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的話

美印臺南談的是透過各種文化創意角度來閱讀臺南的城市美。

這期透過表演藝術的角度觀察臺南空間的記憶，針對中西區以及鹽水區去認識城市的精彩，找出古蹟或老屋

的空間事記，希望能讓下一次讀者來臺南散步時可以有張新的文化性地圖；也呼應目前文化局正在積極籌備的

2012年國際表演藝術節的城市舞台概念，將整座城市幻化為舞台，讓臺南遊逛文化產生出當代劇場趣味。

文中訪問了駐文化中心的藝術團隊屏風表演班的靈魂人物：李國修老師，透過訪談讓老師分享在創作中常談

論兒時記憶與空間感受的本領，也為賞析一座城市風貌的借鏡方法。

「臺南美事」是新調整的單元，希望引領大家認識與每期主題相輔對應的去處，這次訪問位於中西區的衛屋

茶室，也介紹了主人的獨特日式空間美感以及其獨特表現感，這是下回在臺南散步規劃的新地標聚點。

 

這座城市太多美好、太多故事可以發掘，請帶上這本Made in Tainan上路找找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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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印 臺 南

邱
書
峰

我們每日經過的街道、角落和空間，不同的人生活、停留或經過，有著不同故事，扮演著不同角色，

如同英國知名劇場導演彼得．布魯克 (Peter Brook)所描述的：「隨便那一個空曠的地方，我都可以當

成是簡單的舞台。當有人打這地方走過，正好又有另一個人看著他走過，這就成了戲劇。」

提出「環境劇場」的美國戲劇理論家理查．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認為「所有的空間都是表

演區域，同時，所有的空間也可以作為觀賞的區域」。這期美印臺南，邀請臺南在地資深劇場演員―邱

書峰，當引路人帶領讀者，重新去發現，這些平日散落在臺南不同位置的知名景點或古蹟，可能是你散

引路人―邱書峰

非科班出身，但從小受喜愛看電影的父母影響，喜愛電影和戲劇，一種想演戲的熱忱而進入小劇場，

開始演員工作的邱書峰，從 1987年加入了成立才三個月的華燈劇團 (台南人劇團前身 )，至今二十幾

年的臺南在地演員生涯，演過絕望的推銷員 (之死 )、經歷戰亂的深情悲劇人物江濱柳 (暗戀桃花源 )、

娘娘腔的陰陽人 (甜蜜家庭 )、火辣的情人等截然不同的角色，也在臺南城市的不同空間裡演出過，最

特別的，是在 1997年，在現今民生路的巷子裡一家爵士 pub，做了一場為自己進入劇場十年紀錄的個

人演出：「My Name is Joseph」，並配合 pub的氣氛，讓主角的 Joseph，以敏銳的自我觀看角度，

對各種人物，生命裡的情慾幻想以及道德約束等，展現辛辣又充滿情懷的演出。

近年仍因南臺灣小劇場的環境和資源都比北部少，邱書峰說，這幾年好像進入了另一階段的沉潛期，

往戲劇教學，以及電視和電影不同媒體上嘗試，給自己不同的挑戰和刺激。不過，今年卻頻繁地參與了：

影響新劇場的「一桿秤子」和稻草人現代舞團的「介入」兩部劇場演出，他覺得，不管未來的路如何，

一定仍會帶著自己對戲劇的喜愛，繼續在戲劇演員這條路上努力。

步的地方，可能是你和朋友相約的地方，其中不同

的戲劇點滴與空間記憶，也能讓讀者去體驗這些空

間曾有的另一種面貌。

採訪 / 撰文 ：蘇鈺茹     攝影：洪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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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書峰劇照 公會堂

●    公會堂和吳園

公會堂一帶最早稱為「吳園」，於清朝時期，由士紳吳尚新興建，與板橋林家花園同享盛名。直到日

治初期，吳園一直是臺南文人的聚會場所。而日據時期，日本政府為了興建市民集會場所，強行徵收吳

園土地，興建「臺南公館」，後來改稱「臺南公會堂」，做為宣揚政令、教化百姓的地方。公會堂正面

看來，山牆上有精緻的裝飾浮雕，有著中西式建築的融合味。而往後面走去，則有一片草地可供民眾休

息。1996年，臺南市文化基金會成立魅登峰劇團，從台北邀請的知名小劇場導演田啟元，演出「甜蜜

家庭」。邱書峰描述，當時在公會堂裡，有一個長長的舞台，延伸拉至空間的中央，演員和觀眾之間的

距離變很近。

另外，邱書峰談到他參與那個劇團「竹行．禪」演出，主要為紀念書法家陳明亮逝世一周年，在公會

堂裡同時有劉國滄建築師的竹子裝置藝術。開場時，表演者先交錯坐著公會堂連接到吳園的石階上，慢

慢移動至吳園的草地上舞動。在自然的環境裡演出，背景、舞台不一定都是人工去搭建的，感覺格外不

同。而能在古蹟演出，好像是參與了某一階段的歷史一樣。而雖然不像專業舞台，對跳、跑等各種動作

有十足的支撐力，而干擾可能也多，觀眾的注意力可能分散；但當風徐徐吹，觀眾或坐或站，在四面八

方觀看表演，就好像，整個環境，在當下，成為了一個最大的舞台。

附近找好吃的：

●    華都小吃，臺南市民權路二段 28號，電話：06-2216268
        營業時間：10:00am~9:30pm。必點：松針小籠包

●    味香小吃 ，臺南市民權路一段 273號，電話：06-2241587
        營業時間：11:00am~9:30pm。必點：小籠包

●    老李早餐店 (沒有招牌 )，臺南市公園路 12號
        電話：06-2244720，營業時間：6:00am~11:00am
        必點：花生米漿

漫 遊 中 西 區 ： 空 間 ． 生 活 ． 戲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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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園

天主堂

●    華燈藝術中心

在友愛街忠義國小側門對面，可以看見一棟，兩

旁有四根巨大的紅色柱子，帶著一些東方色彩，正

面樓面上寫著「天主堂」的建築物，就是曾在南臺

灣藝文界享有盛名「華燈藝術中心」，在此舉辦過

大大小小如：藝術電影以及很多實驗性的小劇場展

演節目。

故事的開始是這樣的：美國籍的紀神父在 1980
年代後期，在勝利路聖心天主堂的地下室，成立

「華燈藝術中心」，從播放許多臺灣當時仍不容易

看到的藝術電影開始，並大力鼓勵有興趣的員工開

始做小劇場活動，邱書峰描述，當時，整個臺灣，

就只有臺北有較多的小劇場活動和演出；而在紀神

父鼓勵與當時藝術中心職員的努力推廣號召下，讓

很多熱愛藝術的年輕人，不用北上，而在臺南，熱

烈參與和舉辦了許多有意思的活動。

華燈劇團先是利用地下室的空間排練、演出，邱

書峰說，印象最深的，是有時演出時，因為原來空

間並不是為舞台而設計，如果要從左邊舞台到右邊

舞台，就需要爬上二樓，經過聚會堂的後面，再走

到右邊的樓梯下來進舞台，常常是氣喘噓噓又要立

刻上台表演。

1994年之後，紀神父將華燈藝術中心移至友愛街忠義國小旁的天主堂空間裡，將原先建築物的二、

三樓打通，並裝置搭配上劇場的專業燈光，配上紅色窗框的窗戶，窗戶上有簡單的聖母像，非常有中西

融合的味道與特別性。臺南在當時的表演場地只有文化中心，在這十年之間，這裡成為了一個小劇場的

常態表演空間，以及給不同藝術媒介，如電影，蓬勃發展的地方。

邱書峰回憶，紀神父非常地鼓勵不同藝術創作和進駐，但仍需考量到宗教立場，比如當時在播放藝術

電影時，紀神父都會先看過片子，擔任電檢處把關，若是影片內容有太多裸露或與宗教立場衝突的影片，

通常會選擇在中心一樓的小房間播放而不在大場地。

雖然現在是安靜的，但可透過紀錄和歷史，去想像，這裡曾有的熱鬧和風華。

主    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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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廟廟埕

武德殿

●    武德殿

在華燈藝術中心的對面，可以看見一棟，灰色屋

頂，日本和式的建築物。日據時代，日本人為了提

倡「武士道」，興建此一木造和式建築，做為宣揚

傳統武士道和練武的場所，稱為「演武場」，為

武德殿前身，並於 1930年代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

時，改建成現今的樣貌。未整修前的武德殿，原為

忠義國小禮堂，為國小聚會活動之用。

●    孔廟廟埕

建築結構裝飾都較為簡潔的孔廟，來此演出的劇團會配合臺灣文化、臺灣生活味濃厚的場景及故事。

也會運用孔廟裡面，門的擺置來安排，比如：那個劇團「春日戲」的演員會從兩旁獨立的禮門一一進場。

最特別的是，建築配合上自然感覺，白天可以看到藍天白雲，晚上可能是大樹的影子，加上燈光，營造

出不同的氣氛。臺南社大校長林朝成曾邀請德簡書坊，依古禮，在明德堂，做十六歲成年禮的演出。

●    阿全碗粿早餐，下大道楊桃湯旁

        與友愛街口，電話：06-2233732
        營業時間：週一 ~週五 07:00-18:00
        周六 ~周日 07:00-13:00
        必點：碗粿、浮水魚羹

附近找好吃的：

●    豬腳飯，臺南市南門路 41號，電話：2213455， 營業時間：11:00am~2:00pm；4:30pm~8:00pm   
    必點：軟骨飯、豬腳飯、綜合湯

附近找好吃的：

●    下大道楊桃湯，臺南市友愛街 18號
        電話 ：06-2221388
        營業時間：09:00-20:00
        必點：花生乳、楊桃湯

漫 遊 中 西 區 ： 空 間 ． 生 活 ． 戲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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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南門城

大南門城為「甕城」的設計，原先以戰爭防衛的角度，是讓敵人誤入城牆後，城門一旦關起來，可一

舉滅敵。大南門城的建築特色，一個獨特地近似圓形的空間，具有表演空間的特質，可以讓表演者安排

觀看角度和表演動線。邱書峰回憶，在表演時，觀眾可以集中坐在草地中間觀看，表演者可以在四周城

牆，或在空間遊走表演。日本 PAPA劇團和那個劇團曾合作聲音工作坊，演員的服裝走日本古意風，

採用白色或黑色素色

附近找好吃的：

●    迦南水果店，臺南市南門路 185-4號
        電話：06-2149550
        營業時間：週一 ~週六 :11:30~22:30 
        週日 :11:30~20:30，必點：鍋燒意麵 

●    小豆豆餐飲屋，臺南市樹林街二段 105號
        營業時間：11:30-20:00
        必點：鍋燒意麵

主    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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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門城

大南門城

漫 遊 中 西 區 ： 空 間 ． 生 活 ． 戲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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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國
修
總
監

見景思情

李國修提到，臺南保留了許多古老的房子、古蹟、空間，這樣的保存和近幾年興起的老屋再運用，可

以讓創作者從空間記憶中去尋找，獨特的臺南故事和記憶，同時也帶給創作者很多想像的時空感。他以

自己為例，民國七十八年，第一次到安平古堡時，他以自己擅長的戲劇編寫的觀點，彷彿看到，許多的

士兵，在他面前奔跑、打仗，在這樣的空間裡有十足的戰爭防衛力，也帶給他多重空間的想像，可以運

用在不同的編劇作品上，比如 1991年的「救國株式會社」，間接地，將這樣的想像經驗帶進作品中。

小細節隱藏的豐富特色

李國修笑說，不免俗地，提一下臺南的美食，其中之一是牛肉湯記憶。他說，雖然臺南有許多家牛肉

湯，肉質的新鮮一定都有，但其中獨特的，是各家的醬料都有些許不同，這讓他對於每家的經驗和記憶

都不同，也讚嘆這樣一個小細節中所含的豐富特色。

1996年屏風表演班「女兒紅」在臺南市立文化中心演出結束時，三層樓滿座的觀眾起立鼓掌，這幕

景象，讓李國修對臺南人的熱情與對文化的支持，留下深刻印象和感動；也因為這樣濃厚的人情味，讓

屏風表演班在今年和文建會合作的藝術團體駐點計劃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臺南。

採訪 / 撰文 ：蘇鈺茹    照片提供：屏風表演班

專訪屏風表演班 藝術總監 李國修

從空間記憶中

找尋專屬於臺南的故事

專  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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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京戲啟示錄典藏版劇照

Local is Global

全球化快速變化與進展下，李國修強調，在地的，會是最國際的，因為這是專屬於這個地方的文化和

特色。他舉臺南十六歲成年禮為例，一個地方的獨特文化，可以成為文化創作工作者的養份，在這樣的

時間中，找尋是什麼一直在滋長，從中挖掘記憶和故事，最重要的，是從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特色，因

為全球化的特點都會一樣，「而 local is global，應該從在地的特色去發揮，運用這樣的特質去創作，

才能展現不同。」李國修說。

李國修更說明：「我覺得，一個藝術創作者，要找到屬於自己的特色和位置。怎麼找呢？比如，像臺

南各種歷史空間、像十六歲的成年禮，只有臺南才有，臺北就沒有；這樣豐富具有特色的歷史空間、文

化儀式，可以讓藝術創作者，找尋和發想，什麼是自己的特色，具有自己特色的創作，才吸引人。很多

城市，像臺北，是為了改變而創新，這樣的創新，少了原有的根本。」

臺南獨特的空間特色，在李國修的獨特眼光之下，展現了另一種詮釋。而呼應漸漸被重視的地方特色，

臺南將可被期待的，從空間和文化交集中，透過文化創意和藝術創作，為臺南帶來更多元的樣貌。

屏風表演班    藝術總監    李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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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津港

鹽水，因河川環繞區隔的形狀，形成新月形，古名又稱「月港」或「月津」，曾為全臺第四大城，航

運興盛時期，鹽水以其地理型式和位置，直接和大陸諸海港貿易，極盛時，曾為嘉義和台南與鄰近地區

的農產集散地。後來因港道淤積，水運漸不通行，加上日據時代，地方上反對火車站設在鹽水，鐵路的

設置便往東移至新營，鹽水漸漸失去了商業繁榮發展上的地位，但是，可能也因此而仍保留許多舊時風

貌，至今安靜地佇立著。

鹽水古城的痕跡，仍可從漫步其中，或是人民生活中去感受。這期美印台南帶領讀者，去找尋，在元

宵節蜂炮和意麵美食背後，鹽水所隱含儲存的人文藝術能量。

今巴黎著名塞納河畔的浪漫與美麗景色相比。又如，在現今橋南老街街頭的興隆橋，原本為可從中間分

開向兩岸懸高，讓舟船通過的木橋，白天橋的兩岸商業活動熱鬧滾滾，夜晚時月亮映在水面，景色則有

靜謐之美。

兩座橋已拆除重建，熱鬧港道也成了安靜的水塘，不過仍可沿著已修復整理完成的月津港親水公園步

道漫步，由想像帶領自己去感受寧靜的美。

●    月津．水色．人文

    津橋無語倚斜陽，秋草牽風翠帶長。

    俯視清流終不盡，橋南橋北葉飛黃。

                       〈秋望〉．黃金川 (註 1)

鹽水早期因其港口貿易繁榮，有豐富的水

文風景。「秋望」述說了古月津橋的美麗，

溪水清澈，而橋墩內有放置燈火夜晚照明，

當時人們散步橋畔時的感覺，或許可以與現

採訪 / 撰文 ：蘇鈺茹     攝影：洪詩雅

漫遊鹽水區

古月津隱含的人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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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中永成戲院前身為工廠

修復後的永成戲院

●    宗教．儀式．藝術

鹽水早期的繁榮發展，讓港口附近集結許多商

號郊行，也因應娛樂及宗教信仰，商業發展推動

了酒家與藝旦，以及各式廟會活動，比如從媽祖

出巡繞境開始的藝閣，是由真人裝扮成各種傳說

人物，站立或坐在人力抬行的轎子上；(從老相

片中看到 )，1915年，為了慶祝日本大正天皇

即位舉行的御大典祝賀，裝扮人物的多樣和逼

真，和許多民眾的圍觀參與，可以體會到當時這

個民間活動的豐富和多元。

 
而民初到二次世界大戰前，是鹽水港藝旦的黃

金時期，鎮上有許多酒家，藝旦在人們的印象

中，是才貌雙全，用南北管唱曲、彈琴，有些藝

旦在北部一久，希望南下換換不同環境，學習新

的曲調，通常會在鹽水停留一陣子，因而有了

「過鹽水」(臺語 )的由來。

●    戲院

鹽水有之前臺南縣第一間戲院「日津公平

座」。康樂路在光復後成為新興的商店區和娛樂區，光是城中心，就有三家戲院：大榮、建新、永成，

現僅存永成戲院，永成戲院前身為米倉，根據「發現鹽水」一書中描述，日據時期整個嘉南地區農田收

成的稻米，都由永成米倉負責收購再統一賣給日本糧食局。而光復後，米倉的角色被農會取代，生意不

如以往，於是改成戲院，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正式開臺。永成戲院為日式木建築，臺南市文化局近日

將完成整修，以檜木本色還原戲院早期的色調與光彩。

●    岸內糖廠

鹽水區的岸內糖廠，1902年由臺南人王雪農創立，1906年日據時代改名為「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岸

內製糖所」，與高雄縣橋頭糖廠同是臺灣創立最早的製糖廠。而岸內糖廠的小火車站，除了用來輸出糖，

更是臺灣第一個載客的五分車站 (註 2)，是當年許多學生們搭著小火車至新營再轉往臺南或嘉義通勤求

學的交通工具。目前車站主體和月台大致保持良好。

●    天主堂

鹽水的天主堂，從大門口兩旁的石獅像，聖母亭內穿著鳳袍的木雕聖母像 (並曾一度戴著鳳冠 )，祭

天殿裡的聖經故事壁畫採用中國人物形象，和燈籠裝置都可以看到，進入東方文化，入境隨俗，極力呈

現出東方色彩，以吸引民眾進入。

漫 遊 中 西 區 ： 空 間 ． 生 活 ． 戲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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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樓 天主堂

●    八角樓

從永成戲院望向鹽水區熱鬧的區中心街道，可以看到八角樓暗紅色立體三面的木結構窗台，在其他現

代建築物之間，有其特別的色彩和風格，而且吸引人往前走去一探究竟。八角樓是臺灣保留最完整的八

角木造建築，由大陸泉州商人葉開鴻在此創設糖郊「葉連成商號」，運用月津港，與大陸直接通商，並

運進上等福杉建材為八角樓的建築之用。其建築特色顧名思義為八角造形，有兩層樓，一樓為磚造，二

樓全為木造，日本伏見宮貞愛親王曾駐守八角樓，庭院內現有 1895年「伏見宮貞愛親王御遺跡鹽水港

御設營所」石碑。八角樓年久失修，於 921震災時更受巨創，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爭取行政院文建會經

費挹注，於 2005年底完成整體修復工程，目前因為 2010年三月甲仙地震影響，八角樓暫停開放以進

行維修。

●    月津文史工作室‧臺灣詩路

月津文史工作室進駐在橋南老街上，推動橋南老街的再造，打出「南瀛第一街」的響名，開啟鹽水現

代章節，讓文化產業結合地方特色，秘書長林明�也提供了田寮老家的土地，將代表臺灣 67位詩人與

99首詩以陶版烙詩的方式呈獻，讓鹽水的增添更多雅緻的文化地景。

●    鹽水．未來

儀式和生活，在這些歷史空間，一同形塑豐富了鹽水早期的古城風貌；隨著時代改變，再加上運用不

同的藝術媒介，也許可以創造更多精彩的文化地景案例如：岸內糖廠小火車的月臺，或許，可以成為服

裝秀的展場；而 2012年農曆新年的元宵節，一年之初的第一個月圓，邀請藝術家以「月夜」為概念，

設計及安排燈會，將重現夜晚伴著月色散步月津港的美景。期待未來有更多不同的嘗試，為鹽水的人文

能量和累積，做另一方向的開展，以及描繪出古今與現代更多的相遇可能。

註 1：被譽為全臺第一位閏秀詩人的黃金川，為鹽水名人黃朝琴的胞妹，黃朝琴曾為臺北市首任官派市長。而母

親黃蔡寅對古典詩詞的高度修養影響，讓黃金川對詩詞產生高度興趣，以及有豐富的創作力；也因有機會跟著黃朝

琴，拜訪不同地方，讓她的創作，充滿著對土地和人文的關懷。

註 2: 「五分車」因為軌距大約是國際正常的軌距寬的一半，因而有此名稱。

主    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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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小火車站

手工曬意麵

臺灣詩路入口

到鹽水區交通方式：

搭車

乘臺鐵至新營火車站，轉新營客運到鹽水。

新營客運路線、時刻表查詢電話：

06-6322513、6320810
開車

國道一號 � 新營 /鹽水 � 交流道下往鹽水方向直走 172
縣道，至南門路右轉可達橋南老街與鹽水市區。

鹽水好吃的：

●   豆簽�，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6號，營業時間：下

午三點至賣完為止。

●   銀鋒冰果室，臺南市鹽水區中山路 1號，

電話：06-6522202，必點：西瓜檸檬汁、月見冰。

●   伴手禮：手工日曬意麵

延伸閱讀：

謝玲玉，典藏月津，臺南市文化局編印，2011
陳瑩如，發現鹽水，臺南縣文史工作協會，2008

特別感謝：

臺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秘書長 林明堃

南瀛文化資產解說服務員 李榮昌 

漫 遊 中 西 區 ： 空 間 ． 生 活 ． 戲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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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屋茶事內之日式庭園

兩年前，在尋找自己的工作室空間時，劉上鳴散步在火車站較為安靜，靠臺南公園的這邊，無意間發

現了小巷子裡貼著出租的日式老房子。經過詢問和接洽，第一棟原為報社員工宿舍的老房子，就成為了

「小衛星皮革實驗室」。「因為從小住在眷村，很喜歡日式平房建築，而能在我較陌生，較少來的區域，

找到我熟悉的建築物，感覺很驚喜。我想，是機緣吧！加上當時有種直覺，和自己腦袋裡想法已經累積

到一定程度，想去實現。」學服裝設計出身的劉上鳴用溫和又有些許興奮的口吻敘說著。

劉上鳴覺得，雖然臺南沒有像臺北的資訊那麼多，但也因如此，讓他覺得保有一種空間，一種距離感，

而正是創作所需要的。同時，他也認為，臺南的歷史發跡早，而且這裡的居民有一種獨特的意識，想保

有自己的樣子；這些元素，讓劉上鳴覺得，臺南是一個適合發展創作的城市而選擇留在台南。

因為喜愛京都富有的日本傳統特色，對於因緣際會承租下接連的兩棟日式老房子，劉上鳴依照原有的

調性去整理，保持「古老」這個元素，輔以日本「禪」文化為構想，從用黑白兩個主色簡單地呈現房子

結構、襯著黑瓦白牆的枯山水景觀、到室內的擺設材質，和喝茶吃點心用的餐具，都希望能帶給進來衛

屋茶事的人，感覺有古味但不厚重，俐落、典雅且舒服。

 
尋著地址，從臺南公園對面的巷子，要找到「衛屋」，騎

機車或是開車的速度，可能會錯過小小的，在入口巷子的牆

上，白色「衛」字。最好的方式，應該是步行。或許，這就

如衛屋的主人劉上鳴當初因為散步和機緣而開始了「小衛星

皮革實驗室」和「衛屋茶事」，因此，讓這兩個空間，以這

樣的方式，和人們相遇。

因殖民和閩南等文化的混合，在臺南可以找到不同時代的

痕跡。劉上鳴因機緣和自己的喜愛，進住和重新運用了兩棟

日式老房子，極致地發揮日本禪文化的「靜」和「穩」，打

造了一個空間，引領造訪的人，從打開黑色的木門，進入玄

關，坐在榻榻米上，面對枯山水的裝置，望著桌上的純白小

圓菊，喝著日本煎茶時，可能有種置身於日本的錯覺，也或

許，留給人們，更多和自身想像和經驗連結的空間。

採訪 / 撰文 ：蘇鈺茹    攝影：洪詩雅

用自己的方式，找尋文化的融合

衛屋茶事

台 南 美 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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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上鳴想起，在這個過程中，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和力氣，去找資料和研究，印象很深刻的，是對於日

本文化中的純粹和堅持，例如：一種碗就是只用來承裝一種食物，但劉上鳴說，不單只是想去呈現日本

的場景和感覺，他試著做的，是去了解文化和背後的想法之後，再去改變和融合出自己要的味道。

提到許多人拿京都和臺南相比的話題，劉上鳴覺得兩者其實是呈現的方式不同。臺南多了一種混合，

雖然可能少了一點如京都所呈現的純粹，但卻多了一種獨特的包容度。

劉上鳴以一種品牌的方式來經營「衛屋」，從皮革工作室，到飲食類的茶室，在用著自己的步調構想

下一步方向的同時，劉上鳴希望，能保有「小」和「自由品牌」的精神，這樣才能保有新鮮感，而不是

為了擴展規模而模糊了初衷。劉上鳴強調，像「衛屋茶事」，並不單只是一間茶屋，「我不太是用商業

經營的角度去想，做這件事不是單純為了營收，我比較是用做一件作品的態度，為了呈現一種想法而去

做。」

的確，從衛屋的空間呈現出來的各種元素，我們不難發現，劉上鳴以一種對創作的誠意，加上他的設

計創意對文化上的詮釋，找到了獨特的味道，在臺南的小巷子裡，安靜且充滿風采地展現著。

小衛星皮革實驗室 衛屋茶事一隅

位於巷內的門口 劉上鳴

劉 上 鳴     衛 屋 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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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眼，不是臺灣原生種，雖然它跟我們的夏天是如此息息相關。臺灣第一株龍眼樹，是在乾隆時期被泉州商人引

進臺灣的，故事是這樣的：乾隆時期是清朝經濟起飛的年代，尤其乾隆廿八年到四十二年之間，在臺灣的府城，也參

與那個風華歲月，領頭的是府城的商人們。那個年代的大商人們他們籌組了「商會」，稱之「郊商」，主要的有乾隆

三十年的「北郊」、 乾隆三十七年的「南郊」、 乾隆四十五年的「糖郊」，到了嘉慶元年，他們合成「三郊」。而

其中財力、影響力最著的是二十個商號聯盟的「北郊」，領導者為泉州「蘇萬利」行號。

北郊與福州以北的大陸沿海城市通商，他們引進經濟商品中的高級藥材、絲綢、南北貨到臺灣，又把臺灣的糖、

桂圓、樟腦賣到大陸。你沒看錯，桂圓！乾隆初年，蘇萬利首先引進龍眼樹到臺灣，並大力推廣，其中的第一株即栽

種在他家的後花園——目前還活著，壯碩高大，蘇萬利的後花園即是今天臺南神學院校園，每年初夏淡黃綠花苞密密

佈滿枝頭，盛開白色小花，結果累累，算算也有二百六十歲以上，應該也是臺灣之寶了。蘇萬利不僅鼓勵鄉民栽種，

他更引進了泉州烘焙桂圓古法，再向他們收購，轉賣到大陸各地。桂圓就是龍眼乾的稱謂，不僅美味，食法多樣，先

民亦知它可減免幼童尿床，養血安神，潤肺護膚美容，抗衰老，延遲老人失智。

當年古法烘焙桂圓的農家，第一波遍及府城東邊的大灣、新化、仁德、永康等地，之後隨著臺灣嘉南平原稻米、

蔗田的開發，桂圓農家到了第三波才在丘陵鄉鎮落地生根，這也為何今天臺南的東山、白河山地小鎮，依舊有為數不

少堅持採用四天三夜古法低溫烘焙的農家。至於嘉義的竹崎、雲林的林內、南投的中寮等也稀稀疏疏仍然可見，但以

臺南東山的品質、數量為著名。

之前，寫了一些關於臺南這座舊城的書本，得有美食作家、城市作家、生活考古學家的稱謂，近日寫

了本新書，竟又被稱之「歷史評論作家」。其實，這些頭銜都比不上我想要的「農產品促銷員」，關於

富饒的臺南農村有許多美好的珍寶，真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就來認識與饗食桂圓吧。

浩一專欄

在東山，有人用古法烘焙桂圓

專  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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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前，到了東山的山間農家聚落，打開車門，才驚覺濃郁又朦朧的龍眼木燒過的煙氣，把整座山頭都籠罩了，

深呼吸，說不出的輕輕柔柔煙燻好味道，就這樣地睜亮了眼睛，開始找尋香氣的來源。烘焙寮，利用山坡高低差，兩

公尺吧，下頭的土坡的灶口，有枯乾的龍眼木頭燒著文火，帶著特有的香味熱煙，竄向上面的兩公尺乘五公尺大小矩

形烘焙空間，底部置放檜木長條，排排列列，熱煙從中間，散向堆置裡面的新鮮龍眼，整個高度有三十公分，龍眼大

小均一，溫溫熱熱的，不燙手。每天兩次要幫這些龍眼攪動、翻身、移位，這是蠻累人的粗活。四天三夜下來，龍眼

殼上有微微的灰煙，而龍眼果肉就從白皙多汁轉換成黏軟深褐紅的龍眼乾，醇香甜蜜，帶有輕煙燻過的夢幻香氣。

往山坡走去，盡是大大小小老龍眼樹佈在眼前，不高，但是樹梢掛滿了串串龍眼，順手就可以輕易摘取。男生動

手折下小枝，女生則剪下小枝上的龍眼，入箱，搬上小車。豔陽高掛，不只盤中飧，所有龍眼乾也是粒粒皆辛苦。山

坡偶而的鳥鳴，果農之間的輕語，樹間風的吹拂，路人甲的我顯得突兀，握著水壺，我只能猛喝著水消暑。

中午，農家殷殷留我與他們共進午餐，他們謙虛地說僅是鄉間野食，自家種的青菜，這可是近年來我的人間美食呢。

飯後，聊天中，他們說一般而言，新鮮的龍眼 3斤，可製成 1斤的龍眼乾，而 3斤的龍眼乾才可製成 1斤去殼去籽

的龍眼肉。

王 浩 一



美 印 臺 南

王浩一

學的是數學，喜歡的是建築，醉心的是歷史，曾經從事國際貿易，現在是工業設計人和品牌管理人。出生於南投，在嘉義讀國中、臺

北上高中、臺南念大學，戲稱自己是島內小留學生。畢業後在臺北工作。現在，任職臺南，工作之餘熱愛背著相機穿梭在舊城的大街

小巷，紀錄各種人文歷史和生活典故，成為臺南城市作家、文史工作者、生活考古學家，也曾是誠品書店嘉南區的專欄作家。著有：

《臺南舊城魅力之旅三冊》，臺南市文化局出版。

《慢食府城》，心靈工坊出版，時報開卷 2007年度好書美好生活獎。

《在廟口說書》，心靈工坊出版，金鼎獎 2009「最佳藝術生活類圖書獎」提名。

《黑瓦與老樹》，心靈工坊出版，2010出版。

《人生的十堂英雄課》，漫遊者出版，2011年 9月出版。

果農也敘述目前產業狀態，現在各地鄉間已經有許多大型乾燥工廠，大量地烘焙桂圓，快速有效率。我跟他們說明，

因為龍眼生產量大，需求也高，僅以手工古法不足供應市場。然而，慢慢地以四天三夜 65度中溫烘焙的桂圓美味，

絕對是機器高溫快速的製品遠遠不能及的。

我說，美食不僅是酸甜苦辣鹹五味，有時還有第六味—時間，在慢慢烘焙之中，微熱的煙燻之間，龍眼殼裡的果

肉水分正在減少，而果肉的糖份正悄悄地由雙糖轉換為葡萄糖，這是更具有糖香好吃的單糖，大自然的神奇，要給他

時間，辛苦地翻動讓它們均勻受熱是必要的。這就是為什麼機器熱焙的龍眼乾甜味，死甜，會膩。而辛勤地，耐心地

手工古法烘焙，則蘊有桂花香氣的清甜美味，這就是古人稱之「桂圓」的祕密原因。

浩一專欄

專  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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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以古蹟聞名，而古蹟安靜地存在於臺南的不同

位置，也成為民眾散步休息的生活空間，可是，我常會

想，有沒有什麼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古蹟的新面向？

今年夏天的某個週六下午，我在赤崁樓，巧遇台南社大

人舞團，為這個地方，描繪了一幅流動風景人物畫。

走進赤崁樓，庭園的綠色景觀，和庭園後的贔屭石

碑，一層一層高度的順序，讓紅色樓塔有些距離，不會

感受到壓迫感。而環繞庭園的動線，讓台南社大人舞

團，在表演開場時，舞者排成一列，以或快或慢的速度，

配合靜止時不同的姿勢，繞著門口的庭園走了幾圈，用

身體和動作，重新描繪出庭園的另一種形狀。

舞者並穿梭在進進出出、或一旁圍觀的民眾互動，

有的民眾，感到有趣，面對剛好靜止在眼前的舞者舞

姿，如同穿梭在雕像中間地東看西看。有的民眾則感到

驚嚇，急著閃躲到一旁。

舞者往前移動到了赤崁樓的二樓迴廊，我發現，站

在樓下的贔屭石碑前，就是最好欣賞的位置。我看見，

舞者先是安靜地沿著迴廊來回走了幾次，彷彿是在熟悉

與準備環境，又像，是要先畫出自己要的空間。之後，

有的舞者將手，像樹枝朝向不同方向般，向迴廊外，延

伸出去，手指又像花朵一般地，綻開不同的姿勢。

Miss Milk Fish  牛奶魚小姐

在臺南出生長大，常吃牛奶魚 (虱目魚英文名，milk fish)，於是有了牛奶魚小姐這名字。專職是帶小孩和大人做多樣藝術創作，喜愛

發現生活和旅行中的不同感覺，希望有機會可以到許多地方探索。

有的舞者，利用迴廊的高度，以及陽台石牆上的各種

花紋，有時遠離，有時放低身子，有時放慢速度，似乎，

讓迴廊也有了不同高度的變化。有時幾個舞者聚集，將

彼此的動作與身體形狀，從流動中，做了不同樣貌的形

狀結合。站在這樣舞台下的我，觀看所有的變化，配合

著赤崁樓因黃昏漸暗的天色，而打上的照明光線，以及

微微的涼風吹來，少了日間的炙熱，多了幾份夜晚的舒

適。

 

舞者離開了迴廊，我走上高塔，發現舞者停留在有

掛著「赤崁樓」大字的匾額下，兩旁的石柱，似乎馬上

區隔了一個舞台，舞者以不同的動作，或跳或跑，或是

與經過的民眾互動、玩了起來。最後舞者以一支看似排

練好的舞，整齊劃一的動作，為這副流動風景，畫下了

句點。有許多民眾圍觀這場表演，並給了熱烈掌聲，不

管是東方或西方旅客，似乎都對在這樣的古老建築裡，

看見了現代舞蹈的表演，感到興奮與新奇地張大了眼。

下一次，或許當你走進一個古蹟時，可能，會遇見，

這樣的流動風景人物畫，在安靜的古蹟建築裡，描繪出

更多可能性的運用。

Miss Milk Fish專欄

流動風景

M i s s  M i l k  F i 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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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指導單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協辦單位:台南大億麗緻酒店、東門美術館、五千年藝術空間、雅林藝術、漢鄉畫廊、琢璞藝術中心、格爾畫廊、新心藝術館、新思惟人文空間、巴比頌美學咖啡館

www.art-taipei.com/tainan/index.html

展覽地點:台南大億麗緻飯店

ART TAINAN 府城藝術博覽會執行委員會 

T / 02-2585-0382   F / 02-2585-0383   E / tainan@art-taipei.com

從鳥的傳說故事出發，融合戲劇、舞蹈、音樂和偶的表演，將人與自然、生命循環

的題材，以激發創意想像、突破觀點的環形劇場、Story Theatre故事劇場的型式，帶

給戲劇觀賞的全新視野，演出中並有和孩子互動激盪，交織台上台下幽默娛樂的劇場設

計；是一場極適合親子相攜共賞的戲劇演出。

●   演出時間：

12/16（五）19:30
12/17（六）14:30、16:30、19:30
12/18（日）14:30、16:30
●   演出地點：誠品台南店 B2藝文空間（臺南市長榮路一段 181號）

●   購票資訊：

票價：350元
網路訂票請上兩廳院售票系統：http://www.artsticket.com.tw（查詢親子劇場）

優惠購票（含家庭、團體套票等優惠）請洽 0916-122-250 / info@nvnvtheatre.com

影響‧新劇場      第一號環形故事劇場

《啾古啾古說故事―海‧天‧鳥傳說》

今年冬季 最令人心碎的愛情詠嘆調

女人是海，男人是漂泊

她是思念，他是永遠的鄉愁

一曲純情戀歌，交織一個迷離身世

一段伶人往事，演繹歌仔戲百年的流金歲月

●    演出時間：

12/24（六）19:30、12/25（日）14:30
演出地點：臺南文化中心演藝廳

●    購票資訊：

票價：8800/2500/2000/1000/800/600/400
購票：兩廳院售票系統 http://www.artsticket.com.tw
洽詢電話：02-3393-9888，06-3362632

本製作榮獲國藝會第三屆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補助

策劃執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贊助單位：建宏文教基金會、許遠東先生暨夫人紀念文教基金會

演出單位：秀琴歌劇團

協辦單位：臺南市立臺南文化中心 、台南人劇團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秀琴歌劇團 2011年度大戲 
現代歌仔新調《安平追想曲》

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2012年開年重要活動【Art Tainan府城藝術博覽會】，地點選擇

氣派雅緻的五星級台南大億麗緻酒店，以國際時潮的的飯店型博覽會型式，發酵南方醞

釀已久的文化實力，並提供南、北產業一個優雅而有活力的交流平台，為台灣促進南北

藝文生態與文化產業之間的互動再添佳話。

●    展出時間：2012/1/5(四 )-1/8(日 )      ●    展出地點：臺南大億麗緻酒店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協辦單位：臺南大億麗緻酒店、東門美術館、五千年藝術空間、雅林藝術、漢鄉畫廊、

琢璞藝術中心、格爾畫廊、新心藝術館、新思惟人文空間、巴比頌美學咖啡館

府城藝術博覽會

文 化 活 動 訊 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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