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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高齡照顧者及長者戲劇療癒及演出計畫 

《生命之河》2.0 版 

 

成果報告書 
主辦：水面上與水面下 

協辦：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南山放生寺、社團法人造福園樂齡照護推廣協會、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經營管理中正萬華區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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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實施成果 

「2024 高齡照顧者及長者戲劇療癒及演出計畫」由「水面上與水面下」規劃一系列「水

面劇」工作坊，並策劃創作《生命之河》2.0 版演出，於牯嶺街小劇場演出四場。 

 

本劇由編劇導演張嘉容全新創作，根據多年累積的照護者真實故事、醫護人員訪談、

田野調查、與本次參與的照顧者演員共同對話發展，以及重新虛構，全新創作成《生

命之河》2.0 版，探討面對疾病、衰老與死亡時的選擇與陪伴。張嘉容並邀請香港導演

陳文剛共同執導，期望豐富「水面劇」的藝術表現。本劇結合專業演員與素人照護者

演員、更邀請醫師特別演出，透過戲劇表現生死議題的情感張力，觸動人心。 

 

本劇邀請金鐘獎入圍女星潘奕如、賴茉凡、邵小猴等專業演員，與照顧者共同演出。

照顧者演員大多是本次創作前公開召募來的民眾，身為曾經或正在照顧家中失智或癌

/重症長者的照顧者，許多人同時正在或曾罹患重大傷病。他們在短短幾個月之間，透

過「水面劇」結合戲劇治療和戲劇創作的方法，深入探討生死、家庭關係、照護難題

與自我和解的難題，最後將領悟呈現出來，與職業演員共同登台，帶來一場直擊心靈

的戲劇感動旅程。 

 

劇情中呈現的議題包括：怎樣才是善終，斷食等於善終嗎? 還是其實應該要「隨順善

終」！怎麼幫失智末期的家人做決定，要不要插鼻胃管？癌末已經昏迷了插氣管內管，

還要繼續急救嗎？面對要放手讓親人離開的哀傷和恐懼，到底該怎麼辦？怎麼跟家人

談放手？-----這幾個與「生命末期」與「畢業照顧者」心理衝突的點，在演出中都透過

劇情有所呈現。 

 

《生命之河》2.0 版以水的流動隱喻生命的起伏，以直擊心靈的戲劇片段呈現疾病、衰

老、死亡中的親情陪伴，從痛苦到釋然、從矛盾到和解，逐步引領觀眾在有限時光中

體悟堅韌與希望。每場演出都突破劇場傳統，以即興創作和互動體驗引導觀眾參與。

觀眾不僅是旁觀者，更可上台成為故事的一部分，以肢體或言語即時回應劇情，甚至

扮演劇中角色，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影響角色的行動軌跡`，在劇場中建立一場超越現實

的情感對話。 

 

編導張嘉容表示：「現實生活中，我們沒機會看見困境中不同立場的角色的不同心聲，

也無法得知可以有多少種選擇。但是在《生命之河》2.0這齣戲裡面，只要你有勇氣上

台，每一位觀眾都有機會去呈現自己的感受和角度，上台扮演劇中角色，替角色發聲，

演出你認為角色可以採取的下一步行動，展現不同的選擇和可能。雖然是探討沉重的

生死議題，每個人卻都有機會，幫角色做出你覺得更好的決定，或是貢獻可以幫助角

色的方法。」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A%A8%E9%A0%86%E5%96%84%E7%B5%82?__eep__=6&__cft__%5b0%5d=AZV-30DqaZje-Lm10oXJu9f5B0TBEL2aJftykj_P1s9J_mXLZ7RWb46BR8UIUyWkb7A7rf0YdEPYZG79QM6bX0ekkTIXWSdEeBjEBD49b6Re6T28G_tG3ABxPIP8-_9ItK7q9T80JMuUSBgJcI82hWLs7M49Vd29O-ZXmEZUmsiJcvfMWdgBcdjgF9rEU_ZAtrc&__tn__=*NK-R-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A%A8%E9%A0%86%E5%96%84%E7%B5%82?__eep__=6&__cft__%5b0%5d=AZV-30DqaZje-Lm10oXJu9f5B0TBEL2aJftykj_P1s9J_mXLZ7RWb46BR8UIUyWkb7A7rf0YdEPYZG79QM6bX0ekkTIXWSdEeBjEBD49b6Re6T28G_tG3ABxPIP8-_9ItK7q9T80JMuUSBgJcI82hWLs7M49Vd29O-ZXmEZUmsiJcvfMWdgBcdjgF9rEU_ZAtrc&__tn__=*NK-R-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0%8E%E9%BA%BC%E5%B9%AB%E5%A4%B1%E6%99%BA%E6%9C%AB%E6%9C%9F%E7%9A%84%E5%AE%B6%E4%BA%BA%E5%81%9A%E6%B1%BA%E5%AE%9A?__eep__=6&__cft__%5b0%5d=AZV-30DqaZje-Lm10oXJu9f5B0TBEL2aJftykj_P1s9J_mXLZ7RWb46BR8UIUyWkb7A7rf0YdEPYZG79QM6bX0ekkTIXWSdEeBjEBD49b6Re6T28G_tG3ABxPIP8-_9ItK7q9T80JMuUSBgJcI82hWLs7M49Vd29O-ZXmEZUmsiJcvfMWdgBcdjgF9rEU_ZAtrc&__tn__=*NK-R-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D%A2%E5%B0%8D%E8%A6%81%E6%94%BE%E6%89%8B%E8%AE%93%E8%A6%AA%E4%BA%BA%E9%9B%A2%E9%96%8B%E7%9A%84%E5%93%80%E5%82%B7%E5%92%8C%E6%81%90%E6%87%BC?__eep__=6&__cft__%5b0%5d=AZV-30DqaZje-Lm10oXJu9f5B0TBEL2aJftykj_P1s9J_mXLZ7RWb46BR8UIUyWkb7A7rf0YdEPYZG79QM6bX0ekkTIXWSdEeBjEBD49b6Re6T28G_tG3ABxPIP8-_9ItK7q9T80JMuUSBgJcI82hWLs7M49Vd29O-ZXmEZUmsiJcvfMWdgBcdjgF9rEU_ZAtrc&__tn__=*NK-R-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0%8E%E9%BA%BC%E8%B7%9F%E5%AE%B6%E4%BA%BA%E8%AB%87%E6%94%BE%E6%89%8B?__eep__=6&__cft__%5b0%5d=AZV-30DqaZje-Lm10oXJu9f5B0TBEL2aJftykj_P1s9J_mXLZ7RWb46BR8UIUyWkb7A7rf0YdEPYZG79QM6bX0ekkTIXWSdEeBjEBD49b6Re6T28G_tG3ABxPIP8-_9ItK7q9T80JMuUSBgJcI82hWLs7M49Vd29O-ZXmEZUmsiJcvfMWdgBcdjgF9rEU_ZAtrc&__tn__=*NK-R-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0%8E%E9%BA%BC%E8%B7%9F%E5%AE%B6%E4%BA%BA%E8%AB%87%E6%94%BE%E6%89%8B?__eep__=6&__cft__%5b0%5d=AZV-30DqaZje-Lm10oXJu9f5B0TBEL2aJftykj_P1s9J_mXLZ7RWb46BR8UIUyWkb7A7rf0YdEPYZG79QM6bX0ekkTIXWSdEeBjEBD49b6Re6T28G_tG3ABxPIP8-_9ItK7q9T80JMuUSBgJcI82hWLs7M49Vd29O-ZXmEZUmsiJcvfMWdgBcdjgF9rEU_ZAtrc&__tn__=*NK-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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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劇創作團隊還包括燈光設計鄭國揚、音樂設計/現場演奏陳世興，以及特別演出嘉賓

醫師，長期致力推廣病主法、善生善終理念的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陳秀丹醫師，以

及亞東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林孟屏醫師。陳秀丹醫師說：「善終不是憑空得來，

必須善生才能善終；人生是在不斷的取捨中前進，如何捍衛自己與護持家人的善終，

值得大家一起來探討！」 

 

本劇同時是「水面劇」戲劇療癒處方箋的第二次實施。「水面劇」《生命之河》戲劇

療癒處方箋，由編導張嘉容根據《生命之河》2.0 的劇本，設計十二個適合醫師開立戲

劇處方箋的條件，由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失智症中心/神經內科劉建良主任醫師規劃實施

方式，北市聯醫失智症中心團隊一起努力，透過醫師轉介，開立給符合條件的病人和

家屬，架構推動社會處方箋的創新模式。  

 

劉建良主任說，「社會處方箋是一種醫療轉介的處方。透過醫師轉介或介紹，個案透

過服務連結者或應用資訊自我轉介，參加各種非藥物治療活動。這次的《生命之河》

2.0 演出，就是一種療癒的服務、啟發和轉化，透過醫師的轉介，成為一種療癒的處

方，尤其針對末期與畢業照顧者來說，更是具有療癒效用。」 

 

亞東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林孟屏醫師以及亞東醫院「失智共照中心」及「癌症資

源中心」，也共同推動「水面劇」《生命之河》戲劇療癒處方箋，轉介病人及家屬來

看戲，一起加入此創新模式！ 

 

張嘉容結合戲劇治療、表演藝術及社會參與式藝術理論與工作方法，發展戲劇類型「水

面劇」（Aqua Round Assembly Drama）。《生命之河》2.0，是她在「水面劇」此類型

上繼續創新的作品。張嘉容解釋：「『水面劇』（Aqua Round Assembly Drama）融合

劇本、儀式、論壇、觀眾參與等多元形式，除了呈現詩意專業的演出之外，也創造一

個讓觀眾不僅是旁觀者同時還是表演者的舞台。參加者有機會被邀請上台，用肢體或

語言創意表達，甚至扮演劇中角色，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解決方案。」 

 

「『水面劇』工作方法結合戲劇治療與戲劇創作方法及社會參與式藝術，帶領參與者

從團體到演出，創作以真人真事為出發點，暴露的是成員現在仍困擾的事，會輕易地

觸動情緒。演出內容通常是在療癒過程中已處理完的問題和領悟，成員與導演一起把

個人素材轉化為劇場呈現，透過創意過程以及最後的演出製作進行更深層的探索。」  

 

作為一場既動人心弦又振奮人心的戲劇旅程，《生命之河》2.0 版不僅帶來一次精彩的

演出，更是一次觀劇之後，回到生活做出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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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以下目標： 

(1)議題探討與社會效益 

• 關注生命末期議題：劇情涵蓋「善終選擇」、「靈性關懷」、「預立醫療決定」

及「病人自主權」等社會敏感但重要的議題，引導觀眾正視生命中的重要抉擇。 

• 情感共鳴與反思：透過舞台上對家庭矛盾、臨終哀傷的深刻刻畫，讓觀眾反思自

身與親人的情感羈絆，並感悟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2)藝術創新與觀眾參與 

• 「水面劇」的藝術創新：結合戲劇、醫療與社會議題，突破藝術與醫療的界線，

透過獨特美學，呈現詩意專業的演出。 

• 創新的參與式劇場：突破傳統戲劇框架，邀請觀眾上台參與劇情發展，提出觀點

並即時影響角色行動，強化沉浸式體驗。 

• 結合素人與專業演員：以真實照護者的親身經歷作為素材，結合專業演員表現，

增添真實性與藝術感染力。 

 

(3)跨領域合作的創新模式 

• 推動「水面劇」戲劇療癒處方箋：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失智症中心」及亞東

醫院「失智共照中心」及「癌症資源中心」合作，創建結合醫療與藝術的「『水

面劇』戲劇療癒處方箋」模式，為特定患者與家屬提供戲劇療癒服務，實現醫療

輔助新方式。本次共有 31位透過醫師轉介而來的「水面劇」戲劇療癒處方箋的

照顧者、病人前來觀賞。同時，只要是符合十二個處方條件的觀眾，在劉建良醫

師的設計下，都是使用了「水面劇」戲劇療癒處方箋的受眾。 

• 醫療專家上台演出：特邀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陳秀丹醫師、亞東醫院林孟屏

醫師等專家上台演出，深化戲劇在靈性關懷與善終理念中的角色。 

 

因此，《生命之河》2.0 版結合戲劇、醫療與社會議題，以深刻的編劇、情感體驗，以

及創新的參與互動形式，為觀眾帶來一次直擊心靈的演出。此專案不僅突破了藝術與

醫療的界線，更引發社會對生命末期議題的廣泛關注。未來若持續推動，將為更多人

帶來療癒與啟發，成為生命教育與藝術創作的重要典範。 

 

 

 

 

 

 



5 

 

觀眾回饋 

l 走進牯嶺街小劇場去欣賞 #生命之河 2.0。這是一齣很特別的演出，因為演出的

過程會有從劇情中跳出來的時間，讓大家反思以及走進舞台分享演出。而且又有

專業醫師的分享，這一點更是加深了議題的深刻性。如果還有機會，真的十分推

薦大家走進劇場欣賞！(廣播金鐘獎節目主持人 DJ 尚恩 《生命之河 2.0》觀後感) 

l 生命之河劇情緊湊，又富生命力。我們一起關心老後議題，善生善終！ 

l 我是很慢熱的人，但每次觀賞《水面上與水面下》劇團的演出，都會從原本的冷

淡旁觀而融溶成流動的噴火岩漿。初遇導演張嘉容，是在江之翠劇場看《桃花與

渡伯》，已經十多年前了，忘了為什麼帶女兒一起去觀賞，猶記得觀眾參與劇中

互動的感覺，令人欣喜。這次的《生命之河 2.0》，在事前完全沒概念的情況下，

進入一個彷彿水面下隨流擺盪的情境。觀眾促膝而坐被演員穿梭環繞的感覺很微

妙。或許人生快走到終點時，生命中的各種雜質才能瀝灑個乾淨吧，劇中每位演

員的獨白都讓人震撼。震撼的原因是真實，真實重現我們生活中對自己與親人的

痛苦或覺悟，而我們在生活中卻常常毫無察覺。很療癒也很有啟發。謝謝嘉容。

(資深媒體人/前華視總經理 莊豐嘉) 

l 「無奈，但要面對的總要面對，不如用對大家都好的方法來處理」以上是今天看

完《生命之河》的領悟。把長照和善終 所衍生的現實問題，透過參與式劇場，讓

觀眾以更靠近的距離 去感受生離死別是人生所必經的，叫大家以善待自己善待

他人的角度和方式去面對和處理。這劇目適合任何人觀看，如果你是需要照顧長

期病患或家中有年邁長者，看這劇目必定會有更深的感受。《生命之河》中的議

題，其實對於即將或正在面對長照和善終的朋 友有正面積極作用，而劇中內容

更有專業人士帶出重要和實用的資訊，相信會有不少醫療機構社 福團體會對這

劇目感興趣。希望之後會有機會在不同機構支持下《生命之河》在不同縣市及場

館演出。(港仔張啟樂的臺灣生活) 

l 週末晚上去看了「生命之河」舞台劇的演出，劇情裡面以三個兄弟姊妹，一起面

對媽媽病末臨終的過程，在醫院跟媽媽、醫生、還有彼此之間的對話，帶出要面

臨的課題情境，跟不同角色立場的內心感受跟矛盾。劇中演員多數都是五六十歲，

真的長期面臨照護病人工作的當事人，也有邀請真正的醫生串場部分橋段，很有

宣導「#預立醫療囑咐」「#安寧緩和醫療」的觀念，緊緊扣住 #長照 主題！演出

中，舞台下不時有窸窸窣窣、默默擦淚的背影。正在面對類似情境的觀眾，聽到

自己的感受跟痛苦，在台上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知道自己的矛盾、憤怒、自我

懷疑、自我批判並不孤單，應該很療癒吧⋯⋯台灣面臨 #高齡社會全面性的來到，

生老病死已經是無可迴避，甚至對更多人來說迫在眉睫的問題。時勢所趨，未來

還有更多單身人口的老化問題需要關注。沈澱下來仔細去思考 #未來 跟 #變老 

這件事，好像短時間之內，把我推到一個更加成熟跟積極的狀態去自我面對，跟

經營每天的生活。 

l 賺人熱淚到無法自拔！ 

https://www.facebook.com/djsean0209?__cft__%5b0%5d=AZUh0r1dl2Oc6QCgVilIyuJTZ5FnByVPsVGOwtQmLG1jn67RTLiyZRjI2SLseOOZKr2AjU-RMsvc8kwWDezyGLIoeu8efNyHHv5Himy3K4XCYTe8xhFY2Wm5LnRq6IMdWs67ats_Q7tQDL_qXB9h-ViDmslNmIND6QGwwlXBb20hsc4oIVI9Hru7WOKVtk6MM74G0Vhcm3zsfPMkIuzR9vOD&__tn__=-%5dK-R
https://www.facebook.com/bencheung0718?__cft__%5b0%5d=AZWIE9K74fWEVn3kVzkwvaJLofiKH1Us8A4iOJSFOoi7mqMqq2cySpnCEiYWs8YLaBWE2AapiaBY1oEAIChz1BWXcjS8w5HO3wQoUJmpqWhA8luEf9FnlYovK8T7oHTLybNWANC0vrvsTVaPLP4ZRQzaJ_W5zps0dyzNFZpLZhNUpy0XkuvJMyY0L5OD8SpexEXCBUGPs9n7UtdoCFqHRAtt&__tn__=-%5d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A0%90%E7%AB%8B%E9%86%AB%E7%99%82%E5%9B%91%E5%92%90?__eep__=6&__cft__%5b0%5d=AZVrqcpMY76ILSpVY4HiJd50i7Ig9Qlyd7ymY6aSojkJ50V2Vsao-_z72TuDYz04uDBeM0L_RVekpce-g6fGl0sW40PUzpLohLuU11tOfyScsdQSN410Z3vCDb2-uUC4iIAu-Q-Z2eZjKmiQlmNeKTtgvwvK4_din6RTq8n8XjuCn6UStxpvKYYzPcKd07YHu2C8SYQj-SVwE2m2pa4O4FEk&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E%89%E5%AF%A7%E7%B7%A9%E5%92%8C%E9%86%AB%E7%99%82?__eep__=6&__cft__%5b0%5d=AZVrqcpMY76ILSpVY4HiJd50i7Ig9Qlyd7ymY6aSojkJ50V2Vsao-_z72TuDYz04uDBeM0L_RVekpce-g6fGl0sW40PUzpLohLuU11tOfyScsdQSN410Z3vCDb2-uUC4iIAu-Q-Z2eZjKmiQlmNeKTtgvwvK4_din6RTq8n8XjuCn6UStxpvKYYzPcKd07YHu2C8SYQj-SVwE2m2pa4O4FEk&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95%B7%E7%85%A7?__eep__=6&__cft__%5b0%5d=AZVrqcpMY76ILSpVY4HiJd50i7Ig9Qlyd7ymY6aSojkJ50V2Vsao-_z72TuDYz04uDBeM0L_RVekpce-g6fGl0sW40PUzpLohLuU11tOfyScsdQSN410Z3vCDb2-uUC4iIAu-Q-Z2eZjKmiQlmNeKTtgvwvK4_din6RTq8n8XjuCn6UStxpvKYYzPcKd07YHu2C8SYQj-SVwE2m2pa4O4FEk&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AB%98%E9%BD%A1%E7%A4%BE%E6%9C%83?__eep__=6&__cft__%5b0%5d=AZVrqcpMY76ILSpVY4HiJd50i7Ig9Qlyd7ymY6aSojkJ50V2Vsao-_z72TuDYz04uDBeM0L_RVekpce-g6fGl0sW40PUzpLohLuU11tOfyScsdQSN410Z3vCDb2-uUC4iIAu-Q-Z2eZjKmiQlmNeKTtgvwvK4_din6RTq8n8XjuCn6UStxpvKYYzPcKd07YHu2C8SYQj-SVwE2m2pa4O4FEk&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C%AA%E4%BE%86?__eep__=6&__cft__%5b0%5d=AZVrqcpMY76ILSpVY4HiJd50i7Ig9Qlyd7ymY6aSojkJ50V2Vsao-_z72TuDYz04uDBeM0L_RVekpce-g6fGl0sW40PUzpLohLuU11tOfyScsdQSN410Z3vCDb2-uUC4iIAu-Q-Z2eZjKmiQlmNeKTtgvwvK4_din6RTq8n8XjuCn6UStxpvKYYzPcKd07YHu2C8SYQj-SVwE2m2pa4O4FEk&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AE%8A%E8%80%81?__eep__=6&__cft__%5b0%5d=AZVrqcpMY76ILSpVY4HiJd50i7Ig9Qlyd7ymY6aSojkJ50V2Vsao-_z72TuDYz04uDBeM0L_RVekpce-g6fGl0sW40PUzpLohLuU11tOfyScsdQSN410Z3vCDb2-uUC4iIAu-Q-Z2eZjKmiQlmNeKTtgvwvK4_din6RTq8n8XjuCn6UStxpvKYYzPcKd07YHu2C8SYQj-SVwE2m2pa4O4FEk&__tn__=*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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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三個子女對臨終母親的爭執，簡直是現實寫照，虐心又糾結！ 

l 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情感，那麼細膩，那麼真實，看完深深被擊中！每位演員—

—不論是專業還是特別參與的照顧者演員——都用生命演繹這場震撼靈魂的故

事！在導演的精心指導下，現場觀眾紛紛開始反思：「如果是我，會怎麼選擇？」 

l 絢麗的佈景與燈光交織，為每一幕增添詩意。深刻的劇情讓人全程投入，直觸心

靈深處。 

l 演員以真摯的生命故事，展現家人之間那份深沉而複雜的愛。特別是那份「家人

情感的拉扯」，讓許多人不禁落淚，深刻體會愛的力量！ 

l 這是一群熱愛生命、為愛發聲的人，他們真的太棒了！用心與熱情點燃了小劇場，

每一幕都揪心，每一場都絕美！ 

l 三個小孩的衝突，學習到要溝通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且互相照顧對方不容易。 

l 與觀眾互動、多個故事及主角的心聲交錯呈現。觀眾給祝福的部分，我覺得大家

都值得被祝福！妹妹放下的部分，很為他們一家人開心。 

l 最後生命最後智慧的自己長什麼樣，會跟現在的自己說什麼，畫面漂亮且值得深

思。 

l 每位演員真實的表露自己的心聲和經驗，很令人動容。 

l 兼具感性和理性，真實的把病床前面對生死的重重感受展演出來。 

l 演員說出我的心聲，同理照顧者的辛苦。布置簡單樸實；適時的加入善终的觀念。 

l 一開場演員個別自我介紹時，聽到他們分享照顧家人的不容易，很能感同深受。 

l 三個兒女面對母親是否繼續救治的掙扎、母親在病床上表達想回家的心情，最後

三個人的溝通和解：讓我想到當時照顧自己的父母時的景況 

l 請大家想想 90歲的我，會想對現在的自己說什麼話，演員們說出自己內心的話，

讓我也去思考：現在就要預備將來的那天，我能坦然無懼說我沒有白活。 

l 開場前媽媽很享受環境的佈置與氛圍，雖然坐輪椅，手也跟著舞動喔。建議可以

增加被照顧者的戲劇治療項目，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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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說明 

(1)計畫期程 

場次 工作坊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 主要帶領 

1 「水面劇」及本計畫介紹 07/26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2 斷食 安寧、病主法、戲劇技巧 08/16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陳秀丹 

3 「水面劇」的主題 1 08/23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陳文剛 

4 「水面劇」的主題 2 08/30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5 「水面劇」的主題 3 09/06 13:30-17:00 莒光社宅 劉建良 

6 「水面劇」的個人素材挖掘與療癒技巧 09/13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陳文剛 

7 「水面劇」的表演與療癒技巧 1 09/20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8 「水面劇」的表演與療癒技巧 2 09/27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9 「水面劇」的表演與療癒技巧 3 10/04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潘奕如 

10 「水面劇」的表演與療癒技巧 4 10/15 08:30-12:30 水面劇場 張嘉容 

11 「水面劇」的表演與療癒技巧 5 10/16 08:30-12:30 水面劇場 張嘉容 

12 「水面劇」的表演與療癒技巧 6 10/18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13 「水面劇」的獨腳戲創作與療癒技巧 1 10/25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14 「水面劇」的獨腳戲創作與療癒技巧 2 10/29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15 「水面劇」的獨腳戲創作與療癒技巧 3 10/30 8:30-12: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16 「水面劇」表演技巧 1 11/01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潘奕如 

17 「水面劇」表演技巧 2 11/08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潘奕如 

18 「水面劇」戲劇整合 1 11/10 13:30-17:30 新生一號南 g場 張嘉容 

19 「水面劇」戲劇整合 2 11/10 18:30-21:30 新生一號南 g場 陳文剛 

20 「水面劇」的獨腳戲細修 1 11/11 13:30-18:00 水面上與水面下 張嘉容 

21 「水面劇」的群戲細修 1 11/12 13:30-17:30 水面上與水面下 張嘉容 

22 「水面劇」的群戲細修 2 11/13 18:30-22:00 水面上與水面下 張嘉容 

23 「水面劇」的獨腳戲細修 2 11/14 13:00-18:00 水面上與水面下 張嘉容 

24 「水面劇」戲劇整合 3 11/15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25 「水面劇」戲劇整合 4 11/17 13:30-17:30 南山放生寺 張嘉容 

26 劇場裝台 11/18 10:00-22:00 牯嶺街小劇場 張嘉容 

27 演員走位、彩排 11/19 10:00-22:00 牯嶺街小劇場 張嘉容 

28 演員走位、彩排 11/20 10:00-22:00 牯嶺街小劇場 張嘉容 

29 總彩排、開放邀請觀眾 11/21 10:00-22:00 牯嶺街小劇場 張嘉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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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式呈現 

 日期&時間 地點 觀眾人數 

總彩排 11/21 19:00-21:30 牯嶺街小劇場 32 

正式演出 1 11/22 19:00-21:30 牯嶺街小劇場 48 

正式演出 2 11/23 14:30-17:00 牯嶺街小劇場 46 

正式演出 3 11/23 19:00-21:30 牯嶺街小劇場 50 

正式演出 4 11/24 14:30-17:00 牯嶺街小劇場 45 

  總觀賞人數 221人 

 

(3)製作人員名單 

藝術總監、編劇導演、團體帶領／張嘉容 

心理總監、臨床心理師／黃鏡澄 

共同導演暨舞台服裝設計／陳文剛 

水面劇演員／潘奕如、張嘉容、賴茉凡、邵小猴  

照顧者演員／胡佩伶、張方齡、郭瑩甄、陳蕙心、萬萬(2024 高齡照顧者及長者戲劇療

癒及演出計畫成員) 

特別演出／陳秀丹醫師(11/22、24)、林孟屏醫師(11/23) 

 

製作經理／林春輝 

舞台監督／張世諭 

排練助理／曾翌 

燈光音響設計／鄭國揚 

音樂設計及現場演奏／陳世興  

技術人員／莊琇琍、陳亭伃、杜雨雯、林乃馨、古昆翰、宋冠庭、絲國紘、 

李姿穎、徐翊家、關鑫玉、鄭羽聲 

見習志工暨服裝製作協力／巫凱宜 

排練攝影／巫凱宜、許詠蓁、許紘榮、黃一中、釋寬恕 

平面攝影／張瑞宗 

演出錄影／張靖驩、葉人豪 

演出前台／Angela、丁素媛、宋顏如、郭乃綸 

主視覺設計／林汗淯、蔡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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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視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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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效益及綜合檢討 

效益分析 

(1)情感共鳴與觀眾參與的突破 

•深刻議題觸及社會痛點：本劇以疾病、衰老、死亡等普遍但被忽略的議題為核心，

探討生命末期的選擇、家庭關係的矛盾與和解，帶給觀眾深層反思，觸發情感共

鳴。 

•參與式/互動性創新體驗：觀眾不僅是旁觀者，更可上台參與劇情進程，展現獨特

的觀點與選擇，讓觀劇過程更具沉浸感與參與價值。 

(2)戲劇療癒的實踐創新 

•「水面劇」戲劇療癒處方箋的應用：結合醫療資源，將「戲劇創作歷程」與「戲

劇演出」，作為非藥物治療的一部分，對照顧者，特別是資深照顧者、畢業照顧

者、癌末病患、失智症病人及其家屬，具有療癒和啟發作用，成為醫療與藝術跨

界合作的新典範。 

•真實故事的感人力量：照顧者參與演出，讓觀眾看見真實生命中的掙扎與堅韌，

從中獲得力量與共鳴，進一步推廣靈性關懷與善終理念。 

(3)藝術與文化影響 

•跨維度製作：「水面劇」結合戲劇創作與戲劇治療的創作方法，細膩深刻的編劇、

由專業與素人照顧者演員的完美搭配，豐富的導演視角，讓作品展現不同一般的

演出的維度與表現。 

•多面向的啟發：透過藝術形式，傳達病人自主權與臨終決策的重要性，為社會提

供了重新思考生死的契機，深化觀眾對生命與家庭的認知。 

 

綜合檢討 

(1) 擴大受眾範圍，期望更多場次巡演：除台北場、藝術場，可考慮增加外縣市巡演、

醫院巡演，以觸及更多不同背景的觀眾，深化影響力。 

(2) 期望增加更多延伸討論活動：在演出後，期望能再後續安排演講、論壇或其他工

作坊，讓觀眾能有機會進一步認識，深化戲劇帶來的啟發與療癒效果。 

(3) 長期影響的追蹤與深化：期望學術單位以及醫療長照單位合作，針對透過處方箋，

建立後續追蹤機制，評估戲劇創作歷程以及戲劇演出，對參與者心理與情緒的影

響，為未來計畫提供依據。並整理本次創作與實施的數據與經驗，形成案例報告，

提供給其他醫療以及藝文機構參考，推動戲劇療癒模式的普及化。 

(4) 資源整合與社會支持：建議與更多醫療機構、學術單位及非營利組織合作，共同

推廣戲劇療癒理念，吸引更多資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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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生命之河》2.0 版成功結合藝術、療癒與社會議題，在提升觀眾體驗、深化社會討

論與推動創新模式方面均取得顯著成效。未來若能持續優化演出形式與資源整合，

並擴大受眾影響範圍，將能在藝術與療癒領域創造更深遠的價值與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