火扇、冷

光花到人體煙火秀各

有所擅長項。以創意編

舞，自行研發設計衣服

和道具，透過火的生命

力與特性，美妙流暢的

肢體，帶來爆炸性的視

覺能量。 

新港街面的

宮前、宮後、

大興、福德 

火球、火棍，是

新港青年(新港大

專青年聯誼會、

新港高校義工)的

傳承象徵，也是

每年的迎新晚會

最炫、最具青年

熱力的高潮。希

望藉由 TS 火舞

團工作坊的加

持，讓新港青年

義工的傳家寶，

能夠繼續傳承且

技術精進、更具

創藝，而能發揚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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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108 年生活舞蹈‧火舞工作坊 

 
TS FIRE GROUP 旋舞炎表演工作坊，點亮黑暗的表演者。台灣少見的專業火舞團體，從火

鞭、火棍、火球、火呼啦、火扇、冷光花到人體煙火秀各有所擅長項。以創意編舞，自行研

發設計衣服和道具，透過火的生命力與特性，美妙流暢的肢體，帶來爆炸性的視覺能量。 

 

火球、火棍，是新港青年(新港大專青年聯誼會、新港高校義工)的傳承象徵，也是每年的迎

新晚會最炫、最具青年熱力的高潮。希望藉由 TS 火舞團工作坊的加持，讓新港青年義工的傳

家寶，能夠繼續傳承且發揚光大！ 

 

講    師：1 位+助理講師 1 位（TRUE SPIN TS 火舞團） 

上課時間：7/8~7/12 下午 2:00~6:00+晚上 7:00~9:00， 

          7/13 上午 10:00~12:00+下午 1:00~4:00（彩排：下午 3:00~3:45） 

上課地點：新港文教基金會、新港公園民俗表演場（暫定） 

參加對象：新港大專青年聯誼會、新港高校義工成員，預計 20 人 

成果發表：7/14 (六) 晚上 7:30~7:50    

地    點：新港公園 

 

 7/8 (一) 7/9 (二) 7/10 (三) 7/11 (四) 7/12 (五) 7/13（六） 

 

14:00

~ 

18:00 

綱要： 

1. 球棍分組 

2. 舊生動作

複習 

3. 舊生串招

練習 

4. 新生觀念

指導 

5. 新生技巧

指導 

6. 舞碼動作

指導 

綱要： 

1. 舞碼技巧

層面教授

完畢 

2. 演員肢體

融合及延

伸訓練 

3. 演員意念

訓練 

綱要： 

1. 節目內容

指導 

2. 隊形指導 

3. 演員神情

訓練 

4. 舞台觀念

訓練 

綱要： 

1. 複習舞碼 

2. 演出動線

指導 

3. 演出位置

安排 

4. 演員進退

場、走位

質感訓練 

綱要： 

1. 重複複習

演出內容 

2. 雕琢細節

動作 

3. 強化肢體

呈現 

4. 舞台魅力

訓練 

10:00~12:00 

13:00~16:00 
綱要： 

1. 演出整排 

2. 彩排暨走

位 

19:00

~ 

21:00 

綱要： 

1. 動作教學

延伸 

2. 技巧指導

延伸 

3. 舞碼內容

教學暨練

習 

綱要： 

1. 火安指導

暨複習 

2. 點滅火訓

練暨複習 

3. 噴火訓練 

4. 爆棍訓練 

5. 地爆訓練 

綱要： 

1. 火安指導 

2. 實火練習 

3. 實火整排 

4. 實火預演 

5. 火安指導

與安全係

數確認 

綱要： 

1. 上火驗收 

2. 針對驗收

項目修正

調整 

3. 失誤訓練 

4. 失誤安全

須知 

綱要： 

1. 上火總驗 

2. 舞台經驗

分享 

3. 舞台觀念

訓練 

4. 課程總結 

綱要： 

19:30 

成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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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 

  1、新港大專青年聯誼會、高校義工青年等 20 人 

進行方式： 

1、「 TS FIRE GROUP」的張仁彤老師及連掌旭老師，依青年興趣，進行火球、火棍的分

組，基本動作的教學。 

2、張仁彤老師及連掌旭老師，帶領孩子熟悉火的特性及點滅火的操作方式。 

3、張仁彤老師及連掌旭老師，帶領新港囝仔挑戰更加刺激的火舞技巧，從基本技巧的訓 

   練到搭配音樂的舞蹈排練，從含水練習到含油噴火的專業訓練。 

4、經過基本功的訓練、搭配音樂節奏的練習，正式進入走位排練了，新港囝仔都繃緊神 

   經的聽著音樂、記舞序、記位置、記上台流程等。 

5、經過密集訓練，從童軍棍+毛巾的土法煉鋼，今年，有「 TS FIRE GROUP」張仁彤

及連掌旭兩位老師的磨煉與 TS FIRE GROUP 的加持演出在新港四季風—夏日 FUN

音樂蛻變為 點亮新港的夏夜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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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工作坊 4 

合作青年藝術團隊與社區： 

藝術類別 團隊、藝術家 經歷 社區 進駐方案 

 

歌唱圈 

蔡言箴 國立台南大學音樂

系研究所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國樂系畢業 

目前任教於勝利國

小新生合唱團、養生

文教協會合唱團。 

潭大村籃

仔厝+共

和村 

籃仔厝為嘉義縣

新港鄉潭大村與

共和村的交界處

的一個純樸小聚

落，務農為主，是

基督教長老教會

嘉義新港教會的

主要傳道區。隨教

會信仰與音樂啟

蒙，在田園務農的

辛勞中，因為音樂

與信仰，讓生活依

舊平衡美好。 

今年社區的年輕

人想要與銀髮族

開始唱合唱了，要

把握青春，盡情享

受合唱帶來的快

樂，在每次合唱的

時候，忘卻一切的

煩惱與不如意，讓

歌聲舒發情感，讓

和 聲 撫 慰 心 靈

吧！ 

 

 

 

 

 

顏孝丞 新港青年 

國立台南大學音樂

系研究所主修鋼琴 

目前於養生文教基

金會合唱團、明興社

區合唱團、muse 合

唱團擔任鋼琴伴奏 

 

鄭妙音 國小音樂教師 

田園 Let’s Go 樂團

團長、奧地利國立格

拉茲音樂暨表演藝

術大學木笛演奏家

藝術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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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108 年歌唱圈 

 

籃仔厝為嘉義縣新港鄉潭大村與共和村的交界處的一個純樸小聚落， 

務農為主，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嘉義新港教會的主要傳道區。 

隨教會信仰與音樂啟蒙，在田園務農的辛勞中， 

因為音樂與信仰，讓生活依舊平衡美好。 

 

今年社區的年輕人想要與銀髮族開始唱合唱了， 

要把握青春，盡情享受合唱帶來的快樂， 

在每次合唱的時候，忘卻一切的煩惱與不如意， 

讓歌聲舒發情感，讓和聲撫慰心靈吧！ 

 

講    師：蔡言箴（國立台南大學音樂系研究所、任教於勝利國小新生合唱團） 

          顏孝丞（國立台南大學音樂系研究所主修鋼琴、養生文教基金會合唱團鋼琴伴奏） 

上課時間：7/19~12/6(五)晚上 7:30~9:00，隔週上，共計 10 周  

上課地點：新港鄉籃仔厝田園農場 

對    象：社區義工、銀髮族、新住民，由社區發展協會、村長、社區組織動員邀請報名 

成果發表：青‧銀 PLAY 新港四季風快閃 

時    間：12/2 (日) 上午 10:30（暫訂）  地點：新港鐵路公園 

活動單位 : 潭大村藍仔厝+共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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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1、潭大村籃仔厝、共和黃厝、南北崙、板頭+灣仔內、咬仔竹、新港接面社區的青少年、 

     青年、中壯年、銀髮族 25~30 人 

進行方式： 

  1、田園農場 日時ㄟ集貨場  暗時是阮大家唱歌ㄟ好所在，大家日時種田  暗時作夥快 

     樂唱歌。 

  2、#新港囝仔 顏孝丞 希望能藉由他的音樂專業，特別邀請他的同學 #蔡言箴 一起來新 

     港，帶領大家一起快樂合唱~ #唱完還有田園香甜美濃饗宴。     

  3、田園阿嬤說：一共有來自七個不同的村莊，大家作伙來籃仔厝唱歌 

田園阿公，為了唱歌看譜已經默默到專業配鏡眼鏡行配好了兩副眼鏡囉！真是大手筆

啊！之前都只是隨便買買看的清楚的老花眼鏡就覺得可行。 

田園阿公再次哼啟暫停好幾十年的歌聲。 

拿起至少超過 20 年在教會唱詩班的譜夾，是在這便利的世代買不到的譜夾更是意義

非凡、無價之寶！ 

因歌聲而相聚，因著歌聲再次響啟 

響啟久違的歌聲 

享起過去的青春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6%B0%E6%B8%AF%E5%9B%9D%E4%BB%9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1kzafDPDm_OwJxKBCVOmJdlmv5DJt8tW-ho8c72QAuU5obuCV3O7yeC6mYGisCQPWyVJnGq8JGI8WM5P0zyF47Idm7AwV14Zb2834_JXo0Ecj6nq71bZUNfKf3k_IWAeOwLclI7iWrUKyWVC662cVRRQ7_E15oGVMjVmM1L3zUcYTQfPOdEmTDkNinBLGCf7g1vlGNdpGAmKme4CMXWLe4LkpAVugKUTMFN0XvUkGXyTYKNtXsZFkIOd3me17txdBnLRkSsZEvc5l0R47ON5GW0NL68vQ5lTmjacb_4in5U2KOf-o3NzMNK_LlfCkAJfy9wm8FFCOaz3ij39aEuknrQ&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44567048&__tn__=K-R&eid=ARCBlPyoSbxL8RmWLb6tAD6ewRNYVM95I4SIieFh0UuLtk4v8esHDaR3t_FkqJ5QKr1qkyy2Jp93cG61&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1kzafDPDm_OwJxKBCVOmJdlmv5DJt8tW-ho8c72QAuU5obuCV3O7yeC6mYGisCQPWyVJnGq8JGI8WM5P0zyF47Idm7AwV14Zb2834_JXo0Ecj6nq71bZUNfKf3k_IWAeOwLclI7iWrUKyWVC662cVRRQ7_E15oGVMjVmM1L3zUcYTQfPOdEmTDkNinBLGCf7g1vlGNdpGAmKme4CMXWLe4LkpAVugKUTMFN0XvUkGXyTYKNtXsZFkIOd3me17txdBnLRkSsZEvc5l0R47ON5GW0NL68vQ5lTmjacb_4in5U2KOf-o3NzMNK_LlfCkAJfy9wm8FFCOaz3ij39aEuknrQ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94%A1%E8%A8%80%E7%AE%B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1kzafDPDm_OwJxKBCVOmJdlmv5DJt8tW-ho8c72QAuU5obuCV3O7yeC6mYGisCQPWyVJnGq8JGI8WM5P0zyF47Idm7AwV14Zb2834_JXo0Ecj6nq71bZUNfKf3k_IWAeOwLclI7iWrUKyWVC662cVRRQ7_E15oGVMjVmM1L3zUcYTQfPOdEmTDkNinBLGCf7g1vlGNdpGAmKme4CMXWLe4LkpAVugKUTMFN0XvUkGXyTYKNtXsZFkIOd3me17txdBnLRkSsZEvc5l0R47ON5GW0NL68vQ5lTmjacb_4in5U2KOf-o3NzMNK_LlfCkAJfy9wm8FFCOaz3ij39aEuknr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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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工作坊 5 

合作青年藝術團隊與社區： 

藝術類別 團隊、藝術家 經歷 社區 進駐方案 

故事劇場  

陳朝江  等 

新港舞鳳軒北管

劇團總綱 

 首次結合傳統北

管戲劇與現代劇

團的跨域學習，由

阮劇團儲備團員

至新港北管見

學，教學相長，從

北管鑼鼓、鈸鈔等

樂器學習為基

礎，「扮仙」為想

像，發展各種共創

的可能。 

陳品潔   

儲備演員 

阮劇團 資深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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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工作坊 1 

合作青年藝術團隊與社區： 

藝術類別 團隊、藝術家 經歷 社區 進駐方案 

視覺藝術─ 

「土」的對話 

 

陳俐穎 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美術系畢業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107 級畢業

總審特優獎 

◎ 2017 月津港

燈節，作品製作 

 

月眉社區 

新港因於 1916 年大地

震後，邀請大陸福建的

交趾陶藝師洪坤福到新

港奉天宮作修護工程，

將交趾陶藝術在新港開

枝散葉，讓新港有「剪

黏交趾巢」之稱。至今

新港從事交趾陶及剪黏

的從業人數為全台之

冠，目前約有 60 多位

的藝師，從事相關產

業。新港板頭村更結合

剪粘/交趾陶藝術，發展

觀光、交趾陶飾品、交

趾陶體驗 DIY 等產業。 

 

將以傳統交趾陶與現代

陶藝的融合模式，期待

透過「土」產生更多的

對話。 

 

預計 9~10 月進駐 

月眉長青活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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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108 年視覺藝術 

 

 

新港以務農為主，勞動、手部是最常使用、最重要的。於是此次翻模，並使用石膏灌出學員

們的手（用石膏到前手臂一半的位置），搭配當地的交趾陶做裝飾。學員們的石膏獎盃-手（骨

幹）雖然是沒加工過的，只有單純石膏的白色，但手部的紋理最樸實的樣貌顯現出歲月的痕

跡，象徵著他們支撐起家庭、這個地區的精神。具有在地傳統特色的剪粘和參與活動的老人

家們一樣，都具有此地時間的積累、建立起專屬於此地的特色；透過模仿剪粘拼貼方式妝點，

也是向此傳統技藝致敬，與石膏手相互交織，成為最獨特的存在。 

 

講    師：陳俐穎（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研究所） 

上課時間：10/11、10/18、10/25(五)9:00~16:00，共計 3 周  

上課地點：新港鄉月眉光天宮活動中心 

對    象：社區義工、銀髮族，由社區發展協會、村長、社區組織動員邀請報名 

成果發表：新港作食人─掌上翩 BY HAND 創作展 

時    間：11/16(六)上午 10:00 開幕茶會    

地點：新港文化館 25 號倉庫 

活動單位 : 月眉村、月潭村 

 

 



40 

 

參與： 

1、月眉、月潭社區銀髮族 30 人 

進行方式： 

1、陳俐穎老師先說明這次的課程需要透過齒模粉來翻手，結合月眉在地的傳統文化產業─

交趾陶與剪粘藝術，產生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性。 

2、老師請阿公阿嬤先想好自己的手要呈現什麼樣的姿態。 

3、示範齒模粉的使用方式，加水進行攪拌，均勻後將自己的手放入牛奶紙盒裡。 

4、等待凝固後，將手抽離於齒模粉。 

5、調石膏粉倒入凝固的齒模粉中，等待凝固後，將齒模粉拆除，將修飾石膏模型。 

6、最後以剪粘之碗片進行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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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工作坊 2 

合作青年藝術團隊與社區： 

藝術類

別 

團隊、藝術家 經歷 社區 進駐方案 

視覺藝

術─農

村地景 

楊海茜 

 

藝術家學經歷： 

 

2004 年 成立海

貓工房，從事布

藝、手工飾品、

鋁雕教學及創

作 

2017 年 國立虎

尾科技大學藝

術裝置展 

2017 年 兩廳院

「眾聲之所」作

品展  

2018 年 台灣嘉

義燈會「生生不

息」作品展 

2018 年 台中纖

維博物館「點、

線、面交織與綻

放」聯展 

2019 年 台灣屏

東燈會「光合作

用」作品展 

中庄 

社區 

藝術不只進到

生活空間，更

開始逐漸變成

人與人、人與

環境互動的媒

介。農業是台

灣傳統生活的

根本，亦可視

為台灣歷史文

化的核心，展

現人與土地、

環境與藝術的

依存關係。中

庄大多種植蔬

菜，藉由早期

農村地景─雙

合 寮 仔 的 想

像，建構出屬

於在地風景。 

 

 

 

 

 

 

 

 

 

 

 

中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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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108 年視覺藝術 

 

 

近年來以色彩鮮豔奪目的毛線融合秀異的編織技法，創作出巨大的地景裝置藝

術作品，受到藝術圈矚目及各界青睞的編織藝術家楊海茜，是用竹皮及布繩在

海漂竹搭建的雙合寮做編織造型美化。竹皮、布繩材料更是與學員們成長經驗

息息相關，也喚起學員們孩童時幫家裡用竹皮編製雞籠、看大人們用布繩固定

各式瓜架植栽蔬果的成長記憶。 

 

講    師：楊海茜（貓工房負責人/藝術家） 

上課時間：10/2、10/9、10/16、10/23、10/30(三)9:30~11:30，共計 5 周  

上課地點：新港鄉中庄社區活動中心 

對    象：社區義工、銀髮族、新住民，由社區發展協會、村長、社區組織動員邀請報名 

成果發表：新港作食人─掌上翩 BY HAND 創作展 

時    間：11/16(六)上午 10:00 開幕茶會    

地點：新港文化館 25 號倉庫 

活動單位 : 中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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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1、中庄社區銀髮族 30 人 

進行方式： 

1、貓工坊的楊海茜老師帶著竹片，跟阿公阿嬤討論著竹籠、竹籃以及早期的農村地景雙合

寮仔的樣貌。 

2、透過 15 支的竹片，編成一個中心圓的面。 

3、再藉由彩色布繩進行圓心的編織。 

4、將每一面的竹片，反覆擺放固定在海飄竹的架子上，構成一大片竹面。 

5、再經過組裝成雙合寮仔的形式呈現。 

 

 

 

 

 

 

 

 

 

 

 

 

 

 

 

 

 

 



44 

 

    4、團隊(青年與執行單位)與在地社區(銀髮族)分享執行成果(智慧財產權)機 

       制及情形 

☼社區放伴小展演： 

將藝術互動工作坊的成果，透過專業編導或佈展，同質性的工作坊作正式的聯合發

表。社區的廟口、活動中心、公園就是表演劇場與藝廊。社區的居民要一起以辦自

家辦喜事的方式，包含場地、桌椅、搬運、場佈、宣傳廣播、展覽開幕茶點或演出

後的點心製作，都由社區組織動員。 

        108 年小展演 VS 青銀藝術祭 內容暫定如下： 

 

時間 地點 主題 備柱 

7/13 晚上

7:30 
新港公園 

新港四季風─夏日 Fun 音樂 

生活舞蹈─TS 火舞團 X 新港青年 

已完成 

11/10 上午

9:00 

新港國中活動

中心 
肢體開發─樂活人生嘉年華大串演 待完成 

11/16 上午 

10:00 開幕 

展覽期間：

11/16(六) 

~1 /19(日) 

新港文化館‧25

號倉庫 

視覺藝術─月眉社區「土的對話」 

視覺藝術─中庄社區「農村地景」 

視覺藝術─菜公社區「自然農場協奏

曲」 

待完成 

12/8 上午

10:00 起 
新港公園 

新港四季風─平安來過冬 

歌唱圈─潭大村藍仔厝+共和村 

 故事劇場─舞鳳軒北管劇團 X 阮劇團  

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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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點亮新港夏夜的火光 
TS 火舞團 X 新港青年 

108 年 7 月 13 日晚上 7:30  @新港公園 

TRUE SPIN TS 火舞團，點亮黑暗的表演者。台灣少見的專業火舞團體，從火鞭、火棍、火球、

火呼啦、火扇、冷光花到人體煙火秀各有所擅長項。以創意編舞，自行研發設計衣服和道具，

透過火的生命力與特性，美妙流暢的肢體，帶來爆炸性的視覺能量。 

火球、火棍，是新港青年(新港大專青年聯誼會、新港高校義工)的傳承象徵，也是每年的迎

新晚會最炫、最具青年熱力的高潮。希望藉由 TS 火舞團工作坊的加持，讓新港青年義工的傳

家寶，能夠繼續傳承且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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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放伴─走讀新港 

   (1)咱來放伴─阿公阿嬤社區走讀 

     世代久居於新港的阿公阿嬤，生活場域不外乎在自己的村落，或者婚嫁前的娘家村

落，在過往的社造經驗中，阿公阿嬤鮮少結伴去走訪另一個社區，擬於社區藝術工

作坊聯合成果發表的同時，由青年陪伴銀髮族放伴走讀另一個社區，彼此分享社區

傳家寶、身體藝術寶藏，賦予新的生命價值。  

        108 年阿公阿嬤社區走讀內容暫定如下： 

 

時間 地點 主題 暫定內容 

11/16 上午 

10:00 開幕 

展覽期間：

11/16(六) 

~1 /19(日) 

新港文

化館‧

25 號倉

庫 

視覺藝術─月眉社區「土的對話」 

視覺藝術─中庄社區「農村地景」 

視覺藝術─菜公社區「農場協奏

曲」 

108 年度參與社區的相

互交流與觀摩 

彼此分享社區傳家寶、身

體藝術寶藏，賦予新的生

命價值。 

12/8 上午

10:00 起 

新港公

園或 

新港鐵

路公園 

歌唱圈─藍仔厝+共和社區 

生命故事劇場─中洋社區 

肢體開發─扶緣服務協會+種子

教師 

彼此分享社區傳家寶、身

體藝術寶藏，賦予新的生

命價值。 

參加新港謝平安，義工以

桂竹搭建的安隧道，由菜

頭、甘蔗、玉米、稻穗、

花生、鳳梨 6 種吉祥好物

構築而成。寫祈願卡、躦

平安隧道、摘取稻穗、花

生、與平安符放入「平安

來過冬」紅包，參拜奉天

宮四街祖媽後過香爐，再

吃碗平安圓，祈願未來的

一年平安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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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港慢步香─社區走讀小旅行 

以本計畫青銀和創完成之社區傳家寶為基礎，結合新港媽祖信仰宗教文化、社區營

造、各特色產業與職人 DIY 體驗的人文之旅。這其中包括社區的生活型態、生產智

慧、生命意義及其相關的文字、圖像、聲音、產品以及服務。並經由體驗式的遊程

設計，讓民眾透過眼、耳、口、鼻、手，以社區為舞台，搭配四個方案設計執行，

實際展現「青銀合創的價值」。 

        1)餐桌旅行 

     1/2 自然農場的「土地倫理與價值」 

瞭解友善耕作的方法，並親自體驗採收

與健康的烹調，瞭解我們對土地該肩負

怎樣的道德責任。向傳統農村學習健康、

低碳、分享、地產地銷、永續經營等，

土地的倫理與價值。進而尊重人與人、

人和社會之間、人和土地上動植物之間

的關係，多進食身處的土地所生產的、以及當令時節食物，減少食物里程的消耗，

讓參與者重視土地環境、飲食選擇與自身的密切關係。 

社區的「古早味與人情味」 

庄頭ㄟ阿公阿嬤全員出動，大家一起來煮阮ㄟ手路菜、作粿煮菜，就是要好好招待

人客，熱情指數絕對爆表。且在三角公園經由培訓課程的呈現，作宴會環境氛圍營

造，將傳統的庄腳味與現代庭園西式餐飲氛圍作最好的結合。 

 

2)發現，社區美學 

咬仔竹社區，在 2013 年文化部村落文化發

展計畫中建構出的「生活美學空間」，以菜

公村咬仔竹聚落村民的生活與休憩需求、環

境與生活美學建構為出發點，針對咬仔竹

40~50 戶年齡大都在 70~75 歲以上的高齡化

村落，村民每天或經常使用的場域──散步、

運動、大年初二全聚落「回娘家」聚餐的《三

角公園》；乘涼、聊天的 110 歲《榕樹屋涼

蔭巷道》；婆婆媽媽們晚餐後帶孫子聊天的《路燈腳》等 3 個場域。 

透過小旅行過程，慢慢走、慢慢體驗享受、新港的歷久彌香，發現「新港。社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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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望提供一個動態展示平台，將村落文化的內涵具體展現，藉由各社區文化

資源通盤檢視、社區文化符號的確認、社區文化資源的串聯、營造社區文化新價值。 

 

3)農村學習─一日農夫體驗 

採收體驗 

面對氣候變遷、缺水旱象，傳統農民們將如何

因應，從原本的水稻轉作雜糧作物。課程內容：

包含氣候變遷對農民之影響與因應、認識自然

米、蔬菜；蔬菜採收體驗、品嚐懷舊割稻飯。 

農事管理體驗 

友善耕作體驗認識土地倫理的價值，課程內容：

認識 1/2 自然農場種植的當令蔬菜，了解從作物

自幼苗種下的生長過程，又如何製作廚餘堆肥，達到土地與作物良善循環，並學習

傳統灑水灌溉的，融合學生服務學習課程。 

 

4)美學上菜，田園辦桌 

美學上菜，氛圍營造：民以食為天，社區發展出的阮ㄟ手路菜，結合良好用餐經

驗更能提升顧客再次消費的意願，課程將特別著重用餐環境的美感教育，包含音樂

選配及音樂設計等。 

現採現煮，田園辦桌：新港的產業為 50%以上的農業生產，透過田園辦桌，從產

地到餐桌的概念，瞭解友善耕作的方法，及其對個人、環境的具體影響，活動內容：

體驗農作與採收、烹調傳遞食農教育、低碳飲食、吃在地、吃當季的重要性。 

 

     ◎新港慢步香─社區走讀小旅行四場 

此二場小旅行，結合新港媽祖信仰宗教文化、社區營造、各特色產業與職人 DIY 體

驗的人文之旅。這其中包括社區的生活型態、生產智慧、生命意義及其相關的文字、

圖像、聲音、產品以及服務。讓參訪者透過眼、耳、口、鼻、手，以社區為舞台，

搭配四個方案設計執行，實際展現「青銀合創的價值」。 

※場次一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25 日(六) 

活動地點：新港文教基金會、新港文化館‧25 號倉庫、咬仔竹社區、1/2 自然農場 

活動參加人數：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5 人 

社區動員人數：10 人(基金會工作人員、含社區長輩、及農場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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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行程： 

時間 內容 

~10:00 抵達新港文教基金會 

10:00~11:20 

《新港文教基金會 30 風華》(80 分) 

台灣社區非營利組織 經營與傳承 

簡介(60 分)+QA 交流(10 分)+館舍參觀(10 分) 

11:20~11:30 交通時間(10 分) 

11:30-13:00 
《新港招待客人的好地方》(90 分) 

新港客廳介紹(30)+用餐(60) (請事先點餐) 

13:00-14:00 
新港車站的演進史─新港鐵路公園→新港文

化館‧25 號倉庫/魚刺客展覽 

14:00-14:10 交通時間(10 分) 

14:10-15:00 

《咬仔竹社區》(50 分) 

1. 咬仔竹社區健康營造分享 

2. 老人長期照顧 

健康社區 

15:00-15:10 交通時間(10 分) 

15:10-16:00 

《1/2 自然農場》(50 分) 

身土不二‧自然農法與基金會 1/2 義工精神 

二師兄農場導覽+座談(60 分) 

       ※場次二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26 日(日) 

活動地點：新港奉天宮、新港文教基金會、新港文化館‧25 號倉庫、1/2 自然農場 

活動參加人數：建研會 33 期中區聯誼 30 人 

社區動員人數：10 人(含社區長輩、及農場義工) 

活動行程： 

時間 內容 

9：45~10：45 新港奉天宮參拜+導覽  

10：45~11：20 新港大興街巡禮 

11：25~12：00 新港文教基金會拜會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新港香藝文化園區 

14：00~14：00 新港文化館‧25 號倉庫 

15：00~16：30 板頭社區+三大壁畫+水仙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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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30 1/2 自然農場 

17：45~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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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村文化體驗‧工作假期 

透過五天的農村文化體驗工作營隊及田間管理課程，體驗農村生活、文化、藝

術等，以及環境教育工作坊課程傳遞環境教育知識、提升環境教育素養，共同

讓永續環境的觀念向下紮根。 

          1)零距離農夫體驗生活 

將配合春耕時序進行插秧、補植秧苗及除草撿螺體驗，了解友善耕作、自然農

法，提供『從做中學』的親身體驗種植水稻的方式。 

          2)交趾陶/剪粘藝術工作坊 

邀請新港交趾陶/剪粘師傅陳忠正、謝東哲指導創作「交趾陶/剪粘藝術」，新港

目前約有 60 多位的藝師，從事相關產業，至今新港從事交趾陶及剪黏的從業

人數為全台之冠，逐漸有新港「新港剪黏交趾巢」之說。新港板頭村更將結合 

剪粘/交趾陶藝術，發展觀光、交趾陶飾品、交趾陶體驗 DIY 等產業。透過藝

術介入空間，將剪粘和交趾陶藝品做成社區裝置藝術，吸引人潮進入社區，藉

由傳統工藝的體驗，達到推廣文化之目的。 

          3)田園共食饗宴 

工作營最後一天，將在咬仔竹社區的三角公園，舉辦大樹下的「田園共食饗

宴」，由參與工作營學員向咬仔竹社區長輩們學習手工碗粿、米糕傳統製作

方式，並利用來自居民自家後院所種及 1/2 自然農場義工提供的自然蔬菜，

共同進行午餐料理，強調從產地到餐桌低碳飲食、健康生活的概念。 

      4)好食好玩好生活 

探索新港早餐生活（新港手工蛋餅、煎盤粿、四腳湯、飯糰、麵線糊…）、品嘗

當日現作排隊小吃（新港鴨肉

耕、臭酸麵、蒸餃酸辣湯、割

包四神湯…），向新港奉天宮開

台媽祖說心事，看新港舞鳳軒

北管劇團百年豐華，欣賞全台

僅有的交趾剪粘藝術大壁畫與

香藝文化，一起過新港好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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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文化藝術工作假期☆ 

【來新港    工作兼度假】 
滿滿的農村智慧，加入天馬行空的文化創生新概念 

跟著老師傅    從練土、捏塑、壓模、修磨、上釉 

零距離體驗鄉村生活、友善大地的自然耕作 

從產地到餐桌的田園共食饗宴 

探索新港特有的早餐生活、品嘗當日現作排隊小吃 

向新港奉天宮開台媽祖祈願說心事 

看新港舞鳳軒北管劇團的百年豐華 

欣賞全台僅有的交趾剪粘藝術大壁畫與香藝文化 

來新港   工作兼度假 

一起來過    新港好生活！ 

 

◎時間：108 年 8 月 2~6 日(週五~二) 

◎地點：新港文教基金會、新港 1/2 自然農場、新港街面、板頭村 

◎對象：新港大專青年，飛驒市高校青年，30 人額滿為限。 

時間 
第一天 
8/2(五) 

第二天 
8/3(六) 

第三天 
8/4(日) 

第四天 
8/5(一) 

第五天 
8/6(二) 

07:40~08:20 
 

起床盥洗‧吃早餐囉（自理）/接待家庭 
新港手工蛋餅、煎盤粿、四腳湯、飯糰、麵線糊 08:20~09:00 

09:00~10:00 

學員報到 

交趾陶工作坊 
材質特性與運
用(陳忠正) 

農事體驗 
自然米插秧 

(許容綺) 
技藝傳承 

古早味米食製作 
(施秀敏) 

新港慢步香 
產業體驗 
(莊欣翰) 

基金會介紹 
(徐家瑋) 

10:00~12:00 

奉天宮導覽 
信仰美學介紹 

(林致遠) 

餐桌美學 
田園多樣性 

(許容綺)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5:30 
交趾陶工作坊 
傳統交趾陶特
色(鄭穎芳) 

交趾陶工作坊 
釉藥特性運用 

(謝東哲) 

木匠體驗 
千鳥格子 

(直井隆次) 
交趾陶工作坊 
現代交趾陶運用

(李恆君) 

品香體驗 
(鄭羽岑) 

15:30~17:20 

布藝體驗 
吊飾製作 

(谷口充希子) 賦歸 

17:30~18:30 新港街面小吃、晚餐  

21:00- 就寢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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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1、來自日本飛驒市青年與教師 15 人 

2、新港大專青年聯誼會、高校義工青年等 15 人 

3、社區動員人數： 含社區長輩、義工 30 人 

 

進行方式： 

1、日本飛驒市的好朋友們，到「嘉」囉！ 

日本飛驒市役所與三位工藝師傅們，以及吉城高校サポーター、神岡高校青年們，經

過漫長的車程來到新港囉，新港少年家熱情滿滿的迎接日本好朋友～大家也用心學習

對方的語言相互自我介紹。為了讓日本青年更貼近台灣人的生活，特地安排讓他們住

進接待家庭裡，讓我們一起成為國民外交小夥伴！ 

2、從體驗學習中更認識在地文化 

   在這次青年交流中，特別設計安排了幾個在地體驗，邀請新港在地刺繡張簡計老師，教

學新港的虎爺香包，透過自己動手縫，與這次飛驒安排的布藝工藝體驗產生對話；連

結 #新港文化館_25 號倉庫 新港書畫會展覽，特別安排詹清森老師書法的指導教學，讓

大家了解書法中的「律動、線質、墨趣」；再到街面上體驗水果飴、杏仁粩的產業學習

體驗製作；更安排至 #新港香藝文化園區 導覽認識香藝文化，從香包製作到香料認識，

更進行線香製作體驗；在夕陽西下時，回到新港公園民俗表演場，在新港青年精心策

劃的設計下，讓日本青年感受台灣的「辦桌文化」，更安排一系列精彩的表演與互動遊

戲，相信短短四天的相處與交流，留給日本青年們一段美好的記憶～ 

3、日本青年們來到二分之一自然農場囉 

   一天美好的開始，首先從元氣滿分的早操開始。 

   介紹完二分之一「不灑化肥、不施農藥」的種植理念後，接著就要帶著日本青年一起下

田當一日農夫進行插秧體驗！台日的青年夥伴們，攜手合作，儘管艷陽高照、汗水涔

涔，相當整齊漂亮且有效率的插完了水秧。為了讓日本朋友們體驗台灣的特色食物之

一「春捲」，農作組的義工們一早便開始準備動員。在青年義工的說明及講解下，日本

朋友的春捲初體驗大成功！ 

今日的田園午餐，在各位義工們及來自各界的熱情贊助下，菜色相當豐富且多元。   畫

與香藝文化。了解新港好生活。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6%B0%E6%B8%AF%E6%96%87%E5%8C%96%E9%A4%A8_25%E8%99%9F%E5%80%89%E5%BA%A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Gs-HKHcQsxpK0iCvKVsmULll3zxfUieGiwgGp12mugvfOzXRbo-ZbcaReVsAf6BiwPZAQdq82EhYyv_eLzXwm1ee3k1YPVu4p5i1gyywiaM5rgvBQ2H4f2iQDl8gH6ALK0_0nhlmxlDLTrQJqkiO7ZUM_t0fEcyeNdtr2PbaiUxpuz50vUDNw3oI-YIKM7fYsek7pG3WG8ZhV5I1Gki4OemQxeaxVQZFf3MI4fqbR2NN8Sq8WDVJuwuqJZ6Rj3ZHGnpgiB7EfNC8zpLr_cNi-PakJi0SENajf98yKubGXnosh0ZNUkGhpAQH5gZPsv50d8yKKhwJnXsRCJcB3IDWjkw&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6%B0%E6%B8%AF%E9%A6%99%E8%97%9D%E6%96%87%E5%8C%96%E5%9C%92%E5%8D%80?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Gs-HKHcQsxpK0iCvKVsmULll3zxfUieGiwgGp12mugvfOzXRbo-ZbcaReVsAf6BiwPZAQdq82EhYyv_eLzXwm1ee3k1YPVu4p5i1gyywiaM5rgvBQ2H4f2iQDl8gH6ALK0_0nhlmxlDLTrQJqkiO7ZUM_t0fEcyeNdtr2PbaiUxpuz50vUDNw3oI-YIKM7fYsek7pG3WG8ZhV5I1Gki4OemQxeaxVQZFf3MI4fqbR2NN8Sq8WDVJuwuqJZ6Rj3ZHGnpgiB7EfNC8zpLr_cNi-PakJi0SENajf98yKubGXnosh0ZNUkGhpAQH5gZPsv50d8yKKhwJnXsRCJcB3IDWjkw&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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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體計畫績效指標落實達成情況(量化質化成果展現) 

 (一)新港社區傳家寶 

以資源平台的角色，結合在地青年、藝術家(團隊)9 個社群，南港大崙等 44 個社區團體、

620 位銀髮族，共同合創。 

1.找尋社區傳家寶 4 項 

     透過青年的陪伴、傾聽、紀錄與編輯，採擷銀髮族的生活記憶與生命智慧，轉譯及應用 

   (1)古民《宋江陣》會訊報導、西庄《阿嬤ㄟ新娘衫》臉書貼文、新港《舊市場》專題報導、

新港《舞鳳軒北管劇團》專題報導等 4 項社區傳家寶。 

   (2)新港古民《宋江陣》繪本、新港《自然農場協奏曲》繪本各 1 冊 

2.啟發身體藝術寶藏 7 類 

  透過藝術的開發與陪伴，青年團隊與銀髮族共創： 

(1)新港鄉古民、菜公咬仔竹、安和、馨園、南港、板頭、海瀛、埤子、西庄、扶緣服務

協會、六腳鄉崙陽社區、工廠村社區、水上鄉寬士社區、太保市太保里、水牛厝社區、

民雄鄉福樂社區、福興社區等 17 個社區之長照巷弄站之照服員、社工、義工等共同培

力熟齡律動─肢體開發種子教師 32 位，並回歸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清活力站，

指導近 450 位銀髮族熟齡律動。 

(2)安排無花插花、花容葉貌、有艾真好、五行花草茶與茶食等 4 個不同主題的餐桌美學‧

園藝治療─園藝益康種子培訓課程，指導新港各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 C 點等

服務志工、照服員、社工 20 名，之後至新港鄉 8 個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巷弄

站，指導與陪伴銀髮族 200 位，透過植物的相伴，打開五感、體驗大自然的療癒力量。 

(3)20 位新港青年透過 TS 火舞團的生活舞蹈─火舞工作坊，成為點亮新港夏夜最亮的火 

  光。 

(4)與潭大籃仔厝、共和、北崙社區 30 位銀髮族、壯年、青年，要把握青春，透過田園合

唱─藝起快樂來唱歌盡情享受合唱帶來的快樂，在每次合唱的時候，忘卻一切的煩惱

與不如意，讓歌聲舒發情感，讓和聲撫慰心靈。 

(5)新港舞鳳軒北管劇團 VS 阮劇團首次結合傳統北管戲劇與現代劇團的跨域學習，由阮劇

團儲備團員至新港北管見學，教學相長，從北管鑼鼓、鈸鈔等樂器學習為基礎，「扮仙」

為想像，發展各種共創的可能。 

(6)30 位月眉與月潭什區阿公阿嬤，透過齒模粉來翻手，結合月眉在地的傳統文化產業─

交趾陶與剪粘藝術，產生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性的月眉+月潭《土的對話》。 

(7) 30位中庄社區阿公阿嬤，透過用竹皮及布繩在海漂竹搭建的雙合寮做編織造型美化。

竹皮、布繩材料更是與學員們成長經驗息息相關，也喚起學員們孩童時幫家裡用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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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雞籠、看大人們用布繩固定各式瓜架植栽蔬果的成長記憶的中庄《田園地景》。 

(二) 社區放伴─走讀新港 

1.咱來放伴─阿公阿嬤社區走讀 

(1)社區放伴小展演 5 場 

將啟發身體藝術寶藏互動工作坊的成果，透過藝術家專業編導、佈展，老中青三代一

起放伴小展演成果發表。點亮新港的夏夜─火舞在新港公園民俗表演場，肢體開發─老

勢大樂活人生嘉年華在新港國中活動中心，新港作食人─掌上翩創作展，包含月眉+月

潭《土的對話》、中庄《田園地景》、新港《自然農場協奏曲》、於新港文化館 25 號倉

庫展出，《田園合唱─藝起快樂來唱歌》、新港舞鳳軒北管劇團 VS 阮劇團於新港公園

民俗表演場，生活中的活動中心、農會倉庫、公園就是表演劇場與藝廊。 

(2)社區放伴小旅行 2 次 

世代久居於新港的阿公阿嬤，生活場域不外乎在自己的村落，或者婚嫁前的娘家村落，

於社區放伴小展演後，由青年陪伴銀髮族放伴走讀新港文化館 25 號倉庫參加青銀藝術

祭與其他社區交流；參與新港四季風─平安來過冬，鑽平安隧道、博平安龜、吃平安

圓，體驗文化謝平安的趣味。 

2.新港慢步香─社區走讀小旅行 5 場、工作假期 2 場 

以青銀和創完成之社區傳家寶為基礎，結合新港媽祖信仰宗教文化、社區營造、各特

色產業與職人 DIY 體驗的人文之旅。包括社區的生活文化、生產智慧、生命意義，經

由體驗式的遊程設計，讓民眾透過眼、耳、口、鼻、手，以社區為舞台，以餐桌旅行、

社區美學、農夫體驗、田園辦桌四大內容設計執行，共計 5 場。以新港飛驒文化體驗

為主題的《台日青年文化交流》1 場，新港舊市場為提的《新港採編營》1 場。 

(三) 社群能量的再建構 

以故鄉實體人際關係為核心的網絡連結，透過新港文教基金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青

銀合創》相關貼文 63 篇，總曝光次數為 195,001、觸及人數為 118,338 人，總計 313,339

人次。此外，每月發行之會訊等，即時為旅外鄉親報導計畫執行的影音、照片，超越

時空的限制，建構最即時性、互動性的社群能量。 

 

 

 

 

 

 



56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106~108 年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共同指標 

目標值與達成數 

整體達成情形說明 單

位 

106 年 

目標值 

106 年 

達成數 

107 年 

目標數 

107 年 

達成數 

108 年 

目標數 

108 年 

達成數 

累計達

成數 

1 

擴 

大 

知 

識 

應

用 

及 

參

與 

1.1 擴 大

團體社群

參與數 

個 15 26 28 31 31 44 101 

指計畫執行之社區或

社群團體數。(包含跨

域合作引導周邊與外

部專業團體、議題社

群、學校、城鄉合作等

參與數) 

1、肢體開發種子師資

工作坊─古民、菜公咬

仔竹、安和、南港、板

頭、海瀛、埤子、西庄、

扶緣服務協會、大潭、

六腳鄉崙陽社區、工廠

村社區、水上鄉寬士社

區、太保市太保里、水

牛厝社區、民雄鄉福樂

社區、福興社區等 17

個社區 

2、園藝治療─宮前、宮

後、大興、福德、古民、

菜公咬仔竹、安和、南

港、板頭、海瀛、埤子、

西庄、大潭、扶緣服務

協會、太保市太保社區 

3、歌唱圈─潭大、共

和、北崙 3 社區 

4、火舞工作坊─新港

誼、高校義工 2 團體 

5、視覺創作─月眉、月

潭、中庄社區 3 社區 

6、故事劇場─舞鳳軒、

阮劇團 2 團體 

7、社區挖寶 4 議題：

古民社區─宋江陣、西

庄─阿嬤的新娘衫、宮

前、宮後、福德、大興

─北管舞鳳軒、新港舊

市場 

8、跨域合作 9 個青年

藝術團隊 

9、青年社群團隊：新

港甲文青、新港誼、高

校義工、國立新港藝術

高中 4 個 

108 年執行社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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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跨域合作團體 9

個，青年社群團隊 4 個 

1.2 在 地

知識應用

數 

件 12 23 20 20 16 20 63 

係指利用過去累積之

在地知識，應用於品牌

故事加值、文化體驗遊

程、產品設計、教育學

習教材、生活應用與跨

界結合等創新服務策

略。 

1、社區傳家寶─古民社

區─宋江陣、西庄─阿

嬤的新娘衫、宮前、宮

後、福德、大興─北管

舞鳳軒、新港舊市場 4 

2、社區放伴小展演 7

場（辦理中）  

3、社區走讀+新港慢步

香小旅行 5 場、打工假

期 2 場 

4、加值 1/2 自然農場繪

本 1+宋江陣繪本 1（辦

理中） 

108 年傳家寶 4、社區

放伴小展演 7、社區走

讀+小旅行 5、打工假

期 2、加值服務 2 

1.3 促 進

城 鄉 合

作件數 

件 12 14 24 21 26 28 63 

社區透過議題與社群

合作，促進各類聯盟，

擴大都會與鄉村社區

參與 

※包含本計畫相關展

覽及活動。 

1、啟發身體藝術寶藏

工作坊 7（辦理中） 

(1)生活舞蹈工作坊─

肢體開發、火舞 2 (2)

園藝治療 1(3)視覺創

作 2 (4)歌唱圈 1(5)生

命故事劇場 1 

3、社區放伴小展演 7

場（辦理中）  

4、社區走讀+新港慢步

香小旅行 5 場、打工假

期 2 場 

5、青年社群團隊與學

校：新港甲文青、新港

誼、高校義工、國立新

港藝術高中 4 個，、新

港國中、新港國小、古

民國小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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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藝術工作坊 7、

社區放伴小展演 7、社

區走讀+新港慢步香小

旅行 5、打工假期 2、

青年社群團隊學校合

作 4 個 

2. 

促 

進 

居

民 

與 

青 

年 

參 

與 

2.1 社 區

志願服

務時數 

小

時 
5,136 5,360 8,096 8,149 7,120 7,010 20,519 

指社區居民參與籌辦

社區活動、工作坊會

議、討論社區公共事務

等參與時數。 

1、社區傳家寶─古民社

區─宋江陣、西庄─阿

嬤的新娘衫、宮前、宮

後、福德、大興─北管

舞鳳軒、新港舊市場 4 

2、啟發身體藝術寶藏

工作坊 7（辦理中） 

(1)生活舞蹈工作坊─

肢體開發、火舞 2 (2)

園藝治療 1(3)視覺創

作 2 (4)歌唱圈 1(5)生

命故事劇場 1 

3、社區放伴小展演 7

場（辦理中）  

4、社區走讀+新港慢步

香小旅行 5 場、打工假

期 2 場 

108 年傳家寶 4、藝術

工作坊 7、社區放伴小

展演 7、社區走讀+新

港慢步香小旅行 5、打

工假期 2、青年社群團

隊學校合作 4 

2.2 引 進

學校與

社區合

作件數 

案 6 6 8 8 11 5 19 

透過社區與國中小、高

中、大學及社區大學

(樂齡學習中心)合作，

將學習場域聯結社區

在地知識學習環境，營

造無牆生活學校 

1.啟發身體藝術寶藏工

作坊 7（辦理中） 

(1)生活舞蹈火舞工作

坊-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2)歌唱圈-新港國中、

新港國小 

2.新港慢步香小旅行：

新港國中、新港藝術高

中、古民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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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特殊績效說明 

1、啟發身體藝術寶藏─肢體開發種子教師培訓、園藝藝康種子教師培訓： 

   以「自己社區的老人家，自己來照顧」為號召， 成功地徵募社區青年、中壯年，

退休教師參加，年齡橫跨 22 歲~70 歲，以 40~65 歲中壯年居多，多為在地媳婦、女兒；

退休教師；社區組織工作人員等，只能說：在高齡化的新港農村，留在農村社區中的

40~65 歲中壯年，都將被視為社區中流砥柱「社區青年」。 

  肢體開發種子教師經歷 106 年、107 年的初階與進階培訓，種子教師開始於新港各

社區銀髮族關懷據點、長青活力站、樂活站，甚至長照 2.0 的長照巷弄站，新港好媳

婦、好女兒們，持續投入帶領銀髮族肢體開發課程。 

  108 年更擴大服務圈至嘉義縣太保市、六腳鄉、民雄鄉、水上鄉等社區，實地反映

農村社區高齡化的需求，並能回饋強化青銀共創的服務能量。 

  108 年園藝藝康種子教師培訓，並至社區實習服務，期待未來能如同肢體開發般，

建構新港青銀合創的特色。 

個別指標 

    目標值與達成數 達成 

情形 

說明 

單

位 

106 年 

目標值 

106 年 

達成數 

107 年 

目標數 

107 年 

達成數 

108 年 

目標數 

108 年 

達成數 

累計達

成數 

1.青年團隊參與

人數 

人

數 
40 60 70 82 70 72 212 

包含新港高校

義工、大專青

年聯誼會、甲

文青義工、新

港藝術高中師

生、在地或外

聘視覺與表演

藝術青年藝術

家 

2.新港社區傳家 

寶辦理場數 
時 174 180 250 268 204 200 648 

107 年找尋社

區傳家寶 4 社

區、啟發身體藝

術寶藏工作坊

7 場 

3.社區放伴─走 

讀新港參與活動 

人數 

人 

數 
578 608 1578 1582 750 760 2950 

包含咱來放伴

─阿公阿嬤社

區走讀、新港

慢步香─走讀

社區小旅行、

打工假期 

4.社群網絡分享， 

建構新港社區支 

持網絡 

人 

次 
192,000 194,888 201,600 320,543 220,000 313,339 828,770 

基金會臉書粉

絲專頁相關貼

文總曝光次數

與觸及人數總

計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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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年參與： 

   本計畫由執行長徐家瑋將結合新港在地高校義工、新港大專青年聯誼會（簡稱新

港誼）義工、甲文青義工、國立新港藝術高中學生、新港在地青年藝術團隊如田園 Let’s 

Go 樂團等一起投入，透過青年的陪伴、傾聽、紀錄與編輯，採擷銀髮族的生活記憶

與生命智慧，無論是共創社區傳家寶與身體藝術寶藏，並透過展示、保存、轉化為社

區放伴‧新港走讀、小旅行等，在在看到青年與長輩們一起利用「重新認識」帶動跨

界的相互認識、理解與關懷，形成新一代之生活理念、建構「社區共有世代相傳的價

值」的青銀合創理想之實踐。 

3、青年(團隊)與在地社區(銀髮族)協力轉譯及應用地方知識 

     透過青年的陪伴、傾聽、紀錄與編輯，採擷銀髮族的生活記憶與生命智慧，轉譯及應

用地方知識，古民《宋江陣》、西庄《阿嬤ㄟ新娘衫》、新港《舊市場》、新港《舞鳳

軒北管劇團》等 4 項社區傳家寶。並再運用為新港古民《宋江陣》繪本、新港《自然

農場協奏曲》繪本各 1 冊，讓傳統農村智慧的運用與再生。 

        4、社群網絡分享，建構新港旅外鄉親支持網絡： 

社區的參與故事，是最動人的資產，透過新港文教基金會Facebook粉絲專頁，即時

為旅外鄉親報導家鄉新玩藝的影音、照片，在網絡世代，期望可重新定義何謂「社

區」，超越時空限制的社區意涵，建構最即時性、互動性、且全球性的社區支持網

絡。 

本計畫自3月10以《#青銀合創》為題的相關粉絲專頁貼文，至10月31日止，共計63

篇貼文，依據Facebook的洞察報告統計，總曝光次數為195,001、觸及人數為118,338

人，總計313,339人次。其中，有許多旅外的鄉親看到自己的媽媽、阿嬤，在基金會

臉書上留言「對長輩們的運動前後的溫馨提示，如何打開任督二脈，讓我們的肌肉

放鬆。」進駐的藝術家，也都將相關貼文分享到自己的臉書或粉絲專頁，使更多人

關注新港社區的發展，將傳統的社區義涵，超越時空，有了新的社區支持網絡。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D%92%E9%8A%80%E5%90%88%E5%89%B5%E8%A8%88%E7%95%AB?source=feed_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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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遭遇困境與問題分析 

關於青年(團隊)與在地社區(銀髮族)協力轉譯及應用地方知識，除了傳統的展示、保存、 

轉化為社區放伴‧走讀新港之分享、桌遊、動畫、小旅行、體驗、工作假期等外，AR 

與 VR 的科技運用（如雙合寮仔的製作體驗與運用、銀髮族肢體開發教學），是目前本 

計畫執行專業與經費上，無法達成的。期待未來能有相關的大專院校專業科系、企業、 

政府部門，能夠共同合創。 

 

三、 建議本部協助改善措施 

(例如召集相關部會協調、建議本會轉介或轉送計畫至相關單位……….) 

尚無 

 

四、 預期效益 

（一）以新活力翻轉生活文化 

    結合新港在地高校義工、新港大專青年聯誼會(簡稱新港誼)義工、甲文青義工、國

立新港藝術高中師生、新港在地與外聘視覺與表演藝術青年藝術家（團隊），進駐新港

與溪口、六腳共計 18 個社區，透過青年的陪伴、傾聽、紀錄與編輯，採擷銀髮族的生

活記憶與生命智慧，共創社區傳家寶與身體藝術寶藏，並透過展示、保存、轉化為社區

放伴‧走讀新港之分享、桌遊、動畫、小旅行、體驗、工作假期等社區新活力，翻轉分

享在地生活文化。 

（二）以新觀點滾動社區參與 

    新港鄉多屬人口老化之農村，二十九年來在新港社區村落不斷透過結合藝術團隊的

「文化腦袋」進駐擾動，可以發現各社區建構出自己的支持系統，期望透過基金會的高

校義工與新港誼成員組成小組進駐執行社區，陪伴與傾聽社區長輩，將長輩的傳家寶物

件進行挖掘整理，來滾動社區跳脫既有的思考模式，發展社區的創新觀點與自我特色的

發掘與文化保存推廣。 

（三）以新氣象培育在地人才 

    新港鄉因屬於傳統的農業縣，缺乏就業機會與管道，造成近年來人口老化、外移的

現象，無法留住在地優秀人才，透過本計劃強化在地青年的參與、專業藝術團隊的年輕

藝術家，與加強運用國立新港藝術高中師生、在地大專青年、新住民、將退休與退休之

經驗豐富專長人才的黃金人口，以及 65 歲以上銀髮族老有所用，讓社區透過學習、實

踐、反思、再學習之循環歷程，深化組織人才之培育工作，創造在地文化新氣象。 

（四） 以新動能媒合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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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藝術家進駐到新港的社區之中，帶領老人家發掘身體的密碼，透過藝術的開發

與陪伴，媒合深具藝術介入經驗之藝視覺藝術創作、熟齡律動、歌唱圈等方式之青年藝

術團隊進駐，透過互動工作坊，學習、討論、創作、分享，轉動老人家智慧的年輪，也

讓在地青、中年階層可以有機會學習老人家的生活智慧，以「老有所用，青(中)有所成，

幼有所養」，開創青銀共榮(融)的生活的新動能。 

（五） 以新思維激發社群能量 

    本計畫之實體執行於新港，以故鄉實體人際關係為核心的網絡連結，將協助社區共

同體意涵超越時空的限制，從計畫執行起，將透過新港文教基金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

網站、每月發行之會訊等，即時為旅外鄉親報導家鄉社區傳家寶、身體藝術寶藏、新鮮

事的影音、照片，不因時空差異而有距離，提升旅外鄉親對家人親友的了解與關注，聯

結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多元社群、旅外可能返鄉之人才，建構最即時性、互動性、且

全球性的社群能量，打破空間新思維。 

 

 

 

 

 

六、附錄(其他參考資料) 

請檢附列印上傳本部臺灣社區通網站青銀合創專區相關頁面，其他可檢附

例如相關活動照片、新聞報導、出版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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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園藝治療種子工作坊Ι無花插花 

邀請您透過植物的相伴，打開五感、體驗大自然的療癒力量！ 

運用自然農場的蔬果與花葉，創造生活新體驗！ 

在「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過程中，經由融入→體驗→共鳴→分享的歷程，察

覺自然及發覺植物生命的美好與感動，透過刺激感官與記憶，進而改善人的身、心、靈等層

面，幫助提昇自信，增強抗壓能力，提升生活質量(QOL)來抒解身心，目前已有效運用於銀

髮族陪伴、兒童、復健者、身心障礙者等對象，也可用在高壓族群情緒舒緩、親子關係陪伴

與建立等多元學習運用。 

講    師：余雪蘭（台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認證講師） 

上課時間：3/30（六）上午 9:00~11:00  

上課地點：新港文教基金會 1/2 自然農場 

參加對象：農作組義工、新港地區長照 C、關懷據點、樂活站的照服員，20 名 

自備材料：劍山（尺寸為丸 7），花器（一個寬口淺碗，寬口直徑約 12～14cm，高 4 到 

            5.5cm），剪刀 

…………………………………………………………………………………………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 園藝治療種子工作坊報名表 
敬請詳填以下報名表，於 108 年 3 月 27 日(三)前，傳真 3745830 或擲回 新港文教基金會/ 

聯絡人 許容綺、葉玲伶  O/05-3745074#13 謝謝您！ 

姓 名                □劍山自備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住家) 

(手機) 
地 址  

 緊急聯絡人資料  

姓 名  

稱 謂  

電 話 
(住家)  

(手機) 

習慣接收訊
息管道 

□新港文教基金會會訊  □手機簡訊  □基金會 FB 粉絲團 □基金會 Line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村辦公處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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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園藝益康種子工作坊Ι花容葉貌 

 

 

 

 

 

 

 

邀請您透過植物的相伴，打開五感、體驗大自然的療癒力量！ 

認識與運用新港素園與周圍場域的野採花葉，創造生活新體驗！ 

在「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過程中，經由融入→體驗→共鳴→分享的歷程，察

覺自然及發覺植物生命的美好與感動，透過刺激感官與記憶，進而改善人的身、心、靈等層

面，幫助提昇自信，增強抗壓能力，提升生活質量(QOL)來抒解身心，目前已有效運用於銀

髮族陪伴、兒童、復健者、身心障礙者等對象，也可用在高壓族群情緒舒緩、親子關係陪伴

與建立等多元學習運用。 

講    師：余雪蘭（中華國際人才培訓與發展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 

上課時間：5/9（五）下午 2:00~4:00  

上課地點：新港素園（新港鄉新中路 246 附 10 號）  

參加對象：新港各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 C 點、長青活力站等服務志工、 

          照服員、社工，20 名額滿為限 

自備材料：免洗筷或冰棒棍(1 人 1 支)，剪刀、擦手巾或布、茶杯  

…………………………………………………………………………………………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 園藝益康種子工作坊報名表 
敬請詳填以下報名表，於 108 年 5 月 5 日(日)前，傳真 3745830 或擲回 新港文教基金會/ 

聯絡人 葉玲伶  O/05-3745074#61 謝謝您！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住家) 

(手機) 
地 址  

習慣接收訊
息管道 

□新港文教基金會會訊  □手機簡訊  □基金會 FB 粉絲團 □基金會 Line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村辦公處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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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園藝益康種子工作坊Ⅱ 有「艾」真好 

邀請您透過植物的相伴，打開五感、體驗大自然的療癒力量！ 

認識醫草─「艾草」，了解其功效，並運用於生活中。製作艾草巧克力點心及艾草補氣茶飲、

艾草平安貓，視覺、觸覺、嗅覺與味覺刺激，增進認知與社交。 

在「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過程中，經由融入→體驗→共鳴→分享的歷程，察

覺自然及發覺植物生命的美好與感動，透過刺激感官與記憶，進而改善人的身、心、靈等層

面，幫助提昇自信，增強抗壓能力，提升生活質量(QOL)來抒解身心，目前已有效運用於銀

髮族陪伴、兒童、復健者、身心障礙者等對象，也可用在高壓族群情緒舒緩、親子關係陪伴

與建立等多元學習運用。 

講    師：余雪蘭（中華國際人才培訓與發展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 

上課時間：9/12（四）下午 1:30~3:30  

上課地點：新港素園（新港鄉新中路 246 附 10 號）  

參加對象：新港各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 C 點、長青活力站等服務志工、 

          照服員、社工，20 名額滿為限 

報    名：歡迎直接上網 https://reurl.cc/MYqz3 

       自備材料：茶杯、小盤子、剪刀  

備    註：為達到種子培訓，未來期能進入社區教學服務，報名參加者，請都 

           務必參加一場社區實作實習。 

…………………………………………………………………………………………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 園藝益康種子工作坊報名表 
敬請詳填以下報名表，於 108 年 9 月 2 日(日)前，傳真 3745830 或擲回 新港文教基金會/ 

聯絡人 葉玲伶  O/05-3745074#61 謝謝您！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住家) 

(手機) 
地 址  

實習 
□9/18(三)9:00~11:00 咬仔竹社區活動中心(新港鄉菜公村咬仔竹 41 號) 

□9/20(五)9:00~11:00 西庄社區活動中心 (新港鄉西庄村 7 鄰西庄 65 號) 

https://reurl.cc/MYqz3


67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園藝益康種子工作坊Ⅲ 五行五色花草茶與茶食 

邀請您透過植物的相伴，打開五感、體驗大自然的療癒力量！ 

認識五行五色與人體的闗聯與保健，五行花草茶與茶食 DIY。 

在「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過程中，經由融入→體驗→共鳴→分享的歷程，察

覺自然及發覺植物生命的美好與感動，透過刺激感官與記憶，進而改善人的身、心、靈等層

面，幫助提昇自信，增強抗壓能力，提升生活質量(QOL)來抒解身心，目前已有效運用於銀

髮族陪伴、兒童、復健者、身心障礙者等對象，也可用在高壓族群情緒舒緩、親子關係陪伴

與建立等多元學習運用。 

講    師：余雪蘭（中華國際人才培訓與發展協會認證園藝治療師） 

上課時間：10/17（四）下午 1:30~3:30  

上課地點：新港素園（新港鄉新中路 246 附 10 號）  

參加對象：新港各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 C 點、長青活力站等服務志工、 

          照服員、社工，20 名額滿為限 

報    名：請於 10/6 前上網 https://reurl.cc/M7Z35k 

       自備材料：小盤子、小茶杯、剪食物的乾淨剪刀  

備    註：為達到種子培訓，未來期能進入社區教學服務，報名參加者，請都 

          務必參加一場社區實作實習。 

 

…………………………………………………………………………………………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 園藝益康種子工作坊報名表 
敬請詳填以下報名表，於 108 年 10 月 6 日(日)前，傳真 3745830 或擲回 新港文教基金會/ 

聯絡人 葉玲伶  O/05-3745074#61 謝謝您！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住家) 

(手機) 
地 址  

實習 
□10/23(三)9:00~11:00 埤子社區活動中心 (新港鄉埤子村埤子頭 1 號之 2) 

□10/24(四)9:00~11:00 安和老人休閒中心/安和食堂 (新港鄉安和村 110-3 號) 

https://reurl.cc/M7Z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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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肢體開發種子教師培訓 

 

自己社區的老人家 

自己來照顧 

學習帶領 

阿公阿嬤一起動身體

拉筋舒壓  降低痠痛 

身體平衡  防止跌倒 

歡迎報名參加 

   

課程融入太極導引，為銀髮族開發更深層的肌肉加強、放鬆肩頸背的動作，有效達到開發與

按摩的功效；加強脊椎、拉筋舒壓運動，適當的拉筋，訓練肌肉的耐力與強度，將僵硬頑固

的筋肉軟化減少長骨刺的機會、降低痠痛。特別訓練銀髮族的平衡感及身體重心尋找，防止

跌倒的發生。 

講    師：王正芬（潤福生活事業 老人肢體開發課程教師） 

上課時間：6/15、6/25 據點訪視指導，10/31、11/14、11/21、11/28，週四 下午 2:00~4:00  

上課地點：各社區活動中心、咬仔竹社區活動中心 

參加對象：106~107 年種子教師、新港各社區關懷據點、樂活站、長照 C 點、長青活力站等 

          服務志工、照服員、社工 

報    名：請於 10/6 前上網 https://reurl.cc/1QgKLV 報名 

成果發表：青‧銀 PLAY 新港老勢大嘉年華 

時    間：10/7 (日) 上午 8:30（暫訂）    地點：新港國中活動中心 

………………………………………………………………………………………… 

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工作坊報名表 
免費的社區學習活動，歡迎踴躍報名，敬請詳填以下報名表，於 108 年 9 月 7 日(周五) 

前，交回至新港文教基金會 email：hkfce.hk@msa.hinet.net。謝謝您！ 

文化部社區營造靑銀合創實驗方案 執行單位：新港文教基金會 05-3745074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住家) 

(手機) 
地 址  

 聯絡人資料  

姓 名  

稱 謂  

電 話 
(住家)  

(手機) 

https://reurl.cc/1QgK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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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銀 PLAY－新港社區傳家寶計畫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108 年歌唱圈 

 

籃仔厝為嘉義縣新港鄉潭大村與共和村的交界處的一個 

純樸小聚落，務農為主，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嘉義新港教 

會的主要傳道區。 

隨教會信仰與音樂啟蒙，在田園務農的辛勞中， 

因為音樂與信仰，讓生活依舊平衡美好。 

今年社區的年輕人想要與銀髮族開始唱合唱了， 

要把握青春，盡情享受合唱帶來的快樂， 

在每次合唱的時候，忘卻一切的煩惱與不如意， 

讓歌聲舒發情感，讓和聲撫慰心靈吧！ 

 

講    師：蔡言箴（國立台南大學音樂系研究所、任教於勝利國小新生合唱團） 

          顏孝丞（國立台南大學音樂系研究所主修鋼琴、養生文教基金會合唱團鋼琴伴奏） 

上課時間：7/19~12/6(五)晚上 7:30~9:00，隔週上，共計 10 周  

上課地點：新港鄉籃仔厝田園農場 

對    象：社區義工、銀髮族、新住民，由社區發展協會、村長、社區組織動員邀請報名 

成果發表：青‧銀 PLAY 新港四季風快閃 

時    間：12/2 (日) 上午 10:30（暫訂）  地點：新港鐵路公園 

活動單位 : 潭大村藍仔厝+共和村 
…………………………………………………………………………………………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108 年歌唱圈工作坊報名表 
免費的社區學習活動，歡迎踴躍報名，敬請詳填以下報名表，於 108 年 7 月 10 日(周三)前，

交回至新港文教基金會 email：hkfce.hk@msa.hinet.net。。謝謝您！ 

 

文化部社區營造靑銀合創實驗方案 執行單位：新港文教基金會 05-3745074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電 話 
(住家) 

(手機) 
地 址  

 聯絡人資料  

姓 名  

稱 謂  

電 話 
(住家)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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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培訓工作坊─無花插花 

 

 

打開五感  體驗園藝生活的自然療癒力 

在農場周邊 #野採 發現路邊的野花野草是如許美麗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培訓工作坊─無花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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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五感  體驗園藝生活的自然療癒力 

無花插花 分享大自然賜予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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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培訓工作坊─花容葉貌 

 

 

新港各社區種子們的 笑容與花容葉貌 

打開五感 #園藝生活就是最好的園藝治療！ 

#葉拓名片 #園藝生活 #香草茶 #野採 #花容葉貌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92%E8%97%9D%E7%94%9F%E6%B4%BB%E5%B0%B1%E6%98%AF%E6%9C%80%E5%A5%BD%E7%9A%84%E5%9C%92%E8%97%9D%E6%B2%BB%E7%99%82?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E26jIWz6S9DuIYLPKCg8wVyvw0oZL-4ENYG8cDVIv9w6ExbHAMfnvLKSQrpVbR0PSYFUNS70PLHfVNNyd82StWHPxIicmRQBUy3NHUl96LJBTjHwv4tfe7KW-3onY-GBV0IP6ma9-uNKYOFLxe8lfgtRI4cyUtUFjZOnUIq9sWs8i0lcfC81unureldMricDfYIi50WBeFzcUMGr_K0W7OpZeYDGUXWDRe3wk18n1nAw-JYe24jpazAq0PdyOrLPBuS-SbSDhufQ2vYAlhOMvmOOkrTeHdyDyJJ0M4FgBMEPTwm-YIJskHlpdw4onFfKa&__tn__=%2ANK-R-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91%89%E6%8B%93%E5%90%8D%E7%89%87?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E26jIWz6S9DuIYLPKCg8wVyvw0oZL-4ENYG8cDVIv9w6ExbHAMfnvLKSQrpVbR0PSYFUNS70PLHfVNNyd82StWHPxIicmRQBUy3NHUl96LJBTjHwv4tfe7KW-3onY-GBV0IP6ma9-uNKYOFLxe8lfgtRI4cyUtUFjZOnUIq9sWs8i0lcfC81unureldMricDfYIi50WBeFzcUMGr_K0W7OpZeYDGUXWDRe3wk18n1nAw-JYe24jpazAq0PdyOrLPBuS-SbSDhufQ2vYAlhOMvmOOkrTeHdyDyJJ0M4FgBMEPTwm-YIJskHlpdw4onFfKa&__tn__=%2ANK-R-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C%92%E8%97%9D%E7%94%9F%E6%B4%B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E26jIWz6S9DuIYLPKCg8wVyvw0oZL-4ENYG8cDVIv9w6ExbHAMfnvLKSQrpVbR0PSYFUNS70PLHfVNNyd82StWHPxIicmRQBUy3NHUl96LJBTjHwv4tfe7KW-3onY-GBV0IP6ma9-uNKYOFLxe8lfgtRI4cyUtUFjZOnUIq9sWs8i0lcfC81unureldMricDfYIi50WBeFzcUMGr_K0W7OpZeYDGUXWDRe3wk18n1nAw-JYe24jpazAq0PdyOrLPBuS-SbSDhufQ2vYAlhOMvmOOkrTeHdyDyJJ0M4FgBMEPTwm-YIJskHlpdw4onFfKa&__tn__=%2ANK-R-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87%8E%E6%8E%A1?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E26jIWz6S9DuIYLPKCg8wVyvw0oZL-4ENYG8cDVIv9w6ExbHAMfnvLKSQrpVbR0PSYFUNS70PLHfVNNyd82StWHPxIicmRQBUy3NHUl96LJBTjHwv4tfe7KW-3onY-GBV0IP6ma9-uNKYOFLxe8lfgtRI4cyUtUFjZOnUIq9sWs8i0lcfC81unureldMricDfYIi50WBeFzcUMGr_K0W7OpZeYDGUXWDRe3wk18n1nAw-JYe24jpazAq0PdyOrLPBuS-SbSDhufQ2vYAlhOMvmOOkrTeHdyDyJJ0M4FgBMEPTwm-YIJskHlpdw4onFfKa&__tn__=%2ANK-R-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8A%B1%E5%AE%B9%E8%91%89%E8%B2%8C?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E26jIWz6S9DuIYLPKCg8wVyvw0oZL-4ENYG8cDVIv9w6ExbHAMfnvLKSQrpVbR0PSYFUNS70PLHfVNNyd82StWHPxIicmRQBUy3NHUl96LJBTjHwv4tfe7KW-3onY-GBV0IP6ma9-uNKYOFLxe8lfgtRI4cyUtUFjZOnUIq9sWs8i0lcfC81unureldMricDfYIi50WBeFzcUMGr_K0W7OpZeYDGUXWDRe3wk18n1nAw-JYe24jpazAq0PdyOrLPBuS-SbSDhufQ2vYAlhOMvmOOkrTeHdyDyJJ0M4FgBMEPTwm-YIJskHlpdw4onFfKa&__tn__=%2ANK-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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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培訓工作坊─花容葉貌 

 

 

有多麼療癒、多麼愉悅、與自己的心靈多麼神似  

讓新港各社區種子們的 笑容與花容葉貌 告訴您！ 

每個人的花容葉貌都與自己很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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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實習 1─花容葉貌 @海瀛社區 

 

 

在培訓的種子義工培伴中 

阿公阿嬤仔細地挑選自己愛的花葉，嘴上都說「嗯哉袂安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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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 1─花容葉貌 @海瀛社區 

 

 

轉眼間  簡單ㄟ  紅色喜氣ㄟ 大餅臉愛笑ㄟ  攏總出現啊！ 

每個人的花容葉貌都與自己很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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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實習 2─花容葉貌 @古民社區 

 

 

從雪蘭老師簡報的圖片開始，古民阿公阿嬤們眼睛發亮 

「ㄚ你哪ㄟ眼睛 V~V~」「ㄚ你面修大阿喇」互相漏氣 笑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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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 2─花容葉貌 @古民社區 

 

 

轉眼間  希望家己卡大摳蕾  卡水蕾 作非洲王  攏總出現啊！ 

每個人的花容葉貌都與自己很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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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實習 3─花容葉貌 @扶緣服務協會 

 

 

戶外高溫 34 度  阿公阿嬤們在素園裡神閒氣定地欣賞雪蘭老師簡報圖片、聞著紫蘇葉的香

氣，然後，聚精會神地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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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 3─花容葉貌 @扶緣服務協會 

 

 

94 歲鄭何錦雲ㄚ嬤  少女心噴發地拿起自己的花容葉貌，高唱日本歌謠 16 歲少女要出嫁，

頓時大家的心都撲通撲通地熱火起來 

分享著 對自己的祝福 #大家攏愛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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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實習 4─花容葉貌 @大潭社區 

 

 

大潭的阿公阿嬤一起超幸福  因為有冷氣 

30 多位的老勢大作夥手作（通常是要開 2 班）一開始有些小忙亂 

感謝 @黃文霞 @吳惠萍 @張員菁 @許容綺 協力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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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 4─花容葉貌 @大潭社區 

 

 

我們喝著雪蘭老師特調的 #紫蘇_薄荷_蝶豆花_檸檬香草茶 

分享著 對自己的祝福 #大家攏愛身體健康_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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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培訓工作坊 2─有艾真好 

 

 

一整個療癒的午後  我們認識醫草─「艾草」有「艾」真好~~ 

創作可以放在床頭紓眠、抱在懷裡紓壓，有著特殊 #艾草 香氣的平安貓 

每個人的 #艾草平安貓 都有自名字喔~~招財、進保、黑眼、阿花、幸福……喵~~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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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實習 5─有艾真好 @咬仔竹社區 

 

 

阿嬤們親自動手打碎 艾草、核桃，加入芝麻粉、黑糖 製作大力丸─ #艾草巧克力 配著 #艾

草補氣茶飲（一整個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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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實習 6─有艾真好 @西庄社區 

 

 

90 歲仍騎著卡打車巡田ㄟ阿賢阿嬤  喜愛 #勞宮穴 作 #隔薑艾灸 她說：燒燒，金舒服  

大家鎮靜安神、促進睡眠，今天晚上  一定睡得特別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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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培訓工作坊 3─五行花草茶與茶食 

 

 

大家異口同聲不停地說「好~~好吃喔~~」是今天 課程最大的回饋 

甚麼這樣好吃  到底？是大家自己 #手舞足蹈搖出來 的 #香草奶油 

配上 #玫瑰花 #桂花 #茶花 #薄荷 #甜菊葉 組成的 #五行五色花草茶，我們今天真的很幸福！ 



86 

 

◎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實習 7─五行花草茶與茶食 @埤子社區 

 

 

 

每位阿公阿嬤都完成自己的 #五行五色花草茶包 內含 #玫瑰(紅色-心臟) #桂花(黃色-脾胃) 茶

花(白-肺)#薰衣草(紫黑-腎臟) #薄荷(綠-肝臟) #甜菊(甜味) ，帶回家沖 1000cc 與家人分享！ 

五行茶食 #紅棗 橫切去籽，夾入 #薄荷 #杏仁片 #黑芝麻粉 #薑黃粉，有著甜、涼、香、微辣

的多層次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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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餐桌美學‧園藝治療種子實習 8─五行花草茶與茶食 @安和社區 

 

 
來台農業交流的 印尼青農 Say 與 印尼看護 Lia 在新港結伴一起完成「好朋友」 #五行五色花

草茶包  

「暝ㄚ載擱有冇？這膩賀ㄟ課，愛每日攏來」83 歲文雄阿公 吃著 #紅棗小漢堡_五行茶食 配 #

五行五色花草茶 下課時期待地說著！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B4%85%E6%A3%97%E5%B0%8F%E6%BC%A2%E5%A0%A1_%E4%BA%94%E8%A1%8C%E8%8C%B6%E9%A3%9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0dsu1VdVXJJ0-iSWnsxMNXf1O3UA1Q7vFmGO-n6T-QO-PAwUoBUHufWcQS1ew2eNdPsIhG-mY9dXvmsQg8eVCFkKx-N362k-hIhHrzSYrphSqfDP90PeBN-mKUD0algW-hNWZTUjiTBHUCi30V81hilP2RbZE2hkibp78SbVrF04zRWVTzUSZWgVQST8QSvw_v0kM-uK4nbx1_PTqtgrK422ct8Mc_JlmlMNjqoON5aC-a36bGgvriaMGTgscJMZhfB-7bjMCBcm70zYRZP3SISAzYuP8LG3RL6eoIG1qSjlJ5jPOwaMqWwMPPAv4sxTv&__tn__=%2ANK-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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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種子教師訪視與指導 1 @南港大崙社區 

 

 

大雨滂沱的上午，我們在 #南港大崙站  

種子教師 @劉秀惠 帶動肢體 #吳佩瑱溫暖陪伴 

正芬老師給種子教師的考核打 幾霸婚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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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種子教師訪視與指導 1 @南港大崙社區 

 

 

 

大雨滂沱的上午，我們在 #南港大崙站  

種子教師 @劉秀惠 帶動肢體 #吳佩瑱溫暖陪伴 

正芬老師給種子教師的考核打 幾霸婚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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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種子教師訪視與指導 2 @扶緣服務協會 

 

 

大雨滂沱的上午，我們在 #扶緣宿園  

種子教師 @張君萍 帶動肢體 @林政信 @江淑煖溫暖陪伴 

正芬老師給種子教師的考核打 幾霸婚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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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種子教師訪視與指導 2 @扶緣服務協會 

 

 

大雨滂沱的上午，我們在 #扶緣宿園  

種子教師 @張君萍 帶動肢體 @林政信 @江淑煖溫暖陪伴 

正芬老師給種子教師的考核打 幾霸婚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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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種子教師訪視與指導 3 @太保市太保里社區 

 

 

我們走出新港 進入太保 @太保市太保里長照巷弄站 

種子教師 @吳惠萍 把肢體開發課程+相關學習=融會貫通成自己的教學+最重要的美好笑容 

正芬老師給種子教師的考核打 幾霸婚 100 分！給大大的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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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種子教師訪視與指導 3 @太保市太保里社區 

 

 

我們走出新港 進入太保 @太保市太保里長照巷弄站 

種子教師 @吳惠萍 把肢體開發課程+相關學習=融會貫通成自己的教學+最重要的美好笑容 

正芬老師給種子教師的考核打 幾霸婚 100 分！給大大的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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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訪視與指導 4 @大潭社區 

 

 
大潭阿公阿嬤 肢體開發課程 初體驗，正芬老師從手掌、手肘、肩頸等逐步打開 #九大關節 

後方的食堂傳來陣陣飯菜香 運動後的大腸搆小腸咕嚕咕嚕叫起來  

正芬老師只好使出殺手鐧 逗阿公阿嬤彎腰說要撿地上的金塊！ 

然後，大家就~~下課 歡喜呷飯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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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訪視與指導 4 @大潭社區 

 

 
大潭阿公阿嬤 肢體開發課程 初體驗，正芬老師從手掌、手肘、肩頸等逐步打開 #九大關節 

後方的食堂傳來陣陣飯菜香 運動後的大腸搆小腸咕嚕咕嚕叫起來  

正芬老師只好使出殺手鐧 逗阿公阿嬤彎腰說要撿地上的金塊！ 

然後，大家就~~下課 歡喜呷飯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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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訪視與指導 5 @板頭社區 

 

 
今天的第三站 @板頭長照巷弄站 

種子教師 @陳美惠 帶動肢體 @陳麗顏 溫暖陪伴  春金、淑貞來見習 

正芬老師給種子教師的考核打 幾霸婚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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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訪視與指導 5 @板頭社區 

 

 

今天的第三站 @板頭長照巷弄站 

種子教師 @陳美惠 帶動肢體 @陳麗顏 溫暖陪伴  春金、淑貞來見習 

正芬老師給種子教師的考核打 幾霸婚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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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生活舞蹈‧肢體開發 種子教師 進階培訓 

 

 

歡迎 #水上鄉奉天宮濟公廟照護關懷據點 #六腳鄉工廠村社區 #民雄鄉福興_福樂社區 #太保市

太保里_水牛厝社區 #新種子加入擴大服務圈！ 

今天先來全套 #肢體開發_打開九大關節_拉筋_太極導引_紓緩 

喚醒深層的肌肉、拉筋舒壓  好~療~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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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歌唱圈‧田園合唱  

 

 

在 #籃仔厝 妙班長喜樂花園 四處宣傳摳人，讓這 10 戶人家的小聚落，農忙完，吃飽來唱歌~ 

#新港囝仔 顏孝丞 希望能藉由他的音樂專業，特別邀請他的同學 #蔡言箴 一起來新港 

帶領大家一起快樂唱歌~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B1%83%E4%BB%94%E5%8E%9D?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1kzafDPDm_OwJxKBCVOmJdlmv5DJt8tW-ho8c72QAuU5obuCV3O7yeC6mYGisCQPWyVJnGq8JGI8WM5P0zyF47Idm7AwV14Zb2834_JXo0Ecj6nq71bZUNfKf3k_IWAeOwLclI7iWrUKyWVC662cVRRQ7_E15oGVMjVmM1L3zUcYTQfPOdEmTDkNinBLGCf7g1vlGNdpGAmKme4CMXWLe4LkpAVugKUTMFN0XvUkGXyTYKNtXsZFkIOd3me17txdBnLRkSsZEvc5l0R47ON5GW0NL68vQ5lTmjacb_4in5U2KOf-o3NzMNK_LlfCkAJfy9wm8FFCOaz3ij39aEuknrQ&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E5%A6%99%E7%8F%AD%E9%95%B7%E5%96%9C%E6%A8%82%E8%8A%B1%E5%9C%92-1401894983450133/?__tn__=K-R&eid=ARAv7n6wmLOU4xgKtqdkmjXGTD5PNRho_a14y0fEnOgaXnGwqLLNg3iUeeDjrmHBi6VwB7T-WXg6tgfo&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1kzafDPDm_OwJxKBCVOmJdlmv5DJt8tW-ho8c72QAuU5obuCV3O7yeC6mYGisCQPWyVJnGq8JGI8WM5P0zyF47Idm7AwV14Zb2834_JXo0Ecj6nq71bZUNfKf3k_IWAeOwLclI7iWrUKyWVC662cVRRQ7_E15oGVMjVmM1L3zUcYTQfPOdEmTDkNinBLGCf7g1vlGNdpGAmKme4CMXWLe4LkpAVugKUTMFN0XvUkGXyTYKNtXsZFkIOd3me17txdBnLRkSsZEvc5l0R47ON5GW0NL68vQ5lTmjacb_4in5U2KOf-o3NzMNK_LlfCkAJfy9wm8FFCOaz3ij39aEuknrQ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6%B0%E6%B8%AF%E5%9B%9D%E4%BB%9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1kzafDPDm_OwJxKBCVOmJdlmv5DJt8tW-ho8c72QAuU5obuCV3O7yeC6mYGisCQPWyVJnGq8JGI8WM5P0zyF47Idm7AwV14Zb2834_JXo0Ecj6nq71bZUNfKf3k_IWAeOwLclI7iWrUKyWVC662cVRRQ7_E15oGVMjVmM1L3zUcYTQfPOdEmTDkNinBLGCf7g1vlGNdpGAmKme4CMXWLe4LkpAVugKUTMFN0XvUkGXyTYKNtXsZFkIOd3me17txdBnLRkSsZEvc5l0R47ON5GW0NL68vQ5lTmjacb_4in5U2KOf-o3NzMNK_LlfCkAJfy9wm8FFCOaz3ij39aEuknrQ&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44567048&__tn__=K-R&eid=ARCBlPyoSbxL8RmWLb6tAD6ewRNYVM95I4SIieFh0UuLtk4v8esHDaR3t_FkqJ5QKr1qkyy2Jp93cG61&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C1kzafDPDm_OwJxKBCVOmJdlmv5DJt8tW-ho8c72QAuU5obuCV3O7yeC6mYGisCQPWyVJnGq8JGI8WM5P0zyF47Idm7AwV14Zb2834_JXo0Ecj6nq71bZUNfKf3k_IWAeOwLclI7iWrUKyWVC662cVRRQ7_E15oGVMjVmM1L3zUcYTQfPOdEmTDkNinBLGCf7g1vlGNdpGAmKme4CMXWLe4LkpAVugKUTMFN0XvUkGXyTYKNtXsZFkIOd3me17txdBnLRkSsZEvc5l0R47ON5GW0NL68vQ5lTmjacb_4in5U2KOf-o3NzMNK_LlfCkAJfy9wm8FFCOaz3ij39aEuknrQ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94%A1%E8%A8%80%E7%AE%B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1kzafDPDm_OwJxKBCVOmJdlmv5DJt8tW-ho8c72QAuU5obuCV3O7yeC6mYGisCQPWyVJnGq8JGI8WM5P0zyF47Idm7AwV14Zb2834_JXo0Ecj6nq71bZUNfKf3k_IWAeOwLclI7iWrUKyWVC662cVRRQ7_E15oGVMjVmM1L3zUcYTQfPOdEmTDkNinBLGCf7g1vlGNdpGAmKme4CMXWLe4LkpAVugKUTMFN0XvUkGXyTYKNtXsZFkIOd3me17txdBnLRkSsZEvc5l0R47ON5GW0NL68vQ5lTmjacb_4in5U2KOf-o3NzMNK_LlfCkAJfy9wm8FFCOaz3ij39aEuknrQ&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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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歌唱圈‧田園合唱  

 

 

阮大家日時種田  暗時作夥快樂唱歌 

@田園農場 日時ㄟ集貨場  暗時是阮大家唱歌ㄟ好所在 

要把 #轉音 #加重音 #附點音符多半拍 唱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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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歌唱圈‧田園合唱  

 

 

為了 #好威的牽目鏡愛樂前輩 #阿欽仔 #守平伯 我們有特大號畫夾曲譜🤭 

以及 #好貼心小天使幫手 協助夾譜改錯字😍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5%BD%E5%A8%81%E7%9A%84%E7%89%BD%E7%9B%AE%E9%8F%A1%E6%84%9B%E6%A8%82%E5%89%8D%E8%BC%A9?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ZbbapCp6RqMGWREY2w4a-xprtJHYTWPe9YbIc7Zr1h7xgy2Yki8yQkecXJ3zy5jJ4d7MDCfskYSbYCIKBAkRHmvb_o88LH2eeSnxbaPV_zYOgkSUpmL-HBnOoBVHddKKNu8B_hVnDTjXN9yzO9upfD-bdvCLjPbQEHSeaVC0g5pUE2XDA7ZglBV6hQNxNvU6J0i9ZAXu1ML4iCiD7s0iR9dDBUsje03_KInVSzYeJOGFDTCQ5JiJ0GzBD9y4xz6314T6jYIu5Pz2DDRJxQFgIR6tHZGZeJIeQLnH-8j5F71zqBE-AWV2JHyW5Frzz0m-V8gzSGoI1v1njgp-u2VZGiA&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8%BF%E6%AC%BD%E4%BB%9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ZbbapCp6RqMGWREY2w4a-xprtJHYTWPe9YbIc7Zr1h7xgy2Yki8yQkecXJ3zy5jJ4d7MDCfskYSbYCIKBAkRHmvb_o88LH2eeSnxbaPV_zYOgkSUpmL-HBnOoBVHddKKNu8B_hVnDTjXN9yzO9upfD-bdvCLjPbQEHSeaVC0g5pUE2XDA7ZglBV6hQNxNvU6J0i9ZAXu1ML4iCiD7s0iR9dDBUsje03_KInVSzYeJOGFDTCQ5JiJ0GzBD9y4xz6314T6jYIu5Pz2DDRJxQFgIR6tHZGZeJIeQLnH-8j5F71zqBE-AWV2JHyW5Frzz0m-V8gzSGoI1v1njgp-u2VZGiA&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E%88%E5%B9%B3%E4%BC%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ZbbapCp6RqMGWREY2w4a-xprtJHYTWPe9YbIc7Zr1h7xgy2Yki8yQkecXJ3zy5jJ4d7MDCfskYSbYCIKBAkRHmvb_o88LH2eeSnxbaPV_zYOgkSUpmL-HBnOoBVHddKKNu8B_hVnDTjXN9yzO9upfD-bdvCLjPbQEHSeaVC0g5pUE2XDA7ZglBV6hQNxNvU6J0i9ZAXu1ML4iCiD7s0iR9dDBUsje03_KInVSzYeJOGFDTCQ5JiJ0GzBD9y4xz6314T6jYIu5Pz2DDRJxQFgIR6tHZGZeJIeQLnH-8j5F71zqBE-AWV2JHyW5Frzz0m-V8gzSGoI1v1njgp-u2VZGiA&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5%BD%E8%B2%BC%E5%BF%83%E5%B0%8F%E5%A4%A9%E4%BD%BF%E5%B9%AB%E6%89%8B?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ZbbapCp6RqMGWREY2w4a-xprtJHYTWPe9YbIc7Zr1h7xgy2Yki8yQkecXJ3zy5jJ4d7MDCfskYSbYCIKBAkRHmvb_o88LH2eeSnxbaPV_zYOgkSUpmL-HBnOoBVHddKKNu8B_hVnDTjXN9yzO9upfD-bdvCLjPbQEHSeaVC0g5pUE2XDA7ZglBV6hQNxNvU6J0i9ZAXu1ML4iCiD7s0iR9dDBUsje03_KInVSzYeJOGFDTCQ5JiJ0GzBD9y4xz6314T6jYIu5Pz2DDRJxQFgIR6tHZGZeJIeQLnH-8j5F71zqBE-AWV2JHyW5Frzz0m-V8gzSGoI1v1njgp-u2VZGiA&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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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歌唱圈‧田園合唱  

 

 

田園合唱 #青春笑年組 #婆媳組 作夥藝起來唱歌絕對「齊樂融融」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9%86%E5%AA%B3%E5%85%B6%E6%A8%82%E8%9E%8D%E8%9E%8D%E7%B5%8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ZbbapCp6RqMGWREY2w4a-xprtJHYTWPe9YbIc7Zr1h7xgy2Yki8yQkecXJ3zy5jJ4d7MDCfskYSbYCIKBAkRHmvb_o88LH2eeSnxbaPV_zYOgkSUpmL-HBnOoBVHddKKNu8B_hVnDTjXN9yzO9upfD-bdvCLjPbQEHSeaVC0g5pUE2XDA7ZglBV6hQNxNvU6J0i9ZAXu1ML4iCiD7s0iR9dDBUsje03_KInVSzYeJOGFDTCQ5JiJ0GzBD9y4xz6314T6jYIu5Pz2DDRJxQFgIR6tHZGZeJIeQLnH-8j5F71zqBE-AWV2JHyW5Frzz0m-V8gzSGoI1v1njgp-u2VZGiA&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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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視覺藝術‧「土」的對話  @月眉+月潭社區  

 

 

經過手忙腳亂的齒模粉翻模，阿公阿嬤ㄟ第一次，不知道裡頭到底長什麼模樣，充滿著好奇與期

待，小心翼翼的一層一層的脫著模，只要看到一些些白色石膏，就更放慢保護著 

看到每個人的手，彼此相互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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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視覺藝術‧「土」的對話  @月眉+月潭社區  

 

 

新港有著交趾巢之名，月眉有著多位的交趾陶藝師，俐穎老師融入了交趾陶與剪粘的素材 

先透過手的塑型雕塑，再結合剪粘用的碗片 

與石膏手相互交織，成為最獨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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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視覺藝術‧農村地景  @中庄社區  

 

 

#蔬菜王國_中庄 #雙合寮仔的 100 種想像 

種一輩的蔬菜，用過無數的竹編菜籃仔 

第一次自己編，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94%AC%E8%8F%9C%E7%8E%8B%E5%9C%8B_%E4%B8%AD%E5%BA%8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Fb5P9IeyKOZnSk87QqoBJtEr4AlX0ZB1XbsyO5_x7YJKO6LFxfIaFqleD5fpnls7zPNLo_1oqhm9YWd0XHp0cbKQWEvjWSjnM3pgmM7LGvGmgPyqDDoe-yjzJL7cEEC8rQfatal9ntxJ-IEl32bkUtpf2CLgiCbfl5tFORaeK2oD-9BK2kCrV55Ve6Hn1L4CqDXdfsiqoJ8X08PG_O1-koLTaYi5rlDwcAmrAMxfyshCl3lzC6xadSfsnvN-AJgu8jYTZGXN8vOSZS_EEBjaYRuaAzfeyLsA4Y39k1d7gXgB6AMD-w_90tSTnQp6pJIyyQmIMdVeMif7yB3r60GmERA&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B%99%E5%90%88%E5%AF%AE%E4%BB%94%E7%9A%84100%E7%A8%AE%E6%83%B3%E5%83%8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Fb5P9IeyKOZnSk87QqoBJtEr4AlX0ZB1XbsyO5_x7YJKO6LFxfIaFqleD5fpnls7zPNLo_1oqhm9YWd0XHp0cbKQWEvjWSjnM3pgmM7LGvGmgPyqDDoe-yjzJL7cEEC8rQfatal9ntxJ-IEl32bkUtpf2CLgiCbfl5tFORaeK2oD-9BK2kCrV55Ve6Hn1L4CqDXdfsiqoJ8X08PG_O1-koLTaYi5rlDwcAmrAMxfyshCl3lzC6xadSfsnvN-AJgu8jYTZGXN8vOSZS_EEBjaYRuaAzfeyLsA4Y39k1d7gXgB6AMD-w_90tSTnQp6pJIyyQmIMdVeMif7yB3r60GmERA&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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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身體藝術寶藏─視覺藝術‧農村地景  @中庄社區  

 

 

#蔬菜王國_中庄 #雙合寮仔的 100 種想像 

從單一個構成一大面，雙合寮仔的雛形快出來囉~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94%AC%E8%8F%9C%E7%8E%8B%E5%9C%8B_%E4%B8%AD%E5%BA%84?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Fb5P9IeyKOZnSk87QqoBJtEr4AlX0ZB1XbsyO5_x7YJKO6LFxfIaFqleD5fpnls7zPNLo_1oqhm9YWd0XHp0cbKQWEvjWSjnM3pgmM7LGvGmgPyqDDoe-yjzJL7cEEC8rQfatal9ntxJ-IEl32bkUtpf2CLgiCbfl5tFORaeK2oD-9BK2kCrV55Ve6Hn1L4CqDXdfsiqoJ8X08PG_O1-koLTaYi5rlDwcAmrAMxfyshCl3lzC6xadSfsnvN-AJgu8jYTZGXN8vOSZS_EEBjaYRuaAzfeyLsA4Y39k1d7gXgB6AMD-w_90tSTnQp6pJIyyQmIMdVeMif7yB3r60GmERA&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B%99%E5%90%88%E5%AF%AE%E4%BB%94%E7%9A%84100%E7%A8%AE%E6%83%B3%E5%83%8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Fb5P9IeyKOZnSk87QqoBJtEr4AlX0ZB1XbsyO5_x7YJKO6LFxfIaFqleD5fpnls7zPNLo_1oqhm9YWd0XHp0cbKQWEvjWSjnM3pgmM7LGvGmgPyqDDoe-yjzJL7cEEC8rQfatal9ntxJ-IEl32bkUtpf2CLgiCbfl5tFORaeK2oD-9BK2kCrV55Ve6Hn1L4CqDXdfsiqoJ8X08PG_O1-koLTaYi5rlDwcAmrAMxfyshCl3lzC6xadSfsnvN-AJgu8jYTZGXN8vOSZS_EEBjaYRuaAzfeyLsA4Y39k1d7gXgB6AMD-w_90tSTnQp6pJIyyQmIMdVeMif7yB3r60GmERA&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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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慢步香─社區走讀小旅行  第一場 

 

 
 

台灣社區非營利組織 經營與傳承─徐家瑋執行長簡報與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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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仔竹社區健康營造分享(上)、身土不二─1/2 自然農場土地與作物友善循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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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慢步香─社區走讀小旅行  第二場 

 

 

新港奉天宮參拜(上) 新港大星路造街+舊市場導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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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大興宮三級古蹟(上)、新港文化館‧25 號倉庫─魚刺客《破浪》導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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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然農場土地與作物友善耕作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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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體驗‧工作假期─台日青年文化交流營 

 

 

交流中，特別設計安排了青年住進新港接待家庭與飛驒市布藝文化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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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體驗‧工作假期─台日青年文化交流營 

 

 

台日的青年夥伴們，攜手合作，儘管艷陽高照、汗水涔涔，相當整齊漂亮且有效率的插完了

水秧。為了讓日本朋友們體驗台灣的特色食物之一「春捲」，農作組的義工們一早便開始準備

動員。在青年義工的說明及講解下，日本朋友的春捲初體驗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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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社區傳家寶成果 

找尋社區傳家寶Ι─古民社區「宋江陣」 

1、 淵源 

  宋江陣傳說起源於宋代，由民眾裝扮成將軍、皂隸、牙官或其他不同身份的官兵，各提

著刀槍、棍棒等兵器，配合當時的戲曲表演。目的在於演習武藝，以鍛練身體；另一方面也

是休閒活動，自娛娛人。 宋江陣的陣式或者說是陣仗，隨著時間的更替，從老一輩的口中

說法是這樣的： 

     一、相傳有人把水滸傳的故事附會上去，說是宋朝的俠盜宋江為操練部眾，設計了一

種以陣式為主，個人為輔的武藝，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組成的陣式，以便攻城。 

     二、另一種說法說它是少林武學的一支，屬於實拳一派，與少林的單套拳、獅陣、劍

獅同時留傳下來。 

     三、有人認為臺灣的宋江陣，是明末鄭成功操練部隊，保衛海疆，所發明的一套教練

術；水滸傳中赫赫有名的宋江，一直深深影響了中國民間對革命義士的尊崇與景仰。明鄭時

期，當反清復明大業積極展開時，這些來自福建水域的綠林豪傑，心目中的英雄便是梁山泊

的好漢，於是他們以中國拳術為基礎，打著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的口號，形成宋江陣的雛形。 

 

2、 組成 

  原始的宋江陣相傳由一百零八人組成，以喻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然而今日真正的

宋江陣組成卻沒有一百零八人的隊伍。這是因為宋江陣師傅認為一百零八人為不祥之陣，可

能因為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皆死於非命，名間相信死於非命者終成厲鬼，它們反判朝廷，無

法接受敕封，遂成為陽間作祟的幽魂，若硬組成，必有傷亡，又台灣光復，社會型態改變，

鄉間青年紛紛負笈在外求學、謀生，宋江陣的演練就顯得困難，別說一百零八人的大陣組合

不易，就是七十二人的陣仗有不易組成，因此一般民間以三十六人組成的最為普遍。 

  隨著時空的變遷，宋江陣所持的兵器，也有明顯的改變，不如過去的一百零八種兵器那

樣完整了，陣中容有相同的兵器數把，台灣現有的宋江陣兵器有頭旗(烈火旗)、雙斧、釵、

月牙鏟、鈎、雲南斬馬刀、奇眉棍、雙刀、關刀、盾牌與短刀、鐵棍、傘……等。 

  宋江陣中兵團的特色，與鄭成功寓兵於農的訓練有關，從這些兵器便可看出，如雨傘既

能防雨又兼攻防效果；月牙鏟、釵是民間用來叉草用的；齊眉棍能用來防衛來襲之動物，或

驅趕家禽；刀、斧是農家普遍使用的工具，從不少兵器來自生活中隨手可得的器材來看，宋

江陣演出，簡直就是生活的縮影。 

3、 單人操練 

1. 子題：各兵器的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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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認識新港鄉古民宋江陣的在地傳統文化藝術 

3. 必要元素：兵器

[頭旗*1、雙斧*1、齊眉棍*7、月牙鏟*7、雙刀*1、踢（小關刀）*3、雲南斬馬刀

（掃刀）*2、鈎

*3、三叉（釵）*1、雙眼*1、雨傘*1、盾（藤）牌和短刀*8、丈二*1]、鼓*1、鑼*2、

鈸*2 

4. 故事發想： 

5. 張數： 

編號 事件 說明 畫面 

1 傘對掃刀 ● 動作順序：1.上互打 2.單刀掃傘

跳 3.上互打 4.刀進傘退旁共三

次 5.傘放置肩膀作扛 6.單刀跳

過 7.跳過敲傘，傘掃單刀跳 8.

兩人換位置從第一步反方向動

作再做一次 9.收場。 
 

 

2 釵對盾牌 ● 動作順序：1.上釵打盾牌 2.兩者

下壓、繞半圈，釵橫架至頭前上

方，盾牌刀敲釵中間 3.盾牌退左

右擺三次，釵前進 4.上打 5.盾牌

刀掃釵，釵跳過門 6. 兩人換位

置從第一步反方向動作再做一

次 7. 收場。 
 

 

3 月牙鏟對

盾牌 

● 動作順序：1.月牙鏟和盾牌上打

2.月牙鏟下壓盾牌繞半圈，月牙

鏟橫架至頭前上方，盾牌刀敲中

央 3.參差跳 4.盾牌刀掃月牙鏟

跳過門 5. 兩人換位置從第一步

反方向動作再做一次 6. 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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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盾牌對鈎 ● 動作順序：1.兩者上打 2.下壓驚

半圈，鈎架至頭前上方，盾牌刀

敲中央 3.上打 4.鈎往左後拉，盾

牌退左腳，盾牌刀雙手往後展

5.鈎往右前，盾牌往右前，轉半

圈並背對背，往旁左右互打 6.

轉半圈回至原地 7.上互打 8.盾

牌刀掃鈎跳過門 9. 兩人換位置

從第一步反方向動作再做一次

10.收場 

 

 

5 月牙鏟對

小關刀 

● 動作順序：1.上打、下敲、上打

2.兩者下壓、半蹲 3.上打 4.小關

刀退左右擺三次，月牙鏟前後敲

三下 5.上打 6. 關刀掃月牙鏟跳

過門 7.兩人換位置從第一步反

方向動作再做一次 8. 收場 

 

6 雙眼對小

關刀 

● 動作順序：1.上打 2.小關刀掃雙

眼跳 3.上打 4.小關刀退左右擺

三次，雙眼前進打三下 5.上打

6.小關刀掃雙眼跳過門 7. 兩人

換位置從第一步反方向動作再

做一次 8. 收場（收場時，小關

刀多掃一次，雙眼多跳一次） 
 

 

7 齊眉棍對

盾牌 

● 動作順序：1.齊眉棍打盾牌，盾

牌雙方向在面前轉三圈 2.齊眉

棍打盾牌 3.互相向後轉 80 度 4.

齊眉棍打盾牌 5.盾牌刀掃齊眉

棍跳過門 6. 兩人換位置從第一

步反方向動作再做一次 7. 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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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牙鏟對

鈎 

● 動作順序：1.向上向下互打 2.雙

向下壓蹲下 3.向上互打 4.鈎向

旁退左右左共三次，月牙鏟打開

5.鈎掃月牙鏟跳過門 6. 收場 

 

9 齊眉棍對

齊眉棍 

● 動作順序：1.上下上敲三下 2.一

邊橫架至頭上方，一邊在齊眉棍

上敲中間、點左邊再多點一下

3.點者掃橫者跳過門 4. 兩人換

位置從第一步反方向動作再做

一次 5.收場 
 

10 月牙鏟對

盾牌 

● 動作順序：1.月牙鏟上打一下盾

牌後下壓轉半圈 2.月牙鏟橫架

至頭上方，盾牌刀打中央 3.參差

跳 4.回原位下壓盾牌，盾牌蹲下

後向前跳三步，月牙鏟下壓後向

後跳三步，月牙鏟原地 360 度轉

身 5.月牙鏟橫架於頭中央，盾牌

刀敲中央 6. 盾牌刀掃月牙鏟跳

過門 7.兩人換位置從第一步反

方向動作再做一次 8.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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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牙鏟對

盾牌 

● 動作順序：1.月牙鏟上打盾牌一

下後，並下壓盾牌轉半圈 2.月牙

鏟橫架至頭上方，盾牌刀打中央

3.月牙鏟和盾牌各由下往左上

方托高 4.右上方亦托高一次 5.

雙方兵器回中央，月牙鏟打盾牌

6.盾牌刀掃月牙鏟跳過門 7. 兩

人換位置從第一步反方向動作

再做一次 8.收場 

 

12 齊眉棍對

齊眉棍 

● 動作順序：1.上下上共打三下 2.

一邊橫架至頭上方，另一邊先敲

中央再敲左邊 3.上方互打 4.參

差跳 5.雙方跳過門 6. 兩人換位

置從第一步反方向動作再做一

次 7.收場 
 

13 鈎對齊眉

棍 

● 動作順序：1.上下各打一下 2.齊

眉棍橫架至頭上方，鈎敲中央一

下再敲左邊一下 3.上打一下 4.

鈎向齊眉棍左、右、左邊各刺一

下，齊眉棍接擋開 5.雙方上打一

下 6.鈎掃齊眉棍跳過門 7. 兩人

換位置從第一步反方向動作再

做一次 8.收場 

 

14 小關刀對

雙刀 

● 動作順序：1.雙刀向上架至頭上

方，小關刀打 2.小關刀掃雙刀跳

3. 轉身面對面 4.小關刀刺向雙

刀，左、右、左共三次，雙刀向

前並往外架開 5. 從第一步反方

向動作再做一次 6.小關刀連掃

雙刀跳三次跳過門 7.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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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月牙鏟對

盾牌 

● 動作順序：1.雙方上打一下 2.雙

方往反方向退約 5 大步，供月牙

鏟可以助跑距離 3.盾牌往前兩

步蹲下並盾牌高舉至頭上，月牙

鏟助跑跳過 4.雙方站立背對

背，右、左各打一次，轉回面對

面 5. 從第一步反方向動作再做

一次 6.收場 

 

 

16 齊眉棍對

掃刀 

● 動作順序：1.上下上各打一次 2.

齊眉棍橫架起至頭上方，掃刀中

間敲一下，左邊敲一下 3.齊眉棍

放至左旁刺，掃刀架開 4.齊眉棍

轉半圈敲掃刀尾端插出，掃刀抬

右腳，接著單刀刃下壓架開 5. 

從第一步反方向動作再做一次

6.掃刀掃齊眉棍跳過門 7.收場 

 

 

4、 全鎮團體操練（陣式） 

1. 子題：宋江陣陣式 

2. 目標：而操演方法因傳承師傅不同而有差異，通常以行陣繞圈的大花圈為主，陣形

變化都有個陣名 

3. 故事起源： 

  宋江陣沿襲明末戚繼光的陣法，曾在福建一代盛行，而福建不僅沿海且地多丘

陵，因此宋江陣演練時有躍上、躍下的動作，這是因地形而產生的最佳例證，在團

體操練最常見的這種跳躍並舞動兵器的動作就是「插角」。而操演方法因傳承師傅

不同而有差異，通常以行陣繞圈的大花圈為主，陣形變化都有個陣名，有開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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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捲水、龍穿心、龍門陣、謀營、破城、對打、蜈蚣陣、蛇脫殼、蜘蛛結網、八卦

陣、巡城、撞七星等，其中八卦陣是宋江陣操演時最重要的隊形，而其排練也最難，

據說昔日宋江一夥，曾以此陣式橫掃千軍，因此民間傳說八卦陣有無比威力，一直

認為宋江陣的八卦隊形，有驅邪鎮魔的功能，民間若有地方出人命，或鬧鬼時便以

八卦陣來消災解厄。 

  原則上，宋江陣操練隊形的時候，都會先排好隊，由頭旗帶領到神前致敬。象

徵中國人對國土的敬愛，為捍衛國土而武，然後帶回原地開始操練。 

  另外在兵器上也貼了符，據說這樣做能確保操演時平安，這正符合了中國哲人

們的教訓，兵乃不祥之事，不得已而用之。 

  宋江陣中，樂隊是不可少的，因為它可以激勵士氣，控制氣氛。主要的樂器有

鼓、鑼、鈸，尤其鼓是整個場面的靈魂，動作依戰鼓而行。 

4. 陣式：發綵、拜鼓成敬神、月眉陣、開四門、龍捲水、龍穿心、個人兵器表演、龍

門陣、謀（紮）營、破城、對打、蜈蚣陣、蜘蛛結網、蛇脫殼、連環對打、巡城、

撞七星、八卦陣、收場 

5. 張數： 

編號 事件 說明 畫面 

0 致敬 

（拜鼓成敬神） 

宋江陣操練隊形的時候，都會

先排好隊，由頭旗帶領到神前

致敬。象徵中國人對國土的敬

愛，為捍衛國土而武，然後帶

回原地開始操練。 

 

1 發綵 頭旗和斧頭站於最中間，其餘

兵器圍繞其在外成一圈，武器

高舉、聽鼓聲大喊三聲，並且

喊的同時武器順勢網上高舉。 

 

2 月眉陣 面對庄前或者主審（裁判）成

一半元月形狀。此陣有一種清

屋或開寅門之儀式，即所有隊

員衝入寅內或者屋內開旗

斧，由兩支掃刀架於寅丈門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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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四門 依 1、2、3、4 之順序，由頭

旗引導插角做出開四門的陣

形。全陣陣員做巡查的工作以

捍衛四城城門。 
 

 

 

 

4 龍捲水 陣旗於圓陣左上方，插角切

入，其餘陣員隨後成 W 字型

跑步吶喊前進。(屬七星陣陣

式含有避邪之作用) 
 

 

5 龍穿心 全陣以旗、斧分為二路縱隊，

由圓陣正後方穿入。 

 

6 個人武器表演 本應每一隊員都應上陣表

演，但如表演時間有限，亦可

見單人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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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數位上陣，節省時間(除了

展示各種兵器外，尚含有個人

武器成果發表)。 

7 龍門陣 全陣在旗、斧的引導下，由圓

陣正後方，一組一組插角切入

後，武器交叉成二路縱隊相向

進入，就定位後，依戰鼓聲操

演兵器。(謀營陣形之前的一

種陣形整理) 
 

 

 

 

8 謀（紮）營 旗陣與斧陣分別以反方向，在

旗斧帶領下，跑步吶喊繞圈，

後集結成兩實心圓。接著雲南

斬馬刀上前操演，意含已攻破

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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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拆圈  

 

10 對打（共 17 組，

擇數組演出） 

城堡已攻破，陣員分兩人一

組，依次市前操演對打動作，

表示兩軍交戰的激烈情況 

 

11 破城 破城有兩次，頭一次由最後一

支持掃刀者為先，後一次由第

一位持掃刀者操作爾後做連

環對打。 

 

12 蜈蚣陣 全陣隊員再次依旗、斧分為兩

陣，由正後方進入，就定位

後，聞戰鼓聲後由兩行跳開成

四路縱隊，再聞鼓聲時，全陣

陣員高高直舉武器，大聲齊

呼。(含陣形整理工作，以準

備下一陣形變換) 
 

13 蛇脫殼 蜈蚣陣後，全陣由旗、斧分別

引導，左右轉走，至陣後方成

一路縱隊折反向前方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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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蜘蛛結網 全陣以旗引導，繞圈衝跑吶

喊，然後以旗為圓心圍一實心

圓。 

 

 

15 連環對打 展示各種兵器及攻守功夫的

展示。可全體皆參與或擇優出

場操練。 

 

16 八卦陣 旗與斧，書雙刀與雙眼面相

向，架成拱門形，讓陣員由門

下衝過後，全陣成四層，旗斧

雙刀雙眼，月牙鏟、盾牌、長

柄武器。 

 

17 巡城 最外圈執長柄武器陣員，聞鼓

聲後，立刻弓步面相向武器交

叉，類似城門，然後月牙鏟及

盾牌出城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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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收場 全陣成四層，依次由月牙鏟、

盾牌、長柄武器向圓心跳入，

跳出一次後，全體再一齊往圓

心跳入，旗斧至陣前致敬禮三

次，陣形立刻成二路縱隊，旗

斧再上前致敬禮三次。 
 

5、 隊伍列隊位置 

（1） 平常隊形： 

1.頭旗          2.雙斧 

3.掃刀          4.雨傘 

5.三釵          6. 盾（藤）牌和短刀 

7.月牙鏟        8.小關刀(踢) 

9.鈎            10. 盾（藤）牌和短刀 

11.月牙鏟       12. 小關刀(踢) 

13.雙眼（鐧）    14. 小關刀(踢) 

15.月牙鏟       16. 盾（藤）牌和短刀 

17.齊眉棍       18. 盾（藤）牌和短刀 

19.月牙鏟       20.鈎 

21.齊眉棍       22.齊眉棍 

23.月牙鏟       24. 盾（藤）牌和短刀 

25.月牙鏟       26. 盾（藤）牌和短刀 

27.齊眉棍       28.齊眉棍 

29.鈎            30.齊眉棍 

31. 小關刀(踢)    32.雙刀 

33.月牙鏟       34. 盾（藤）牌和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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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齊眉棍       36.掃刀 

（2） 蜈蚣陣 

1.旗                2.雙斧 

3.單刀              4.雨傘 

5.釵                6. 盾（藤）牌和短刀 

7.月牙鏟            8. 盾（藤）牌和短刀 

9.鈎                10. 盾（藤）牌和短刀 

11.月牙鏟           12. 小關刀(踢) 

13.雙眼(鐧)          14. 小關刀(踢) 

15.月牙鏟           16. 盾（藤）牌和短刀 

17.齊眉棍           18. 盾（藤）牌和短刀 

19.月牙鏟           20.鈎 

21.齊眉棍           22. 齊眉棍 

23.月牙鏟           24. 盾（藤）牌和短刀 

25.月牙鏟           26. 盾（藤）牌和短刀 

27.齊眉棍           28.齊眉棍 

29.鈎               30.齊眉棍 

31.小關刀(踢)       32.雙刀 

33.月牙鏟          34. 盾（藤）牌和短刀 

35.齊眉棍          36.掃刀 

 

6、 薪傳 

  時代變了，古今戰爭也全然變了樣，為了發思古之幽情，體驗沒有火力的兵器對兵器之

戰爭，也為了發掘古人之智慧，宋江陣似乎是一種蠻值得傳承的民俗技藝，然而隨著社會型

的轉變，許多民間藝術陣隊已日趨沒落。民國七十八年初，新港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

醫師及董事林懷民先生，提出在古民國小推展民俗武藝-----宋江陣薪傳的計畫。適逢嘉義縣

政府新港鄉等五鄉鎮，自七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試辦週六實施社團活動，學校鑑於原本學

校學區也有宋江陣團隊，卻日漸失傳，現在有此社團活動時間可資運用訓練，既不影響學生

課業，又可將屬於自己民俗文化優良民俗技藝，好好的保存下去，也可以培養孩子們勇敢、

耐苦、團結合作的精神，值得辦理推展。 

  七十七學年度寒假期間，經由學校與地方人士各方奔走贊助，再加上新港文教基金會的

配合協調，聘請到七十五年宋江陣薪傳獎得主----台南縣西港鄉謝鬧枝先生前來指導，有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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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次為兵器問題，於是南下拜訪現有的宋江陣團，參訪結果，各陣團兵器皆為真刀實槍，

因具危險性，因此經多方研討，決定除籐牌、齊眉棍、鑼、鈸、鼓購買現成品外，餘皆由吳

錦松、黃旭輝兩位老師用木材自刻自製，才使本校宋江陣順利成立。 

  因學校規模小學生少，宋江陣的組成由中高年級學生參加，十四年來，每週五分組活動

由宋江陣薪傳獎得主謝鬧枝師傅、謝志忠教練指導，平日再利用課間活動時間，由陳炳村主

任、黃旭輝組長等複習指導。至今謝鬧枝師傅辭世，由其子謝志忠師傅繼承父志繼續來本校

指導宋江陣，學校也加入新的生力軍林明弘、黃泰偉主任來幫忙訓練。如今各種兵器個人操

演、雙人對打套招、團體演練的大花陣，都已精通，唯一遺憾的是年年皆得遞補生手，徒增

訓練困擾。 

  本校宋江陣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年歷史，曾參加過鄉的假日廣場活動、縣的各項開閉幕典

禮、民國八十年接待回國僑胞的國慶園遊會等多項表演，每每得到與會人士一致的贊賞，且

經各種傳播媒體的報導鼓勵，讓我們這些正努力為保存民俗薪傳而付出汗水的人，感到欣

慰。我們也不負眾望，在民國八十二年，榮獲台灣省第二屆宋江陣比賽亞軍及八十三年第三

名佳績，另外於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日，應文化建設委員會的邀請，北上參加國慶

日民間藝能表演，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應全省旅北同鄉會邀請，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前

表演；民國八十六年二月，嘉義縣政府主辦區運年迎春民俗華會活動，本校宋江陣連續四天

應邀前往竹崎、朴子、民雄、太保等地表演；同年四月，全省民俗傳統藝能觀摩會，在高雄

舉行，宋江陣表演獲得各縣市與會人士一致贊賞。這些成果再再顯示我們的汗沒有白流，我

們鍛鍊了學生的體能及健全人格發展，亦兼負了民俗技藝傳承重責，而學可以說是該重責最

好的復興基地，但願有更多的學校同步發展，使中華民俗能代代相傳，綿延不息。 

7、 佳績 

（1） 民國八十二年全省宋江陣藝能競賽，得到第二名，民國八十四年獲頒第三名。 

（2） 民國九十一年宋江陣榮獲 2002 年全國「鎮瀾盃」舞獅、舞龍、宋江 235 《 第一

篇-教育發展史 》 陣技藝薪傳錦標賽國小組宋江陣第一名。  

（3） 民國九十三年宋江陣榮獲第一屆觀音佛祖盃全國民俗藝陣觀摩賽特優。  

（4） 民國九十四年宋江陣榮獲第二屆觀音佛祖盃全國民俗藝陣觀摩賽優等。 

（5） 民國九十五年宋江陣榮獲九十五年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錦標賽特優。 

（6） 民國九十六年宋江陣榮獲第三屆觀音佛祖盃全國民俗藝陣觀摩賽特優。  

（7） 民國九十六年宋江陣榮獲全國民俗體育宋江陣第一名。 

（8） 民國九十六年宋江陣榮獲車鼓陣錦標賽國小組宋江陣第一名。 

（9） 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宋江陣第四屆財神盃民俗技藝競賽第一名。 

8、 資料來源 

嘉義縣新港鄉古民國民小學網站 

《宋江陣研究》吳騰達（1998） 

古民國小宋江陣《謝師傅筆記影本》（2015） 

痞客邦_古民國小宋江陣_校友分享（2008） 

 

http://www.gmps.cyc.edu.tw/
https://iamjoe730.pixnet.net/blog/post/45043705-%E5%8F%A4%E6%B0%91%E5%9C%8B%E5%B0%8F%EF%BC%8D%E5%AE%8B%E6%B1%9F%E9%99%A3
https://iamjoe730.pixnet.net/blog/post/45043705-%E5%8F%A4%E6%B0%91%E5%9C%8B%E5%B0%8F%EF%BC%8D%E5%AE%8B%E6%B1%9F%E9%99%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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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社區傳家寶Ⅱ─街面四村「北管─舞鳳軒劇團」 

    文化資產保存計畫，若從特定文化與民俗社群「集體演繹」再現知識為中心的觀點出發

時，必然要借助於專業知識與研究成果的整合輔助，建立更具脈絡性、結構性、社群性與資

源化的文化與民俗的保存傳承實踐形式。無形文化資產呈現出人類傳承的知識群集，也因為

這些文化與民俗相關知識在社會相互影響之下，人們身份的意識也得以永續生產與再生產。 

    UNESCO《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國際公約》指出，無形文化遺產的護衛應以「社群」為

主體，以保護那些有可能永遠消失的人類創造力，促成社會合作，提供歷史的連續感。相較

於有形文化遺產，無形文化遺產的護衛方法論更進一步地強調當代生活、社會關係、文化創

造力的貢獻，而博物館正是可以協助地方社會邁向這些目標的媒介。 

    「北管」豐富多樣的內涵，對台灣的傳統戲曲文化有極大的影響。業餘的北管軒社一般

稱為「子弟團」，成員來自地方（社區）各個階層，其經費主要來源是地方鄉親父老的支持

與募集，因此「子弟團」通常也和地方廟宇的關係密切，在學習不便的年代，北管軒社和武

館一樣，都是地方教育子弟、學習傳統的最好場域。 

    「舞鳳軒北管劇團」傳承自西元 1861 年左右創立的新港北管軒社開基祖「同樂軒」，

歷經日人在台灣的「禁古樂」，1970 年台灣經濟起飛後的五光十色娛樂，歷代子弟的老成凋

謝仍傳承不懈，是新港在地的無形文化資產，它的價值是保有傳統北管曲藝和當地常民文

化，也是新港地方（社區）歷史記憶的載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當然極具保存價值。今日，

新港「舞鳳軒」的團員人數雖然不如全盛時期，但依舊絃歌不輟。團員們希望透過曲譜的編

纂，鎖住傳統北管曲藝的韻味，並期待有朝一日，能再現昔日風華，不負當年「北管巢」之

美譽。 

一、「發現北管」：新港北管的歷史緣由 

 北管音樂大約在清代乾隆年間（約 18 世紀中葉）隨著福建漳州的移民傳到臺灣。北管

雖然是福建漳州地區所流傳的戲曲音樂，但是在當地並沒有關的音樂團體組織。北管戲曲之

所以在臺灣興起，成為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娛樂與寄託，與早期移民抵達臺灣所面臨的

生存壓力與各種挑戰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北管可以是台灣特有的戲曲文化。  

    北管在臺灣興起之後，迅速地成為民間最普遍的傳統戲曲與音樂，深入民間的每一個角

落。除了酬神的演出之外，子弟團之成員有婚喪喜慶等活動時，子弟們也會以北管戲劇來助

興。新港北管主要代表的樂團有同樂軒、舞鳳軒、新義軒等。同樂軒是由新港富商洪粉員在

清同治 10 年所創立的北管軒社，同樂軒北管軒社經常被邀請至雲林、嘉義以及台南各地的

北管軒社教館，新港因而贏得了「北管巢」的美名，對於雲嘉南地區北管音樂的傳承有很大

的貢獻。大正初年（1912），由於新舊團員之間對於演出的形式意見分歧，新團員於是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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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戶、成立了舞鳳軒，不久之後，由於團員人數眾多，又再分出了新義軒，顯示出北管音樂

當時繁榮的景況。當今，舞鳳軒是臺灣少數仍然活躍的北管軒社之一，並且繼續致力於北管

音樂的傳承與推廣。  

一、樂器 

    北管所使用的樂器與所有傳統中國戲曲一樣，分為文場以及武場兩大類。文場指的是絃

樂器和管樂器，包括西皮派使用的吊規子、福路派使用的殼子絃、三絃、揚琴、嗩吶、噯仔

（小嗩吶）、笛子等；武場所使用的樂器包括單皮鼓、堂鼓、通鼓、梆子、搖板、木魚、大

鑼、小鑼、響盞、鐃鈸（分為大鈔、小鈔）等。 

    北管使用的樂器種類繁多，而且也廣泛運用在其他傳統樂種，以及道教和釋教的儀式之

中。北管藝人將北管的樂器分為四大類：皮類樂器、銅類樂器、線類樂器和吹類樂器，這樣

的分類法不包括北管所使用的板類樂器，因此，傳統音樂學者呂錘寬將皮類樂器改為鼓板類

樂器。 

（一）鼓板類樂器 

    包括北鼓（由總綱擔任，如同樂團指揮）、通鼓、大鼓、扁鼓、搏拊、板、叩子和柷。 

 

 

 

 

 

 

舞鳳軒的北鼓（右）與通鼓（左） 

（二）銅類樂器 

    指的是以銅錫合金打造的樂器，多為節奏性樂器，包括鈔（鐃）、雙音、鑼、大鑼、七

音、銅鐘和響盞。 

 

 

舞鳳軒的大鈔（左）與小鈔（右） 舞鳳軒的響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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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鳳軒的銅鐘 舞鳳軒的鑼 

 

舞鳳軒的鑼桿與大鑼 

（三）線類樂器 

    就是西方樂器分類法之中的絃樂器。依演奏方式的不同又分為擦奏式與撥奏式，民間傳

統的稱呼為豎線與倒線。 

   1. 豎線：即擦弦樂器，也就是提絃，演奏時將音箱放置大腿上，琴身為直立式，因此稱

為豎線。最主要的兩種提絃是殼子絃和吊規子，殼子絃就是椰胡，其音箱是用椰子殼所製，

由北管福路派使用。吊規子即口語中的吊鬼子，也就是京胡，音箱是竹子製的，音色較為尖

銳，聽起來像孩子嬉戲時的如鬼叫般的尖叫聲，因而得名。吊鬼子是北管新路戲曲的主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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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樂器。其他的擦弦樂器還包括和絃、南胡和大管胡等。 

   
舞鳳軒的人物頭殼仔弦原本一共有

八支，琴頭刻有八仙的人物，現在

僅存的一支上面刻的是吹洞簫的韓

湘子。 

舞鳳軒的吊規子 舞鳳軒的大管胡 

2. 倒線：即撥絃樂器，又分為抱彈式和置彈式兩類。抱彈式樂器置於彈奏者的身體與腿之

間，如月琴、三絃、秦琴和琵琶。置彈式樂器演奏時置於琴桌或琴架上，演奏者的身體不接

觸琴身，如箏和洋琴。 

 

 

舞鳳軒的三絃 舞鳳軒的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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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吹類樂器 

即管樂器，包括大吹（即嗩吶），小

吹（小型嗩吶，又稱為噯仔）、叭子、

品、箎、籥、龍頭笛、塤和笙等。 

 
舞鳳軒的嗩吶（左）與噯仔（右） 

二、樂隊編制 

    北管屬於合奏式音樂，沒有獨奏的形式，可以分為絲竹樂隊和鼓吹樂隊兩大類。 

 （一）絲竹樂隊 

    是以絲類和竹類樂器合奏的編制，如同西方的小型管弦樂團。絲類樂器就是絃樂器，包

括提絃、和絃、二絃、三絃、月琴、三絃、箏、琵琶和洋琴等，竹類樂器就是管樂器，包括

品、簫、一般用於絃譜、戲曲和戲曲的演奏。 

 （二）鼓吹樂隊 

   1. 牌子演奏 

    鼓吹樂隊是亞洲各民族傳統音樂最常見的形式，其編制包括吹類樂器、鼓類樂器和銅類

樂器，中國各種傳統音樂中的鼓吹樂隊所使用的鼓類樂器和銅類樂器皆大同小異，唯一不同

的是吹類樂器的使用，北管所使用的吹類樂器為嗩吶。鼓吹樂隊主要在演奏牌子，而牌子的

演奏用於出陣與排場兩種形式。 

   （1）出陣：即行進中的演奏，樂隊的編制為鼓類樂器（北鼓和通鼓各一），銅類樂器（大

鑼、大鈔、小鈔、鑼和響盞各一）以及吹類樂器（嗩吶兩支以上）。出陣樂隊的最前面是大

鑼，接序為銅類和鼓類樂器，隊伍的最後面是嗩吶。大鑼通常由兩人用雕刻精美的鑼桿扛著，

鼓類樂器則置於雕工細緻華美的鼓架，由兩人扛著以便行進間演奏。北管軒社的鼓架由於雕

工精美，兼具實用與藝術的價值，又稱為花籃鼓架，在出陣演出時，是子弟軒社的代表性行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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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鳳軒的鑼桿，約訂製於大正初年，雕工精美，內有鳳凰朝牡丹的圖案。 

 

舞鳳軒出陣時的隊伍，大鑼在最前面，接著是鼓類與銅類樂器，吹類樂器在最後面，隊伍中

間由兩人扛著的就是舞鳳軒精美的花籃鼓架。 

（2）排場：是坐在固定場地的演奏，樂隊編制與出陣時大致相同，座位的順序有兩種，其

一為鼓類樂器在中央，鑼和鈔分別位於鼓類樂器的左右兩側，嗩吶位於左右兩側的前緣。其

二為所有銅類樂器位於鼓類樂器的右側，嗩吶則位於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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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鳳軒於奉天宮殿內的排場演出，左右兩側為舞鳳軒的托燈。 

2. 戲曲演奏 

    北管戲曲分成排場清唱和上棚裝扮演出，排場清唱時的樂隊編制與坐序與排場演出時相

同。上棚演戲時音樂與清唱時完全相同，只是演員必須粉墨登場，並且帶有身段與動作。在

戲棚的左側為鼓類和銅類樂器，稱為武場，戲棚的右側為嗩吶和絃類樂器，稱為文場。 

三、樂曲種類 

    北管樂曲分成牌子、絃譜、細曲和戲曲四種。 

 （一）牌子 

    在北管手抄曲本之中通常寫作「排子」，是北管排場演奏的曲目之一，也可以作為北管

戲的過場音樂，發源於台灣的歌子戲、布袋戲，以及道教儀式中的後場音樂也運用牌子。牌

子的演奏形式主要為鼓吹樂，在歷史較為悠久的館閣之中，也會附帶詞曲的演唱，稱為「牌

子掛詞」。牌子的記譜方式有工尺譜、曲詞和工尺譜帶有曲詞三種，其中最普遍的是工尺譜

形式，普遍存在於台灣各地的子弟團。 

 （二）絃譜 

    絃譜泛指絲竹樂器合奏的音樂，也就是管弦樂合奏，是台灣傳統音樂的專有名詞。北管

絃譜之中除了北管固有的曲目之外，還有吸收來自廣東音樂的曲目，北管文化圈稱這一類絃

譜為廣東串、廣東譜、漢樂或漢譜，手抄絃譜上多寫成「廣東串」。北管絃譜根據其樂曲組

織，又分為聯章絃譜和單章絃譜。 

 （三）細曲    

    細曲即北管藝人所稱的幼曲，是北管音樂之中的唱曲，伴奏的樂器可以是一把提絃或是

數人組成的樂隊。細曲是純粹以絲竹樂器做為伴奏的音樂，不使用鑼鼓等節奏樂器，在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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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較為溫潤清澈，演唱者能夠有較多腔調與韻味的表現。如果是絲竹與節奏樂器一起伴奏

的唱曲，氣勢較為磅礡激昂，則稱為大樂。 

  （四）戲曲 

    北管戲曲依聲腔的種類分為崑腔戲、福路戲和西皮戲，如果依劇目的性質則分為扮仙

戲、古路戲和新路戲。 

    1. 扮仙戲又稱為「仙齣」，屬於儀式性的戲劇，總共有約二十齣劇目，依內容又分為神

仙劇、賜福劇和誥封劇。扮仙戲是北管戲劇演出的開場戲，實際上包含三齣戲，第一齣為任

何一齣扮仙戲，第二齣固定為〈封王〉，第三齣固定為〈金榜〉。 

    2. 古路戲又稱為舊路戲和福路戲，比新路戲較早傳入台灣。古路戲的唱腔屬於板腔體，

分為拍子自由類、有拍法類和小曲類。拍子自由類的唱腔包括彩板、緊中慢、慢中緊和緊板。

有拍法類的唱腔包括平板、流水、鴛鴦板和十二丈。 

    3. 新路戲是較晚傳入台灣的劇目，由於使用西皮和二黃兩種唱腔，又稱為西皮戲。新

路戲和古路戲的劇目都分為全本戲和段子戲，全本戲就是一套完整的故事劇本，段子戲則是

全本戲中的某一個精彩段落。新路戲中屬於西皮的板式有倒板、緊板、西皮和跺子，屬於二

黃的板式有倒板、緊板、二黃和二黃平。 

四、記譜法 

北管抄本的記譜法包括工尺譜、鑼鼓譜、板撩譜和總綱。 

 （一）工尺譜：工尺譜可以說是用中文寫的簡譜，以「上、乂、工、凡、六、五、乙」表

示音高，以「。」（板）和「、」（撩）代表節拍，其中板為強拍，撩為弱拍。 

 （二）鑼鼓譜：鑼鼓譜就是演奏鑼鼓的依據，又稱為「鼓介」。 

 （三）板撩譜：北管細曲中在辭文之上加註板撩、曲韻以及節拍數，呂錘寬將之稱為板撩

譜。 

 （四）總綱：即總講，也就是除了唱曲的旋律以外，舉凡唱辭、說白、腳色類型、上下場、

過場音樂、科介、鼓介與板撩等，都包括在內的手抄本。 

 

 

 

 

 

 

 

 

 



136 

 

找尋社區傳家寶Ⅲ─西庄社區「阿嬤ㄟ新娘衫」 

何馬素琴—我將青春都奉獻給你，但我從不後悔。          文字/鈺婷 .... 137 

賴何素容—我是個很害羞的人，但是在愛的面前我比誰都勇敢。 文字/鈺婷137 

何陳月桂—那件我親手縫製的新娘衣，是最珍貴寶藏。   文字/鈺婷 ....... 138 

王春緞—等待的青春，換得你一生的善待。               文字/美賢 ........ 138 

陳秀美—阮將一生嫁乎恁兜。 .............                                文字/長益139 

楊美珠—思鄉少女。 ..............                                         文字/長益140 

郭玉鸞—這些年最深刻的日子，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 140 

張嚴—哪天，我們都成了別人阿嬤的阿嬤。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 140 

嚴穗蓮—閑靜地守在你留下的竹筒屋裡。          訪問/維綸；文字/美賢141 

高灑雲—一個人的生活也很好。 ...........                 訪問/維綸；文字/美賢141 

何洪玉枝—台灣好媳婦。                          訪問/維綸；文字/美賢 . 142 

鄭美容—今年冬天，特別地暖和。 .......                 訪問/癸綿；文字/美賢142 

何葉開—微笑一生。                                            文字/長益 .. 143 

林蔡鳳—現在的幸福，就是身體健康。                       文字/美賢 ... 144 

謝素鸞—過去的甘苦，就把它放在心底。                文字/美賢 ... 144 

林淑女—辛苦賺錢都是為了小孩。 ..........                       文字/美賢145 

林淑女、謝素鸞、林蔡鳳—我們的幸福，都閃耀在別人眼底。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蔡寶珠—心心念念著金曾孫。 ................................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145 

張楊碧霞—庄頭牽到庄尾的感情。  .........................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146 

何盧惠—四處奔走，最後仍是回家。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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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馬素琴—我將青春都奉獻給你，但我從不後悔。          

文字/鈺婷 

「阮將青春嫁置恁兜，阮對少年跟你跟甲老」家後的歌

詞，是阿嬤一生的寫照。今年 89 歲(民國 19 年生)的素琴阿

嬤，20 歲在媒人的介紹下坐著花轎從新港到了西庄，新港到

西庄只有幾十分鐘的路程，卻讓阿嬤奉獻了幾十年的青春。

嫁來西庄以前阿嬤在幫忙家裡種田、賣新港飴，嫁來西庄以

後他還是在幫忙種田、種番薯，但是肩膀上多的是一個家庭

的重量。 

阿嬤的新娘衫是自己選的布料做成的，穿著自己選的新

娘衫嫁到一個還不熟識的人家， 你問她害怕嗎? 她笑著告訴

你「女大當嫁」，你問她後悔嗎?  她說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又談何後悔。遇到一個適合的人，相識、相伴然後相守一生，

這不是很幸福嗎? 嫁到西庄，料理家務事，育有四男一女，

她說，她現在最大的願望希望子女都能成家。她先是父母的

女兒，再是別人的老婆，然後是子女的媽媽、孫子的阿嬤。

她的一生都在奉獻，她的願望從不是希望自己能過得多好，

而是希望身邊的人都能安穩、幸福。 

「等待返去的時陣若到 我會讓你先走，因為我會嘸甘，

放你為我目屎流。」曾經吵吵鬧鬧的家裡，現在只剩下阿嬤

一個人，子女都在外頭為事業打拼，而老伴先到另一個世界

了。她說老伴喜歡喝湯；但是自己並不喜歡。以前她都會煮

一鍋熱湯，現在不需要了。她為了這個家庭奉獻了一輩子，

現在她結識了許多西庄的朋友，常常一起談天說笑，一個人

也可以照顧好自己。 

但是偶爾，她也會煮一碗熱湯，細數他們的時光。 

 

 
賴何素容—我是個很害羞的人，但是在愛的面前我

比誰都勇敢。 

文字/鈺婷 

能跟相愛的人相守一輩子，是多麼幸福的事啊。西庄出

生的素容阿嬤今年 68 歲(民國 40 年生)，小時候她最喜歡做

的事情就是唱歌，一直到現在她還是喜歡唱歌給大家聽，20

歲的時候與自己喜歡的同鄉男孩結婚，遇見一個你喜歡他，

剛好他也喜歡你的人，用一輩子的時間相處磨合，多麼幸運、

多麼美好。 

結婚當天將扇子丟掉，意味著丟掉自己的脾氣，不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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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氣帶到夫家。在素容阿嬤身上，我看見一個女人最幸福的

樣子，談及丈夫時的害羞，就像一個熱戀期的少女般。害羞

的她不願意多談談她與丈夫的愛情史，但是在愛的面前她是

最勇敢的，在那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素容阿嬤循

著自己的心，追求自己的愛情。現在的她還在戀愛中，並且

唱著歌，做著她喜歡的事。嫁給愛情的她，正持續的幸福著。 

 何陳月桂—那件我親手縫製的新娘衣，是最珍貴寶

藏。   

文字/鈺婷 

73 歲(民國 35 年生)的月桂阿嬤穿著結婚時的新娘衣，

戴上珍珠耳環，朝我們走來，輕輕的、慢慢的像是結婚當天

一樣。現在的新娘禮服大多是租的，但是月桂阿嬤身上的新

娘衣卻是自已一針一線縫製出來的，儘管過了五十幾年依舊

耀眼。 

出生在溪口的月桂阿嬤 21 歲時在父母的安排下嫁到西

庄，月桂阿嬤的老公在外上班，因此一個禮拜只回家一次，

因此阿嬤就必須比其他家庭主婦付出更多心力在家庭上，洗

衣、煮飯、教育四個小孩的責任都由她一手包辦。男主外，

女主內的家庭模式，無法單方面的說誰是對家庭付出比較多

的人，只是兩人都共同努力經營、維繫著個家。 

現在月桂阿嬤穿著當時的新娘服牽著她的丈夫，一個值

得她奉獻青春一生的男人，第一次穿的時候，她決定跟他相

守一生，這一次穿，我們要將他們的故事留在西庄，他們共

同相伴了 52 年，未來他們也將持續牽著手，一直走下去。 

 

 
王春緞—等待的青春，換得你一生的善待。               

文字/美賢 

60 年過去了，阿嬤仍記得從菁埔嫁入西庄的那一天是 8

月 15 號。當春緞阿嬤明確的說出結婚日期時，著實嚇了我

們一大跳，也讓人不禁感嘆春緞阿嬤對這段婚姻的細膩與重

視。 

春緞阿嬤說其實她沒讀過什麼書，從小就去種田，但頭

家不一樣……「阮頭家伊足敖讀冊ㄟ，讀到農專畢業」這句話

阿嬤反覆說了三、四遍，每每談及頭家，春緞阿嬤總是帶著

敬慕與自豪的口吻輕輕說道。 

當年，頭家其實是西庄裡的田轎仔，而男方的父親剛好

和女方的爸爸是熟識，從小看著兩個小孩長大，覺得春緞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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嬤做事很勤奮、乖乖的，於是就請媒人去幫兒子說親家，但

那時頭家還在讀農專，所以兩人先訂婚，等到畢業就馬上迎

娶。「結婚那天，頭家派來 6 台轎車來接我，請很多桌…很多

人都來阿…」阿嬤帶著不好意思、嬌羞的微笑，緩緩地描繪

出印象中最重要的那天。那應該是阿嬤第一次遇到如此風光

的大場面，所以可能會很緊張、很不安，不過，我想那時候

阿嬤手牽著的另一端，應該給足了很多阿嬤需要的安全感

吧！所以才會在 60 年後，再次談起時，身旁仍洋溢著粉紅色

的幸福泡泡。 

結婚後不久，頭家就被政府徵召去當兵了，從訂婚到結

婚再到當兵，阿嬤好像一直在等，但卻沒有半句怨言，一個

人默默地在家做田、做工、顧囝仔，細數著頭家下次放假回

家的日子……直到頭家從軍中退伍，兩人從此相依相伴，用盡

一生去呵護、去照顧對方，彌補這些年來，沒有你(妳)在身

邊的青春。 

 

陳秀美—阮將一生嫁乎恁兜。                                

文字/長益 

27 年次的秀美阿嬤在 60 年前透過媒妁之言從中庄坐著

禮車嫁到西庄，一甲子過去，秀美阿嬤記不住當年身上的新

娘禮服是白紗還是旗袍，嫁作人婦那日的景象也只依稀記得

有辦桌、很熱鬧。 

她回想當年未嫁時，日頭未出，便到中庄湖擔水種菜；

嫁人後，也是每日種田、做家事，生活幾乎一陳不變，直到

羊水破了的那日，她才得以停下手邊工作去休月裡。 

秀美阿嬤在那困苦的年代裡，手把手地養大 4 個子女 2

個孫子，將一生奉獻給夫家。為夫家勞苦大半輩子的秀美阿

嬤，直晚年才活得清閒悠哉。阿嬤的老公很喜歡旅遊，常常

帶著阿嬤四處跑，然而礙於阿嬤的腳不方便，不能多走，於

是每每出去玩的時候，阿公都先跑去前面看看，再調頭回來

陪著阿嬤，告訴阿嬤前面沒什麼東西好看。「阿嬤跟老公的感

情不錯齁？」我問道，秀美阿嬤逗趣地笑著說：「那欸賀，馬

係定定冤家」，「床頭吵，床尾合」實實在在地在這對歡喜冤

家身上每天都發生著。 

「阿嬤，你甘欸欣羨？」，對於現代的新娘禮服，阿嬤覺

得很美，但不羨慕也不想穿，阿嬤說她已經過了穿新娘衫的

年紀了，如果有什麼願望，應該就是看到她一手帶大年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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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兩個孫子趕快嫁娶，還有大兒子顧好身體不要像小時候

去玩水玩到感冒。 

秀美阿嬤，將一生嫁到夫家。 

 

楊美珠—思鄉少女。                                         

文字/長益 

78 歲的美珠阿嬤讀過小學，但生在那個年代的女人能讀

完小學已經是很幸福的事了，於是阿嬤也沒有繼續升學，而

是到新港學做衣服。問起阿嬤，當年如果機會的話，會不會

想再讀書？然而美珠阿嬤嘴裡總叨著這兩句…… 

「查某郎，愛做事、嫁尪」 

「人讀冊欸卡賀啦」 

美珠阿嬤從海瀛嫁來西庄，穿著白紗坐在車裡，嫁給媒

人婆介紹的心儀對象。說起老公，美珠阿嬤猶如二八少女，

嬌羞得不願多談；說到娘家，阿嬤的眼神充滿深邃而綿長，

阿嬤很想家，即便嫁人，也仍常常回到娘家，探望親友，至

今亦然。 

 

郭玉鸞—這些年最深刻的日子，是我們的結婚紀念

日。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                                                          

今年 70 歲(民國 39 年生)的玉鶯阿嬤，出生在月眉，僅

完成國小學歷的阿嬤，畢業後就去種田、學做衣服；在 26

歲那年，媽媽的朋友介紹了一名大自己 2 歲的青年，因而嫁

至西庄。 

阿嬤說：「訂婚的時候，先生和媒人、父母、朋友，總共

6 個人騎著機車到我家訂婚；結婚是我坐禮車過去，結婚那

天是國曆 4 月 26 號，農曆 3 月 16 日。」 

經過了 40 年，玉鶯阿嬤仍清楚記得自己穿著傳統的禮

服嫁至西庄的那一天，我想阿嬤當時應該很期待結婚這天的

到來，才能輕易地將這一天當成電話號碼般的記在心底。 

 

張嚴—哪天，我們都成了別人阿嬤的阿嬤。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                    

今年高齡 91 歲的張嚴阿嬤，出生在菁埔，小時候跟著

父母種田、地瓜葉，因為地瓜葉很容易長，每次收割都有很

多地瓜葉；在 22 歲那年，同村的人作媒介紹，嫁來西庄。 

那時候是坐新娘轎過來的，結婚時的新娘衫是穿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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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服，沒有另外去買，新娘衫現在還有留著；阿嬤覺得現

在年輕人穿的婚紗裙襬太長、不太方便，比較喜歡自己當年

的新娘衫。嫁過來西庄後，跟著丈夫繼續種田、還多種了芭

樂，生下 4 女 1 男，一轉眼，孩子都大了，也各自變成別人

的阿嬤了。 

 

嚴穗蓮—閑靜地守在你留下的竹筒屋裡。          

訪問/維綸；文字/美賢 

今年 86 歲(民國 22 年生)的蕙蓮阿嬤，出生在崙子；20

歲那年，有媒人來「說親家」，因而嫁至西庄。 

當時，阿嬤穿著用西裝布料製成的長裙作為新娘衫，坐

著轎車從崙子出發，整路都沒有休息，一直駛向西庄；到了

西庄，還有北管樂隊吹奏樂器出來迎娶，非常熱鬧。蕙蓮阿

嬤的丈夫是西庄的有錢人，雖然先生家境不錯，但他還是會

很認真的工作，去田裡種土豆、種黃麻，而早餐也只吃番薯

籤，生活過得很勤儉、簡樸，不會隨意在外面揮霍。而丈夫

在 70 歲的時候離開人世，底下育有 2 男 2 女的孩子，留了

三間竹筒屋給兒子們。 

竹筒屋在當時是屬於有錢人的象徵，兒子們結婚嫁娶

後，就住在竹筒屋和蕙蓮阿嬤一起生活。以前，煮飯都是阿

嬤負責，但現在不煮了，開始轉由媳婦掌管廚房。阿嬤說：「我

現在都在家玩，有時會到新港買菜給媳婦。」阿嬤大部分時

間都待在家裡看電視，或許是因為早年經常和先生一起在家

看電視，從而養成的習慣，一個人也沒想過要出去哪裡，便

靜靜地守在電視機前享受恬淡。 

 

高灑雲—一個人的生活也很好。                 

訪問/維綸；文字/美賢 

今年 86 歲(民國 23 年生)的玉枝阿嬤，出生在新港鄉的

大興村，從小就要種田、煮飯，經由媒人介紹，於 22 嫁至

西庄。 

當時結婚是媒人介紹的，兩人互相不認識，阿嬤私底下

偷偷說：「第一次見面覺得老公不帥、不滿意，等相處久了就

喜歡了。」古時候，女生到了年紀就要嫁出去，所以也無從

選擇；阿嬤說現在的人都晚婚，孫女已經 30 歲了還沒嫁。 

結婚那天，灑雲阿嬤從新港坐禮車到西庄，當時全村只

有先生家裡沒有燈，「暗矒矒ㄟ…」身上穿的新娘衫是買西裝

布來做的，阿嬤很是喜歡，可惜沒有留下來了，但看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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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紗覺得更漂亮。結婚後就跟著先生去田裡工作，回到家

還要煮飯、顧小孩、提水去燒熱水，生活過得很苦，有時看

到煮飯的鍋子，眼淚就會不自覺地流下來。現在老公也離開

了，剩自己一個人，有時孩子們會回來帶阿嬤出去走走，平

常無聊的時候就和鄰居聊天，去活動中心上課或去市場買

菜，雖然有時候會覺得孤單但自己一個人很輕鬆、很自由。 

 

何洪玉枝—台灣好媳婦。                          

訪問/維綸；文字/美賢 

今年 78 歲(民國 30 年生)的玉枝阿嬤，出生在北港，從

小就要種田、煮飯、做家事；在 20 歲那年，姑婆當媒人介

紹，嫁給了一名西庄的青年。 

結婚的時候，是從北港坐「海呀(日文)」到西庄，身上

穿的新娘衫，是特地買布再請別人做的，阿嬤說她很喜歡那

時候穿的網格白紗，很漂亮，就跟現在的婚紗一樣！阿嬤的

丈夫是他們兄弟中排行最大的大哥，所以結婚後也是負責整

個家庭的伙食和家事，當個「台灣好媳婦」。和丈夫生了 5

個小孩(3 女 2 男)，努力栽培他們考至碩士，算是作為父母對

孩子的期望。 

現在在家無聊沒事，就會騎著電動車到處晃晃，看看風

景、吹吹風，享受悠閒；也會跟其他村民一起到活動中心上

課、唱歌。 

 

 
鄭美容—今年冬天，特別地暖和。                 

訪問/癸綿；文字/美賢 

今年滿 80 歲的美容阿嬤，在 21 歲的時候從大潭嫁過來

西庄，結婚的時候是農曆 11 月的冬天，正值晚上 6 點的時

候，冷風颯颯，從計程車內望出去，僅有微弱的路燈在一旁

照著，車頭燈向著西庄的方向閃著，但眼前的視線依然不清

楚，就像對即將嫁過去的生活也說不準一樣，未來充滿著未

知，不過能確定的是，今年冬天夜裡的床一定比以前溫暖。 

美容阿嬤小時候都在養鴨、養鵝，有時也會去撿番薯，

嫁過來西庄後，也是過著務農的日子，直到十年前，因為年

紀大了而受傷，開始不去田裡工作；阿嬤育有 3 名男孩子（原

本生 4 個，但死了 1 個），有 2 個已經結婚娶妻了但都分別

住在外面，每兩個禮拜會回來看看阿嬤，平常阿嬤就在家和

鄰居聊天，生活簡簡單單、無憂無慮，一生覺得順其自然地

過日子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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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葉開—微笑一生。                                            

文字/長益 

18 歲那夜，葉開阿嬤透過姑姑作媒，坐上計程車從麻魚

寮嫁到西庄。她穿著阿嫂為她縫製的嫁衣，一襲粉色洋裝佈

滿青色星花，那是她少女時代最美的一刻，如今仍深深烙在

阿嬤的心裏，熠熠生輝。 

今年 95 歲的葉開阿嬤是母家中最年幼的孩子，也是唯

一受過教育的，阿嬤的求知慾及學習力極強，國小畢業的她

本想繼續升學，奈何逃脫不了時代的枷鎖，只能作罷。上有

5 位哥哥、2 位姊姊的葉開阿嬤備受寵愛，所有的家務都不

用她戮力操心。 

嫁人後的生活戰戰兢兢，對於連怎麼燒開水都不曉得的

葉開阿嬤，準備三餐更是不可能的任務，於是她每天都很努

力地向伯婆學習如何做菜，如何打理好一個家。幸虧葉開阿

嬤夠有智慧，不僅學得快，也跟公婆、妯娌建立良好的關係。 

農曆 10 月 29 日，那是葉開阿嬤沒齒難忘的日子。那時

才剛學會如何做菜，卻面臨夫家要分家，這也代表著所有的

家務都得由葉開阿嬤一肩擔起。相夫教子、洗衣煮飯、農田

幹活，葉開阿嬤回憶起那段日子，確實是她人生中最艱苦的

歲月，20 歲都不到的少女，將一生最美好的年華奉獻給這個

家。 

葉開阿嬤的靈魂裡住著勇敢不屈。她生了 5 個女兒、2

個兒子，31 歲時，生下最後一個兒子後，葉開阿嬤決定結紮，

即便婆婆十分氣憤，認為「草繩三條才成結」，應該再生一個

兒子才對，但葉開阿嬤還是不顧一切地勇於做自己身體的主

人。在她 50 多歲的時候，更參加了新港家政班的比賽，帶

來她人生中的第一個冠軍獎杯。 

阿嬤說，她人生最快樂，最好命的日子除了當囝仔時，

便是現在，看著她的子女過的幸福，子孫滿堂到叫不出名字，

每日抄著經文，過得平凡清幽。 

我問阿嬤會不會羨慕現在人穿的婚紗，阿嬤說很羨慕

啊，顏色多又漂亮，但是她不會想穿，不適合了。我又問阿

嬤有沒有什麼心願，阿嬤想了良許，微微笑著說：「沒有，身

體不行了，有也沒辦法⋯⋯」我想，阿嬤最希望的是身體的病

痛能少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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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蔡鳳—現在的幸福，就是身體健康。                       

文字/美賢 

即將邁入 80 的蔡鳳阿嬤，在 22 歲那年嫁至西庄。以前

跟著父母種芭樂，現在跟著丈夫種田，婚前、婚後的生活都

差不多。 

當時結婚的時候是坐車從溪口來的，之前沒有拍照，所

以也不太記得結婚的樣子了，而新娘衫也因為穿不下，早早

就把它丟掉了；和先生育有 2 男 1 女，現在剩 1 個兒子尚未

結婚在家陪阿嬤，逢年過節的時候，兒子和女兒就會帶孫子

回老家團聚；目前農事都交給兒子掌管，有空的時候才會去

巡田當運動，最期待每個星期六到活動中心和村裡的人一起

唱歌，希望大家能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謝素鸞—過去的甘苦，就把它放在心底。                

文字/美賢 

    今年 70 歲的素鸞阿嬤，出生於西庄，也嫁給了西庄。 

小時候就和父母一起去種田，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直到了

雙十年華，媒人介紹便嫁給了同村的少年，雖然兩家距離很

近，但結婚的時候還是坐計程車嫁過去。當年穿的新娘衫，

只穿過結婚那次，就把它丟掉了。 

    阿嬤說：「嫁前嫁後的生活都一樣，沒有比較好啦！」從

小就要會種田，走在泥巴裡拔雜草，身上要扛著跟自己差不

多重的機器，一排一排地灑肥料，不論天氣是大太陽還是下

雨，都要去工作；一心想著結婚後可能會比較輕鬆，只要在

家做家事就好，事實上並不是，結婚後除了下田，還要煮飯、

顧小孩，每天都過得很不開心。 

    從現在回想著過去的日子滿是心酸，但辛苦的日子已經

過了⋯⋯素鸞阿嬤現在每周四會到活動中心當煮飯義工給全村

人吃，平常也很愛唱歌，自己的 5 個孩子也都各自有了家庭，

而其他阿嬤在一旁頻頻說：「她也做嬤了，有 10 幾個孫。」

阿嬤便害羞地笑了笑。我想，現階段應該就是阿嬤可以享受

清福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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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女—辛苦賺錢都是為了小孩。                       

文字/美賢 

    今年 75 歲的淑女阿嬤，出生於大潭，以前都要到田裡

種稻米，直至花信之年，因媒人介紹後便嫁到了西庄。 

問阿嬤當時和先生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有沒有互相尬意？阿

嬤說：「以前哪有什麼尬不尬意，長輩說好就好⋯⋯」我想想也

是，在阿嬤那一輩的年代，不僅沒辦法和喜歡的人結婚，甚

至也不知道「喜歡」是什麼滋味，總是要照著父母的安排，

所以阿嬤很羨慕我們年輕人，而我們說「我們現在連一個男

朋友的影攏看謀⋯⋯」阿嬤便偷偷笑了笑。 

淑女阿嬤嫁來西庄後，一樣在工作、種田，為了就是要賺錢

養大孩子，阿嬤說：「結婚就是為了生小孩。」所以她很努力

地把孩子拉拔長大，等到孩子都結婚生小孩，阿嬤的任務就

算結束了，於是可以好好享受生活，想去田裡時再去田裡，

想休息就休息，阿嬤現在的心願就是「身體勇、目周金金」

就很滿足了！ 

 

蔡寶珠—心心念念著金曾孫。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 

今年 84 歲(民國 24 年生)的寶珠阿嬤，出生於南崙，年

幼時都在種美濃瓜，直到 22 歲嫁到西庄，距今已經結婚 60

年了。 

結婚那天有兩對伴娘團陪同，阿嬤身上穿的是請店家訂

做的灰色西裝，雖然顏色很黯淡但價格比較便宜，如果要買

鮮艷顏色的就要上千塊。結婚之後，家裡曾經遭過小偷，把

所有的金飾都偷走了，可是也抓不到人，只能當作自己比較

不好運。 

之後也一直在種田，但某次摔傷腰後就沒再去田裡工作

了；和丈夫生了 1 女 3 男，大家都娶妻生子，阿嬤現在總共

有 13 個孫子，孫子很孝順，每天都會打電話回來跟阿嬤聊

天，和寶珠阿嬤的感情很好，而阿嬤現在的心願就是希望能

趕快看到這些孫子、孫女嫁娶，生個金曾孫陪阿嬤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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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楊碧霞—庄頭牽到庄尾的感情。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 

今年 78 歲（民國 30 年生）的碧霞阿嬤，出生於西庄，

小時候種了很多水果，有芭樂、美濃瓜、番茄⋯ 20 歲左右，

媒人帶著先生到阿嬤家裡來認識，因而結婚。 

阿嬤和先生都是西庄人，一個住頭、一個住尾。結婚那

天，碧霞阿嬤坐計程車從庄尾嫁過來的，而當時身上穿的新

娘衫是請新港的店家訂製的，阿嬤選了自己喜歡的顏色和布

料下去做。結婚後，阿嬤依舊在種田，阿嬤說：「種田隨緣就

好。」沒有一定要種美濃瓜還是芭樂，季節適合什麼就種什

麼。現在年紀大了，最大的心願就是順順的走下去，圓滿就

好了！ 

 

何盧惠—四處奔走，最後仍是回家。                

訪問/敦澤；文字/美賢 

今年 67 歲(民國 41 年生)的寶珠阿嬤，娘家是在台南縣

的白河鄉，小時候都在家裡種田、種芭樂；20 幾歲的時候，

嫁來西庄。 

阿嬤的先生是一位軍人，非常嚴肅；結婚那天，盧惠阿

嬤是從白河坐計程車到西庄的，距離相當遙遠。嫁過去後不

久，兩人就到台北去賣衣服，一賣就是 20 年，在外闖蕩久

了，難免會想回家，因此夫妻兩人一起回到西庄種田，早期

西庄流行種美濃瓜，因此阿嬤也開始種美濃瓜。和丈夫生了

3 男 1 女，現在有 10 幾個金孫和 1 個曾孫，非常年輕就當

阿祖了，現在生活得非常愜意，享受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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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社區傳家寶Ⅳ─新港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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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服務─農場協奏曲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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