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演
的話 石佩玉

與其說導一齣戲，不如說是導演一個計畫，一個看戲
聽講的感官體驗。

計畫起源是來自2015年台南「321小戲節」的邀演《
吉光片羽》，一個量身訂作的邀約，地點在台南的「
萬屋」演出。情感上是享受的，能在完美優雅的日式
建築裡被老物件圍繞著，令人安心且幸福，更勝劇場
舞台上搭出來的「老屋」溫暖許多。形式上是一個小小
的嘗試，和影像創作歐佳瑞共同創作，特意從美術和
記錄採集的角度，去發現一些不是劇場也不是單純偶
戲的可能。這樣小小的、近距離的、一盞燈下的偶戲，
把人包圍在戲裡，真的很美。只是，只有一棟，意猶
未盡。

如果，能走進很多棟老屋，各借一個故事，讓那些陳舊
物件再回到時間裡發光，那當下應該是幸福的吧?於是
動念開始這個瘋狂的計畫-聽房子在說話。

製作人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全省尋找老房子，匯集老
屋(七棟房子)、舊物、偶戲(舊時女人的故事)、老照片
、訪談(七位現代老人家的生活)等等素材，交織成「以
物為出發」的戲劇氛圍說說舊時代的日子，輔以「在地
講堂」說說現代人的生活，希望能在這一百分鐘裡讓
老屋化為時間的載體，交錯著古今的生活記憶，讓老
房子以另一種型式發光。
 



親密偶戲《吉光片羽》

 劇情
簡介

阿嬤留下的舊皮箱裡，有一個不知所以的老太婆娃娃，一
頂帽子，舊床單、老照片和一本舊書。她一直很寶貝這本書，
裡面似乎藏著甚麼秘密，雖然看著總是傷心，每滴眼淚都
存著舊時代的不得已，埋進書裡。哥哥留下的帽子、結婚時
的舊床單….這些有意無意保留下來的舊物，在某個片刻被
女人淡淡的思念串起，成為很偶爾才記起的片段，伴隨輕
輕的嘆息消失在光裡。



演出
場次

老屋

屋舍
介紹

在地
講堂

草舍文化F206

F206-陽明山美軍眷舍群

日常生活中的生態心理學      

1 9 5 0 年 代 ，美 軍 開 始 大 量 派 駐 人 員 至 台 灣 ，以 提 供
軍 事 訓 練 、支 援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和 國 軍 。陽 明 山 山 仔 后
地 區 的 興 建 戶 數 最 多 ，眷 舍 規 模 最 大 ，居 住 者 為 軍 階
較 高 的 軍 官 。當 時 民 間 將 這 些 美 軍 宿 舍 俗 稱 為「 阿 督
仔 厝 」。

講 座 簡 介：
先 來 一 道 心 理 測 驗 吧： 你 認 為 人 生 中 下 列 何 者 最 為
重 要 ，請 試 排 出 順 序：健 康？財 富？快 樂？生 態？你 想
像 得 到 當「 生 態 學 」 和  「 心 理 學 」相 會 時 會 發 生 哪 些  
有 趣 的 組 合 呢？

生 態 心 理 學（ e c o p s y c h o l o g y ）主 張「 生 態 健 全 」與
「 心 理 健 康 」是 一 體 的 兩 面 ，認 為 要 達 成 其 中 一 者 ，
都必須同時注重另一方面的並進。沒有平衡的生態
環境，人心也將受到創傷；人心如果貪婪自大，生態
環境也必然受到破壞。

 



講師
簡介

荒野保護協會

分享
 者

是 一 個 由 尋 常 老 百 姓 自 發 組 成 的 環 境 保 護 團 體 。自
1 9 9 5  年 成 立 以 來 ，以 關 懷 台 灣 為 出 發 點 ，放 眼 全
世界，致力以全民參與的方式，透過自然教育、棲地
保育與守護行動，推動台灣及全球荒野保護的工作，
為 我 們 及 下 一 代 締 造 美 好 的 自 然 環 境 。

       

1 1 / 5 ( 六 )：黃 香 萍 ( 台 灣 萍 蓬 草 ) /
荒 野 保 護 協 會 資 深 講 師

1 1 / 6 (日)：廖 惠 慶 /
荒 野 保 護 協 會 資 深 講 師



演出
場次

老屋

屋舍
介紹

在地
講堂

菸酒公賣局松山菸廠

越過九個海洋的女歌行者

松 山 菸 廠 建 於 1 9 3 7 年 ，前 身 為 台 灣 日 治 時 期
「 台 灣 總 督 府 專 賣 局 松 山 菸 草 工 場 」。昭 和 1 4
年（ 1 9 3 9 ）松 山 菸 廠 有 一 千 多 名 員 工 上 班 ，由
於 員 工 人 力 需 求 ，設 置「 育 嬰 室 」提 供 兩 歲 一閜
嬰 兒 照 護 服 務 。

講座簡介：
九個海洋是哪九個海洋呢？女歌行者是誰呢？在深
夜時分，跟隨著音樂採集人鍾適芳老師的視野，細
數聊起關於那位──蒙古女歌者烏仁娜的故事，歌
謠中對於生命嘹亮的沉澱與低吟，在生活搖籃中，聽
聽 直 搗 入 心 底 的 生 命 力 量 。

閱樂書店



分享
 者

講師
簡介

於1993年創立了以草根音樂為軸的音樂廠牌—大大
樹 音 樂 圖 像 。與 理 念 相 近 的 藝 術 家 合 作 ，堅 持 嚴 謹 的
製 作 態 度 ，成 為 台 灣 少 數 以 獨 立 製 作 之 姿 ，走 進 國 際
的團隊。多年來，大大樹積極規劃樂人參與國際展演，
並開創多項跨國界的音樂創作計劃。其製作出版的專
輯 ，經 常 獲 國 內 外 音 樂 獎 項 及 樂 評 肯 定 。

2001年，以「遷徙流離」為題，創辦「流浪之歌音樂節」
（Migra t ion  Mus ic  Fes t i va l）。透過年度音樂節慶
的 形 式 ，創 造 對 話 平 台 ，提 供 各 種 文 化 議 題 與 聲 響 實
驗 的 可 能 。大 大 樹 團 隊 也 接 受 委 託 ，策 劃 製 作 過 多 個
地 方 音 樂 節 與 跨 界 創 作 計 劃 、影 展 等 。
 
2 0 1 3 年 ，完 成 了 第 一 部 紀 錄 長 片《 邊 界 移 動 兩 百 年 》
( Fr o m  B o r d e r  t o  B o r d e r ) 。作 品 入 圍 2 0 1 4 年「 台
北 電 影 獎 」、2 0 1 4「 台 灣 國 際 紀 錄 片 影 展 」等 競 賽 ，入
選 數 個 國 際 影 展 ，並 獲 得 2 0 1 4「 女 性 影 展 」首 獎 。

鍾 適 芳 / 政 大 廣 播 電 視 學 系 副 教 授



老屋

奉咖啡

演出
場次

|
菜
市
場
|

屋舍
介紹

在地
講堂

民國後市場建築

菜市場博物學

講座簡介：
你知道蔬菜水果從土壤到市場攤位上的故事嗎？你
每 天 吃 些 什 麼？婆 婆 媽 媽 每 天 買 些 什 麼？菜 市 場 裡
賣的到底是什麼？如果換個角度觀察菜市場裡賣的
食物，不看價錢，不論斤兩，只用生物學的視野來看
菜市場的大大小小，會有甚麼新發現？或許能讓我們
吃得明白、吃得有趣、吃得有知識、吃得更安心喔！博
物館的植物學家將帶你了解藏在菜市場中的各種秘
密。 

建造於民國50年代，在60、70年代時人口相當密集，
而後因人口結構與買菜需求變動而逐漸沒落，市場
中仍有許多居民居住。「奉咖啡」原先在市場外側騎
樓下以流動攤販式的經營，爾後經市場中老屋主邀
約，進駐市場經營奉咖啡服務。



講 座 簡 介：
先 來 一 道 心 理 測 驗 吧： 你 認 為 人 生 中 下 列 何 者 最 為
重 要 ，請 試 排 出 順 序：健 康？財 富？快 樂？生 態？你 想
像 得 到 當「 生 態 學 」 和  「 心 理 學 」相 會 時 會 發 生 哪 些  
有 趣 的 組 合 呢？

生 態 心 理 學（ e c o p s y c h o l o g y ）主 張「 生 態 健 全 」與
「 心 理 健 康 」是 一 體 的 兩 面 ，認 為 要 達 成 其 中 一 者 ，
都必須同時注重另一方面的並進。沒有平衡的生態
環境，人心也將受到創傷；人心如果貪婪自大，生態
環境也必然受到破壞。

 

分享
 者

講師
簡介

國 立 臺 灣 博 物 館  研 究 組  助 理 研 究 員 。
著 有《 植 物 的 魔 法 》等 書 籍 。

許 毓 純 ／ 國 立 臺 灣 博 物 館  
助 理 研 究 員



演出
場次

老屋

屋舍
介紹

在地
講堂

私宅

家在北緯23度半

1 9 3 9 年興建的嘉義市米克斯老屋，承載了居民三
代的生活與生命種種歷程，新一輩的老屋的女主人
、男主人希望由親自修繕老屋行動中喚起更多人對
故鄉的重視，重新發現在地生活的美好與無限的可
能。

 

講座簡介：
《家在北緯23度半》，一齣改編自家族故事與記憶，
以嘉義在地的人事物為創作的劇本。後來，遊子返
鄉從事戲劇創作，為了不讓閒置的老屋繼續崩壞，
遂著手改造老屋為劇場。

米克斯Mix Art Center



講師
簡介

嘉義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法國巴黎第八
大學戲劇博士。目前除了在公私立學校兼職教學，同
時持續創作，投入老屋修繕與經營。

分享
 者

蔡 明 璇 ／ 巴 黎 第 八 大 學 戲 劇 所 博 士  



演出
場次

老屋

屋舍
介紹

在地
講堂

日治住宅型建築

居住與詩，回到心之居所 

花蓮女中前身為花蓮港高等女校，創立於昭和2年
（1927年），校長宿舍則於昭和4年（1929年）建成。
宿舍全棟建築以日本傳統工法建造，內部完整呈現
當時官舍建築格局，樑、柱均為臺灣檜木，前、後、側
院均保持完整。宿舍外有一處掛許願牌的地方，據說
只要是在花蓮女中就讀的學生，高一時便會在舊校長
宿舍外掛許願牌祈福。

講座簡介：
有人居住的房子，房子才能久存。靈魂居住在心裡，
在現代生活中，在心房休憩之間， 隨者詩人夏夏，
回到心之居所，探索詩的字句。

花蓮女中舊校長宿舍



講師
簡介

從事寫作。
著有小說《末日前的啤酒》、《狗說》、《煮海》、《一千年
動物園》。詩集《小女兒》、《鬧彆扭》及《一五一時》詩選
集、《氣味詩》詩選集。戲劇編導作品【大海呀大海】、【
小森林馬戲團】、【煮海的人】以及戲劇聽覺作品【契訶
夫聽覺計畫】。

分享
 者

夏 夏 ／ 詩 人 、小 說 家



演出
場次

老屋

屋舍
介紹

在地
講堂

日治時代商店街

風土生活語言程式

新濱老屋街廓範圍為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捷興
二街、鼓元街、鼓山一路所圍成之街廓，躲過二次大
戰，也是哈瑪星僅存較完整的日式街廓。居民以「不
拆、不遷」為訴求，純粹守護自己的居住權持續堅持
中。

講座簡介：
「編者的話」寫道：「《風土痣》期許生活中再多一點
觀察，隨著四季晴雨觀察農漁業延伸出的食物、人
物、職業、民藝等在地生產文化，再多一點關心環繞
於我們日常生活的人事物，這是發此報刊的期許與
期待。」

沈岱樺跟插畫家王春子共同出版《風土痣》。創刊時
用「痣」取代「誌」為刊物命名，除了有用幽默態度觀

打狗文史再興會社



講師
簡介

高雄鳳山人。自由編輯、企劃，喜歡從土地種出來的生
活。目前正努力學習如何用有意思的編輯語言，讓更
多人關注生活風土。現為雜誌《風土痣》編輯。

分享
 者

沈 岱 樺 ／《 風 土 痣 》雜 誌 創 辦 人

察風土世界的意涵，也將土地上農作、人物、民藝等
生活標記都可視為土地的痣，給予多一些見微知著的
探討與觀察。

隨著角色的轉換，觀看角度自然有所不同，沈岱樺察
覺到這些年因為關注土地與農村，她心中的高雄地
圖變得更加立體鮮活，尤其高雄這塊富饒土地上，有
多樣的農作物具與族群，交織出豐富且精采的風土
智慧與生活故事，值得被認真看待與傳述的。



演出
場次

老屋

屋舍
介紹

在地
講堂

日治時代郡守官邸

農業的社會責任

創建於大正9年（1920年）至大正12年（1923年）。
是一座相當完整的日式房舍，為虎尾郡階層最高的

「屋敷」（高級建築）。2007年將虎尾郡守官邸古蹟
活化使用作為「雲林故事館」，集合在地生活、藝術、
教育、文化，培訓居民成為地方故事志工講述地方
故事，典藏本土文學作家文學作品。     

講座簡介：
從這一個個誠誠懇懇的農夫手中買下他們對土地、
對自然與對人的呵護。把消費者和生產者連結起
來，重新把人情、尊重和對土地的疼惜建立起來。

從消費者的立場：到底有多久，你不知道自己吃下
肚的食物從那裡來？而又是誰在默默的為你的健
康把關？從農民的立場：為什麼農民聽不到有人稱
讚他種的菜很甜、很好吃？

雲林故事館



講師
簡介

10年前，他是引起社會關注的「白米炸彈客」，10
年後，他化身農夫市集的創辦人，讓產銷直接對話。
走過激進抗爭，這一次楊儒門要用務實的商業模式，
讓小農議題重新走入社會。

分享
 者

楊 儒 門 ／ 2 4 8 農 學 市 集 召 集 人

相信食物的流通不只是金錢的交易而已，如果消
費者可以直接和農民面對面接觸、對談，進而了解
農民種植的過程與對土地的情感，藉由這樣的互
動，讓食物不再只是填飽肚子的食品，而成為一個
愛護土地與親近自然的生活態度。



劇團
簡介 飛人集社劇團

成立於2004年5月。「飛人」取其諧音「非人=偶」，意
指在劇場自由飛行的藝術創作者集合之所。主要創
作形為「偶」，作品曾多次獲「台新藝術獎」提名，並
受邀臺灣、北京、荷蘭、法國、新加坡各藝術節演出。
製作規格定位為「以多元複合的精神製作/創作小規
模、並挑戰傳統觀賞距離的表演藝術作品」。成立至
今，作品發表多元，涵蓋現代偶戲、聽覺作品、裝置
作品。2010年主辦首屆【超親密小戲節】( Close to
 YOU International Puppet Festival)推動迷你
偶戲─「以物件為介面、使用非劇場空間做近距離
演出」，第六屆於2016年舉辦，成為兩年一次。策畫
跨國合作案，包括2011-2013「台法合作案【一睡一
醒三部曲】」，2015-2016「台馬合作案《赤鬼》」。

http://www.flying-group.com.tw/



演職
工作
人員
簡介

導演、戲偶設計、編劇/石佩玉

現任【飛人集社劇團】團長/偶戲導演。2004年起發表現代偶戲作品，曾多

次獲「誠品戲劇節」「皇冠藝術節」「兩廳院新點子」邀約發表新作。近年獲

邀參加國際偶戲節並規劃跨國合作案。2011年起策劃【超親密小戲節】至

今。

演員/劉向

劇場演員，平時在研究操偶以及日式搞笑漫才。曾參與戲盒劇團《湊熱鬧》

《島語錄》、偶偶偶劇團《蠻牛傳奇》、九歌兒童劇團《燈籠傳奇》、漫！！男塾

《春天漏水》《秋老虎咬一口》、達康.come《塾話說得好》等演出。

演員/陳虹汶

一個渴望在繪本中玩樂、與戲偶共舞的大頑童。現為劇場表演工作者，飛人

集社劇團、偶偶偶劇團、逗點創意劇團、銀河谷音劇團、Be劇團特約演員。

頑書趣工作室編劇、演員。文山劇場親子戲劇老師、繪本朗讀老師。

影像設計/歐佳瑞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第10屆油畫組畢業，從1990年代中期起開始從事影

像藝術創作，種類包括 : video art、紀錄片、跨領域的活動影像創作。近年

來，以視覺藝術家的身分參與多樣化的表演領域，例如：戲劇、舞蹈，並多次

受邀參與跨國性的跨領域藝術計畫。

舞台監督、燈光設計/陳冠霖

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主修舞台設計。現就讀國立台北

藝術大學，燈光研究所。主要參與劇場舞台燈光設計及道具設計製作，但還

是會做些其他有趣的事。與風格涉共同創作的作品有《擺爛》、《戀曲2010》、

《Dear all》、《Rest in peace》及《超人戴肯的黃金時代》。舞台代表作品

則有出入遊樂《出入遊樂間》 、EX-亞洲劇團《婚姻1/2》、九歌兒童劇團《時

間大盜》、  只是嚷嚷《不讀書俱樂部》等作品。近年參與燈光作品有飛人集

社劇團《大海啊大海》、《吉光片羽》 及只是嚷嚷《不讀書俱樂部》 等等。



音樂設計/余奐甫

東吳大學社會學碩士，資深劇場工作者，擔任編導、音樂設計等工作。長

期與三十舞蹈劇場、金枝演社、EX—亞洲劇團等合作。1998年發表戲劇

作品《天台之蛙》。2005～2010年，多次受邀赴韓國與亞洲各地藝術家

跨界合作演出及交流。自2000年起與三十舞蹈劇場合作至今，曾發表

舞蹈作品「豐賦」、「花瓶裡的玫瑰」、2014年與張秀萍共同編創舞蹈作

品「倫理學」，亦擔任金枝演社作品《王子》之導演與舞台設計，並獲當年

度台新藝術獎提名。表演藝術雜誌稱其音樂設計“自身總是表現出一種

獨特的氛圍，為舞蹈加上了另一層的意境”。

製作人/許紫珈

畢業於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喜愛文化、藝術創作、文字創

作。現為劇場行政工作者，近年參與製作有2015第四屆香港民化藝穗

節節目《鱷魚！PUFF！》。

平面設計/林蔚圻

台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系畢,現為藝文領域打工仔,與劇場團體多次

合作拍攝概念影片及劇照攝影等靜態視覺藝術領域,近年曾參與拍攝

作品:心酸酸工作室[雜生少年]概念片,[酒變我就是這樣一個嬲子]劇

照,[全民健保不給付]概念片等。

特別
感謝 田調受訪者         

草文化資深志工陳德華女士、松山菸廠受訪者婆婆、方柏
人先生、忠信市場受訪者婆婆們、許立昌居士、許立昌居
士夫人許太太、明璇父親母親、王陳玉女女士、社團法人
高雄市打狗文史再興會理事長郭晏緹女士、打狗文史再
興會社原屋主婆婆、花蓮市民權 里里長曾碧蓮女士、花蓮
市民權里里民

幫助飛人的好友們

花蓮女中全體師生、阿銓、朱倩儀、方柏人、許芸竹、唐麗
芳老師、藍貝芝老師、嘉義場前台志工：鄭譜洋、鄭亦真、
劉映彤、高雄場前台志工：鄭巧薇、戴卉玟、蔡宜臻。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                                                 雲林故事人協會

場地合作：      F206舊城記憶  閱樂書店               雲林故事館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