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總結 

  舒曼曾經說過：「弄一齣戲，就要像辦一場婚禮一樣，賓主盡歡。」所以，

作社區劇場也是一樣。進入社區工作的第一步有三種認識，第一個認識：地方議

題 v.s.地方問題。我們是透過地方議題以藝術創作和行動和地方對話，可能是提

問、可能是可能性的思考，也可能可以解決地方的問題。而不是直接跳入解決地

方問題。第二個認識：找尋社區中的地方智慧和技術。例如：宜蘭的阿嬤很會使

用稻草編成各種玩具；並且利用工作的成衣廠剩下來碎布來製作成拼布。男人很

會剖竹子，綁竹管。第三個認識：誰是你的中介者？幫助者？轉譯者？宜蘭大二

結文教促進會與台大城鄉基金會宜蘭工作室；台南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與台南

土溝村優雅農夫藝文農場／藝術工廠。就是本計畫中提到最佳的中介者、幫助者

和轉譯者。從三個認識之後再來討論與社區工作的三種方法，第一個方法：以地

方為師，包括：方法、材料、時間、資源的應用與儀式。第二個方法：以地產和

地廢為用。包括分辨地方產業：農業／漁業／製造業等特性，也可以因此找到和

地方接地氣的點。另外地方廢棄物，如資源回收中心，可以呈顯出社區的特質。

第三個方法：讓創作與生活合一。包括：食物的部分盡量讓產地到餐桌；吃當地

美食；消費當地的餐飲等。住：真的住在地方駐點與現地創作。育樂則是跟著當

地居民的腳步逛夜市、按摩放輕鬆。 

  製作社區劇場的九個步驟： 

  第一步:社區裡挖寶。社區中有才能者也是寶；宜蘭大二結的社區中的阿嬤

甚麼都會。也有硬體的寶，比如：廢棄物或是回收物等。 

  第二步：在中介單位的陪伴之下拜訪社區利害關係；利用白天見面會，討論

和盤點資源，認識社區利害關係者並提出疑問和需要幫助之處。晚間歡迎餐會是

個很好的合作起頭。平日在工作時相遇，彼此的問安。即使語言不通，即使對方

沒有回應，仍然要保持進入社區的熱情。保持聆聽和觀察，體會整個社區的步調、

節奏、溫度和人的感覺。適時的叨擾和請教社區居民的幫助，如:向鄰舍要他們

種的菜，又稱撒嬌菜。支持地方商店、餐飲和小販。 

  第三步、預備工作站。包括：結構區、紙漿區、上色區、工具區（包括裁縫

區）。 

  第四步、構思、討論與成型；包括：詩作、故事、歌曲、形成文本→草圖構



思→分組進行→操偶師帶領各組。 

  第五步、按圖施工，分組分區，逐步完成。先結構→再紙漿→上漆上色→覆

蓋與裝飾→懸掛與組裝；流水席式工作坊，按社區的時間和個人的意願工作。 

  第六步、分工，按個人的意願和恩賜；比如分工負責:破冰遊戲、買菜煮飯、

廁所打掃、筆記整理、洗刷場地。其餘工作，由眾人負責如:場地的整理、洗筆、

回收的工作都再每天工作結束之前半小時開始進行。這看來雖然微小的動作，因

為進入社區工作，可能使用都是社區裡常在使用的空間，這代表對於社區／展場

／劇場的尊重。 

  第七步、完工大典，預備開演；與團隊和作品合照。留下紀錄是很重要的事

情，尤其是在社區裡的劇場工作稍縱即逝，甚至因為創作物大部分都歸屬於社區，

因此，當社區負責人更動時，可能就會造成展品或展演的道具毀損。 

  第八步、上場試驗，正式演出；保持彈性，與社區共舞。如同跳恰恰一樣，

一定是一退一進，才能創造出和諧的舞步，聆聽與等待是有其必要性的，也唯有

此時因為創作作品、創作者、社區共存時才會產生一個暫時的共同體。隨著專案

的結束，這個共同體將會結束。旦是那個共好的氛圍、凝結時的美好是長存在心

裡，在不經意的參與者的對話中。 

  第九步、離開社區，將作品權和表演權交託社區。這個體驗再次在筆者今年

（2019年）二月十無意發現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再未經告知的狀態下，私自

拆除整個《大尾與小仙》展場，絲毫未留下任何一紙一物。事後，由筆者告知飛

驢劇團操偶師，反而他們三位安慰我，也許這是他們要再回來的時刻。這種對於

社區劇場一旦交棒出去，就是社區政治的事了的豁達，或許才是應該台灣社區劇

場應該學習的態度。 

  戲劇不論是以社區劇場、政治劇場到紀錄劇場形式出現，對本團而言，最高

境界就是「以戲劇作為共同體」。利用田野調查、口頭訪問、焦點訪問、口述歷

史與紀錄，甚至是直接吃飯、喝酒、聊天、勞動等方法建立社群，發生關係，真

實而有興趣地去聆聽人／地／物／景的聲音。然後站在地方的角度和基礎上來思

考和擴張更大的想像，讓敘事權回到真實的人／議題／地方和世界上。在持續性

的操作之下，匯聚在地智慧，建立可信可循的公規，最後這寶貴的經歷都成為社

區的寶藏，更盼望能把「行動中的認識」貢獻給台灣的社區劇場，實踐「以戲劇

作為共同體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