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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書店×新營市民學堂
磐果舞蹈劇場
辻間創生聚落店家
星巴克新營門市
新營糖廠五分車站
小紅堂牛肉麵
多那之西點麵包坊
品廚牛排
N coffee。珈琲屋
漫步日光咖啡廳

● 白河
白河區圖書館
白河先進眼鏡

● 東山
東山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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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書 館

09:00 ~ 17:00

14:00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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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 17:00

週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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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 ~ 20:30

07:30 ~ 17:00

每週一 二、國定假日、民俗節日*

每週一、國定假日、民俗節日*

● 兩廳院售票端點、年代售票端點

•新營文化中心服務臺 06-6321047、06-6324116
•民治市政中心服務臺 06-6322231
•永華市政中心服務台 06-2991111
•河 合 鋼 琴  06-6325069
•山 葉 欣 韻 樂 器 行 06-6357176
•星 巴 克 新 營 門 市 06-6370065
•漫 步 日 光 咖 啡 館 06-6320882
•曬 書 店 06-6329266

•新營文化中心服務臺 06-6321047

● 新營文化中心索票點   Ticketing Place

第一畫廊、第二畫廊、意象廳、第三畫廊、雅藝館、文物陳列室

*民俗節日：05.31 六 Sat. 端午節

● 鹽水
永成戲院
鹽水區圖書館
鹽水河合鋼琴
阿妙意麵

● 後壁
後壁區圖書館

● 柳營
吳晉淮音樂紀念館
劉啟祥美術紀念館
柳營區圖書館
柳營奇美醫院
果植 JUICE BAR

● 其他
故宮南院
臺南文化中心
政大書城
成大會館(服務台)
下營區圖書館
下營先進眼鏡

● 

休館 開館 

今年第十三屆的「新營藝術季」特別規劃了「入校工作坊」，由策展團隊「微
光製造」的專業舞者，將舞蹈的體驗課程，帶進新營的三所偏鄉小校：新生、
新興、新橋國小，讓藝術教育的能量，在小校學生的學習歷程，留下如漣
漪擴散的啓蒙力道。

而本次參與「入校工作坊」之一的新橋國小，將在 8 月停辦；編輯室為此
特地採訪新橋國小的吳俐雯校長，並藉由新橋國小停辦的狀況，側寫鐵線
橋庄沒落的景況。

「新營藝術季」在年齡跨距 59年的靑年與銀齡長者共創演出「水水三重奏」
後圓滿落幕，迎來盛大的「夏至藝術節」。在臺南市、嘉義縣、嘉義市、
雲林縣的跨域推廣、協力共創下，「夏至藝術節」已然成為雲嘉南平原的
年度藝術盛事，在十週年的現在，也進入轉型再創的階段，因此我們回顧
歷年「夏至藝術節」的優質活動與教育推廣，並藉由串接四縣市的「一日
藝術生活圈」，為「夏至藝術節」十年有成寫下紀錄。

今年「夏至藝術節」的主視覺與文宣設計，也特別邀請出身大新營區的知
名漫畫家 A Ray 操刀，為「夏至藝術節」創造全新的搶眼風貌。他將在地的
生活體驗，變成充滿童趣的人物貼紙，而我們都是一本生命記憶的收集冊，
在「夏至藝術節」的參與和體驗中，拼貼出精彩的內容。

春、夏的多雨高熱，也是百花盛開、蜂蜜豐產的季節。編輯室也深入東山
拜訪養蜂靑農，從蜂蜜產業的困境延伸至技術轉型與食農教育的體驗、社
區活化的發展，看見淺山農鄉的勤懇與堅持。

位於新營綠川旁的「辻間地方創生聚落」也在今年開始全新的營運模式，
新增每週固定的特色市集，也招募極具特色的新創店家，提供更多元的服
務和消費選擇。

《S-Life 新生活藝文誌》7 月刊，充滿煥然轉型的「新」能量！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請以中心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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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ay 筆下的人物有著強烈且真實的社會性

漫「畫」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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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大新營區的 A Ray 為今年夏至藝術

節視覺設計操刀，其靈感源自童年的貼

紙收集簿與漫畫回憶，他所創作的經典

「肥宅」角色化身演出者，寫實地呈現

大新營區的生活特色，成為今年夏至藝

術節無處不在的「靈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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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橫跨新營、嘉義縣、市、雲林縣的「2025 夏至藝術節」再度登場，這場年度盛事不
僅串聯在地文化，也邀請各界的創作者參與共創。其中活動主視覺的設計，由出身臺南
「溪北」的網路高人氣漫畫家 A Ray 操刀。

A Ray 的設計靈感，源自童年的貼紙收集簿與漫畫回憶，他所創作的經典「肥宅」角色，
來自被視為「邊緣」卻極具魅力的小人物們，也成為今年夏至藝術節無處不在的「靈魂
人物」。

溪北漫畫少年 ╳ 夏至藝術節—
專訪漫畫家 A Ray
撰   文 / 許程睿

攝   影 / 許程睿、陳文彥

漫畫圖片 / A Ray

▲ A Ray 與愛犬「啾比」在工作室受訪

我長大要當漫‧畫‧家！

「我們這個年齡階層的人，或多或少都曾
有過想當漫畫家的夢想。」A Ray 介紹滿
屋子的漫畫收藏後如此說道。走進 A Ray

的家中，最先映入眼簾的不是筆電，也不
是畫板，而是滿牆的漫畫與週邊產品。他
一邊翻找，一邊像介紹老朋友一樣詳細介
紹起來。

出生於 1985 年的 A Ray，在臺南的東山、
新營長大，和許多七年級生一樣，童年記
憶是充滿漫畫與動畫的斑斕時光。他回憶
小時候和堂哥一起畫漫畫，但那個年代，
大人們普遍認為畫畫是「賺不到錢」的工
作，因此大人總喜歡跟我們說：「畫漫
畫你們會餓死！」但即便如此，畫畫對 A 

Ray 而言仍舊有著癡迷的吸引力，也是一
直持續進行的熱情。

後來他考進新營區的新進國小美術資優
班，他在那裡遇到一群會念書也會畫畫的
孩子。雖然只是國小，但對 A Ray 而言，
那是他創作生涯的起點：「那個環境其
實很包容，不是只有畫畫好的人才能進
來，而是各種特質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
置。」

畫圖這件事，從來不只是「畫圖」

A Ray 眞正踏入公眾視野，是從經營
Facebook 粉專後開始。他出社會的第一份
工作，是在一間婚宴公司擔任設計師，設
計各種浪漫的婚禮布置主題，工作內容簡
單而重複，讓他對創作逐漸感到麻木。直

到有一天，他在網路上看到圖文作家「馬
來貘」以一張張插圖講故事，才強烈意識
到：「原來畫畫還能這樣呈現！」─畫圖，
不只是畫圖，還能是一種表現自我的敍事
方式。

這個發現激起他創作的熱忱，他開始經營
自己的粉專，創造出一個個「藍色」的角
色，用來描繪日常生活裡的荒謬場景與小

▲ A Ray 的角色設計在網路上引起在地人熱烈討論

▲ A Ray 的家中，有著滿滿的漫畫與周邊收藏，是他從

小至今的珍貴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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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可愛。最初他構想了一整組角色
設定：包含三個男生、兩個女生，他們
都是「A Ray 的幾個朋友」。然而隨著深
入經營，他意識到要同時維持多個角色
的風格與個性並不容易，而其中以「肥
宅」為形象的角色，卻意外地受到最多
共鳴與喜愛。

這份角色選擇的偏好，源自童年時熱愛
的日本漫畫―《稻中桌球社》，是一部
用三位不符合「世俗審美觀感」的「邊
緣人」作為主角的校園漫畫；角色不帥、
不強，甚至非常地荒唐與搞笑，但就是
那種反主流的設定，讓他「感到震撼」：
「原來丑角也可以當主角群，而且超好
笑！這部漫畫到現在還是我最喜歡的漫
畫之一！」

▲ A Ray 收藏的日本《ガロ漫畫月刊》

▲ A Ray 以白色恐怖為主題所繪製的漫畫

▲ 對 A Ray 而言，肥宅不只是角色，更是一種觀察視角

這份喜愛延伸到現實生活中，他笑說：「我太太都知
道我會觀察、拍下路上看到的肥宅。」這些街頭觀察
成為創作的素材，也成為他風格中最鮮明的元素―胖
胖角色、荒謬中帶點自嘲。

A Ray的圖像語言，從這些日常中畫了出來。對他而言，
肥宅不只是角色，更是一種視角。他偏愛那些不被主
流注目的身影，像漫畫裡的丑角、像眞實生活中的邊
緣人─看似搞笑，卻更接近我們身上某個不曾說出口
的部分。

該稱作漫畫家或圖文作家呢？

網友們曾針對如何定義「圖文作家」與「漫畫家」進
行討論，尤其傳統連載漫畫家通常需要遵循編劇、分
鏡、繪製、每週固定交稿的工作模式；但除了多頁的
「連載」漫畫之外，也有「四格」漫畫、「單格」漫
畫等形式。

A Ray 認為一張插畫、一段貼文，甚至一場社會運動，
都能成為講故事的媒介，而創作便是持續不斷說故事
的過程，只是有些人會在篇幅形式上有所區分，因此
他不介意被稱作圖文作家或漫畫家，但他自我肯定是
位漫畫家；「我最喜歡漫畫，因為漫畫什麼都可以講。」
A Ray 如是說。

當然多數人熟悉的是 A Ray 在社群平臺上的圖文創作，
但他實際上也有創作多頁漫畫的作品，並與其他漫畫
家共同刊載在《波音漫畫誌》第二期。他信手從書櫃
挑選幾本流行於 1965―1970 年代日本的ガロ漫畫月刊
介紹道：「這些漫畫是在臺灣少見的實驗漫畫（也稱
另類漫畫或獨立漫畫），這種禁忌、獵奇的「異色」
風格很早就在日本流行，現在臺灣也有一些人推廣，
我自己也畫過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異色漫畫，甚至這
是我一直想創作的風格。」 

▲ 日本漫畫《稻中桌球社》對 A Ray 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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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貼整個世代的共同回憶， 
在夏至藝術節收集

新營文化中心一直希望能夠與在地的藝術創作者合作，呈現大
新營區多元的藝術樣貌，因此在第十屆的夏至藝術節，特別邀
請A Ray擔任主視覺設計。設計提案時，A Ray曾提出兩個構想：
一個是新營特色的地景路線圖，另一個則是充滿動感與童趣的
「貼紙簿」，最終「貼紙簿」獲得新營文化中心的靑睞。

 2025 夏至藝術節主視覺

▲ 從最初的貼紙聯絡本，到如今收藏的漫畫與自我創作的作品間，對 A Ray 來說，創

作是一個持續不斷說故事的過程

▲ 今年夏至藝術節主視覺以「貼紙簿」呈現童年的時光，並

帶領大家走向另一個臺南的藝術節夏天

A Ray 表示：「我個人也最喜歡貼紙這個
想法，因為跟童年的貼紙簿有關，實務設
計上還可以應用在很多地方。」他邊說邊
展示自國小時期珍藏至今的畢業手札，裡
面寫有許多朋友的祝福，也貼滿了各式各
樣的動漫小卡與貼紙；對他而言，這是本
無比珍貴的童年寶藏，也是他創作的靈感
資料庫。

設計的內容也充滿他最熟悉的童年印象：
在榻榻米上看漫畫、夏天吹電風扇、吃西
瓜、騎腳踏車、吃豆菜麵等，鮮明且充滿
共鳴的生活記憶，被轉畫成一個個角色，
讓他們也在藝術節的主視覺裡擔綱各項演
出，甚至在那輛連貫四縣市的藝術季「火
車」上號召大家一同參與十週年的夏至藝
術節盛事。

對 A Ray 來說，這些畫進角色裡的臉龐、
風景，是那個年代便深植他身體的情感根
基，藉由夏至藝術節再創，成為你、我現
下的珍貴貼紙，陪我們期待走過下一個十
年。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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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推薦

▲「移動劇場」以藝術串起臺南、嘉義縣市、雲林的文化記憶

/ 雞屎藤舞蹈劇場

藝術與生活圈

夏至藝術節多元的表演節目，串連雲、

嘉、嘉、營四個縣市，自 2016 年發展

至今，已形成重要且備受期待的年度

帶狀藝術盛事。在第十屆的今年，更

深入四縣市的發展歷史，探究其生活

圈的成因，與「移動劇場」所引起的

集體記憶體驗感受。

◆

用
藝
術
擾
動
「
雲
嘉
南
平
原
」
的
夏
至
藝
術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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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藝術擾動
「雲嘉南平原」的夏至藝術節

有別於「新營藝術季」著眼於「全齡」與
「在地」的特色，跨地域的「夏至藝術節」
更強調「親子」與「靑少年」的藝術參
與，及四縣市合作的藝術共創；藉著雲、
嘉、嘉、營四縣市深厚的歷史背景與文化
脈絡，以「藝文」串連各處「在地生活圈」
的發想，讓「追劇場」也成為一種「輕旅
行」的型態。

夏至藝術節的各項活動，也逐年深入地方
以培養潛在觀眾，例如轉換典型表演空間
的「藝間店」：透過與在地店家合作，由
各類型表演團隊駐演，讓小店成為樂手、
劇團的表演場，主動觸及不同受眾，創造
耳目一新的觀賞感受。

而在藝術紮根的教育推廣方面，夏至藝術
節也規劃各類適合幼童、靑少年的劇場競
賽與工作坊，像是 2017 年起推動的「藝
把靑－創意戲劇比賽」，鼓勵中學生組隊
共創，演繹靑少年視角所看見的議題。

撰   文 / 陳文彥

圖   片 / 雲嘉嘉營劇場連線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於 2016年提出「雲嘉嘉營劇場連線」計畫，邀請雲林縣、嘉義縣、
市的文化局、處，藉由共同舉辦「夏至藝術節」，將四縣市轄下的地方場館進行跨
域的藝文資源整合、共享，今年邁入第十年，讓夏至藝術節成為「雲嘉南平原」每
年重要的藝文盛事。

▲ 移動劇場觀眾們於新營車站月臺上與演員群合影

▲ 來自雲林的「樂耕農室內樂團」於新營「弎弌和茗園」

進行「藝間店」演出

▲ 學生團體於嘉義縣政府表演藝術中心進行「藝把青」青

少年創意戲劇比賽

▲ 臺南「韋瓦笛室內樂團」在雲林「嚮光紀事 138」咖啡

店進行「藝間店」演出

▲ 充滿奇幻創意與酷炫特效的的「風神寶寶兒童劇團」

在新營文化中心廣場演出，吸引親子觀眾們歡笑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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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詼諧逗趣的小丑演出《列車毛古拉斯，要開了》，深受親子家庭喜愛 / 斜槓青年創作體

2018 年開始舉辦「藝工隊－兒童戲劇工作
坊」，以音樂舞蹈、肢體開展、色彩繪畫，
甚至是影音錄製等多元課程，規劃啓發幼童
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夏令營，讓藝文素養自小
紮根。

2020 年更以「藝饗家－靑少年音樂圓夢計
畫」為中學生提供展演舞臺，吸引許多在地
校園的音樂班參與，更讓熱愛音樂的學生素
人們有了難忘的登臺演出經驗，獲得教育界
與藝文界好評，更為在地發掘出未來新秀。

而為了讓四縣市的藝文團體與全國各大、小
團隊有更多元的合作及曝光機會，夏至藝
術節也扮演在地劇場的育成平台，並透過
「Showcase」作為互動平臺，讓「雲嘉嘉營」
的藝術工作者、輔導委員、策展人與全國各
場館交流，激發表演藝術的創意與可能性，
這也是夏至藝術節持續進步、創新的重要原
因之一。

十年深化，讓藝術教育的火車頭 
持續「向前行」

夏至藝術節今年迎來十週年，除了依然致力策辦靑少
年的藝術營隊與藝文活動，更著眼於創新且吸引民眾
的觀劇體驗；而自 2016 開辦以來，由臺鐵協力共同打
造的「移動劇場」，利用往返「新營」與「斗六」的
藝術專車作為演出舞臺，讓觀眾在移動的列車上觀賞
戲劇，甚至觀眾也成為參與劇作的其中一員，這是「夏
至藝術節」最令人讚賞的亮點！

大新營區在日治時期便因便利的「鐵路」交通，吸引
大量勞動人力移居，其中不少便是來自雲林縣、嘉義
縣、市的人口。夏至藝術節以「火車」作為串接四縣
市的藝文載體，讓觀眾因為藝術而產生「一日藝術生
活圈」的連結，可說是接續四縣市共同的火車記憶與
土地情感。

▲ 參與「藝工隊」的青少年在雲林表演廳排練

▲ 南台南家扶中心「鼓動風潮」非洲鼓才藝隊，

參與「藝饗家青少年音樂圓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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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演員的精采演出，帶觀眾體驗不同時代的生活樣貌 / 雞屎藤舞蹈劇場

▲ 透過充滿時代性的服裝、人物情節，敘說臺灣歷史的進程與文化記憶 / 雞屎藤舞蹈劇場

觀眾藉由乘坐火車看劇，隨著劇本與演員
的引導，穿越並體驗過去的歷史斷點與生
活情境，過程中也重新想起過去往來「雲
嘉南地區」的時光：不論是通勤求學、上
班就業、逛街消費等生活片段，都像是一
段一段錄寫集體記憶的膠卷，保留在車廂
之中，讓不同族群的男女老幼，觀看「移
動劇場」的同時，也成為上演自己生命故
事的演員，這是一種眞實流露的生活展
演，也是「移動劇場」在沉浸式體驗中，
最觸動觀眾的互動關鍵。

臺灣曾有另一個以「火車」作為媒介，
造成「現象級」影響的藝術創作，便是
1990年歌手林強發行的臺語搖滾歌曲〈向
前行〉！這首歌的 MV 大量取景於臺北車
站與區間車，其正向奮鬥的歌詞與節奏，

一變臺語歌曲流行的苦情曲風，傳唱臺灣
街頭巷尾，甚至還被戲稱為「國歌」，反
映那個「火車漸漸在起走」的經濟起飛，
與「野百合」盛開的本土化轉型年代。

「移動劇場」，不論在歷史發展與「一日
藝術生活圈」的體驗，都因為「火車向前
行」而產生十分契合且重大的文化意義：
林強的〈向前行〉象徵臺灣社經與認同的
轉型，夏至藝術節也在為下一個十年繼續
深化而轉型！

夏至藝術節不只是一個萌生於雲、嘉、
嘉、營四縣市的帶狀活動，而是持續在為
推動「雲嘉南平原」藝文發展而努力「向
前行」的「火車頭」！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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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視界

▲ 水水重奏派對演出 / 李冠升

全齡「藝」起動

由「微光製造」及「阮劇團」合作的

新營藝術季，今年走入校園，與偏鄉

小校的學童一起跳舞。而從去年「水

水的起點」，到今年更深化的「水水

三重奏派對」，讓參與舞劇演出的各

年齡層素人，透過肢體詮釋生命故事

和在地樣貌。

◆

從
「
水
水
」
的
起
點
到
三
重
奏
派
對

◆

滲
入
偏
鄉
的
水
水
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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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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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從「水水」的起點
到三重奏派對工作坊

▲ 水水三重奏派對排練花絮

撰   文 / 陳文彥

攝   影 / 李冠升

兩位策展人以「地方人的群像」
作為新營藝術季創作的主體，每
位參與者所帶出的生命故事，就
像是獨立的小水滴，在經過新營
地景的走讀、劇場遊戲的生命經
驗探知，一滴一滴匯聚成表演藝
術工作坊的共創文本。

不論是銀齡長者的悲歡離合，或
是靑少年的憧憬想像，從地方各
年齡層的生命片段，拼湊出在地
的生活樣貌，是眞實呈現「新營」
樣貌的藝術行動。

「六角美人」的日常即景 
—銀齡戲劇工作坊

銀齡戲劇工作坊由阮劇團的小蝦
老師（鍾汶叡）擔任副導演，以
過去帶領靑少年工作坊的經驗，
首次挑戰為長者量身打造舞臺
演出。他以專業的創作與編導
經驗，引導銀齡長者分享生命故
事，並轉化為部分文本共創的演
出內容。過程中他深刻體會不同
年齡的行為表現與舞蹈強調的空
間互動感，也讓他對於這次的合
作，充滿藝術創新與自我突破的
感動。

負責指導歌仔戲身段的「米雪」
老師，將長者豐沛的情感與曲折
的經歷，透過敍事多樣的肢體身
段、層遞抒情的唱腔牽引詠嘆，
更特別用歌仔戲〈六角美人〉曲

▲ 李尹櫻身兼策展人與導演，期望透過水水三重奏派對演出，呈現「地

方人的群像」

▲ 小蝦老師（鍾汶叡）記錄銀齡故事並編寫文本

▲ 米雪老師（陳湣玲）教唱為工作坊新填詞的〈六角美人〉

流淌在新營的藝術之春

新營藝術季策展單位「微光製造」，去年
（2024）以「水水的起點」開啓新營的
「全齡」藝術對話：藉由舞蹈、戲劇等互
動形式，在新營流淌出甜蜜且美好的藝術
體驗！

「去年就像是剛來到新營的新鮮人，先嘗
試認識這個地方的人群，有種試驗的探索
感」策展人之一的李尹櫻笑著如是說。有
了去年的交流經驗，今年更像是藉著已漫
流的藝術水體向下深化、向外擴散，讓新
營藝術季的「水勢」深度地滲入地方。

調，將長者們的境遇寫成唱詞，讓這次的演出經驗，
不只呈現這些人物的日常即景，更具藝術的創新與
生命的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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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臺語讀劇工作坊

▲ 連續參與兩年新營藝術季的黃月貞（中立者），是銀齡工作坊最年長的演員

  第二次參加銀齡工作坊的陳瑜文，認為今年的課程更深且扎實

▲ 梁聖敏不因身體狀況而放棄課程，依然堅持並藉此鼓勵友人勇敢面對生

命的各種狀況

連續兩年參與演出的黃月貞，71 歲的她
是最年長的演員，也是新營醫院的資深志
工；在成為眷村媳婦後，她從婆婆身上習
得一手川味好菜；她用這些生命的歷練，
為演出增添了「家常」的幸福滋味。

跟黃月貞一起參與第兩年的陳瑜文，也認
為今年在課程的內容、劇本的細膩度、肢
體的開發與舞蹈，都比去年更具挑戰，也
更有深度，她也為自己的堅持和進步感到
無比高興。

第一年參與的余慈倩對於歌仔戲、芭蕾舞
與即興創作都很有興趣，在扎實的肢體課
程中認識並開發自己的身體，十分享受在
工作坊的每個時刻。張春媚原先以為是單
純的歌仔戲課程，沒想到竟然有這麼豐富
的內容，抱著給自己創造機會的想法，過
程中雖然很累，但也玩得不亦樂乎。

而資深的慈濟志工梁聖敏，雖因意外造成
身體狀況不佳，但仍堅持參與課程，讓工
作坊的師生都十分感動與佩服；她也特地
將〈六角美人〉的唱詞：「人生哪有順風
船？守得雲開撥烏雲；任憑世事亂紛紛，

堅心意定拚出運，枯木能得再逢春！」分
享給罹病的友人，鼓勵一同勇敢面對生命
的考驗。

不同世代的在地對話—青銀共演三重奏

除了銀齡長者的戲劇工作坊外，五位年齡
在 12 至 15 歲間的靑少年，也在策展人兼
導演的李尹櫻及小蝦老師啓發及培訓下，
將靑少年「自身」之於「新營」的感受，
透過數字、地景等代表物，轉譯成象徵性
的肢體語言，並在 5 月 25 日與銀齡長者
同臺演出。

▲ 水水三重奏派對青少年組排練花絮

▲ 余慈倩（左圖二著格紋襯衫者）與張春媚（右圖）在銀齡工作坊中更深度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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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尹櫻認為靑銀共創的「三重奏派對」不只是差距
59歲的世代在演藝廳的舞臺上共演，更是在「新營」
這座大舞臺上，探討各年齡看待生活的角度與想法，
是新營經驗的傳承、對話，及在地認同。

而參與過兩屆工作坊的靑少年，除了覺得今年的課
程內容比去年豐富，也對於自己從肢體障礙變得很
會跳舞，感到十分得意，並熱情地期待明、後年能
繼續參加。

靑少年組有位「社靑」張詠晶，她的年紀剛好介於
靑少年與銀齡者之間，因為熱愛李尹櫻的課程而報
名；她笑說久坐辦公室的自己「身體很銀齡，但心
態很靑少年」，在這次的工作坊中強烈感受這樣的
事實，但也在與這些靑少年及長者的互動合作下，
看見自己過去的生命軌跡與未來期許。Ｓ

▲ 第一次參加新營藝術季工作坊的張詠晶，熱

情地分享活動心得

▲ 水水三重奏派對排練花絮

滲入偏鄉的水水漣漪—
入校工作坊
文・圖 / 陳文彥

 策展人李尹櫻（左圖）與舞者陳品霓（右圖）與擔任入校工作坊指導講師

今年新營藝術季特別規劃三場走入偏鄉小學的
舞蹈工作坊，也是新營藝術季 13 年來首度嘗
試。策展人李尹櫻以其「到處跳舞」的素人舞
蹈計畫經驗，與舞者陳品霓合作，在新生國小、
新興國小、新橋國小三校，以趣味並循序漸進
的引導方式，帶領學童控制並感知身體的肌肉，
探索肢體律動與意識的銜接，創造身體延展收
放的各種可能。

三所學校的學童在課程中，都展現對於「身體
指令」的高度興趣，不論是剛開始透過聽覺與
運動腦區串聯而啓動手眼協調的暖身訓練，或
是隨著情緒引導進而控制肌群，延伸至肢體的
情感表達，從而進入古典芭蕾舞的耐力協調與
優雅姿態，到節奏明快、情緒高亢且即興的街
舞爆發，都讓一同觀課的校長、老師大為讚賞，

▲ 陳品霓帶領學童探索身體

23 24

S-Life 新生活藝文誌 新•視界 ─ 全齡「藝」起動



▲ 陳品霓以動感的街舞讓學校師生同嗨起舞

甚至也跟著音樂律動而起舞，可見樂舞的影響力和情緒的感染力，不用語言也不分年紀，
都能感受其中的美與張力。

原先新營文化中心與微光製造團隊在策畫工作坊時，希望能夠吸引大新營區外圍的學生
來參與新營藝術季活動；但在與校園的老師、校長們討論後發現，外圍社區的家庭，對
於藝術教育的參與度不若市區，因此走入校園，反而是更積極有效去推廣藝術的方式，
因此催生了這三場入校工作坊，而師生對於能再與新營文化中心合作，並邀請到專業的
舞蹈師資授課，都感到非常期待。

新生、新興、新橋三校都曾參與新營文化
中心「劇育新芽」劇場工作坊，也都有體
育及樂舞相關的特色課程，例如新生國小
透過特色課程「獨輪車」運動，訓練學生
的平衡感與體能。

新興及新橋則在四年前開始進行跨校合作
的創新教育課程，由兩校老師共同備課，
新橋國小的學生每週有三天會前往新興國
小共學，每週皆有安排一節舞蹈課，也有
烏克麗麗的彈唱課程，各年級學生會一起
互動學習，而傳藝特色課程也有武術社
團，訓練學生開展肢體，因此學生很活潑
外向。

策展人李尹櫻與陳品霓講師也希望這次的
舞蹈入校體驗，就像滴入學童心湖中的小
水滴，未來有機會成為外擴的漣漪，推動
他們涵養舞蹈或是其他藝術的興趣。Ｓ

▲ 李尹櫻（中立黃衣者）以古典芭蕾讓學童感受古典舞蹈的優雅

▲ 新生國小吳政諺校長對於專業舞蹈

師資入校教學，帶給學生的體驗很

棒，期望日後還能繼續有相關的合

作機會 / 林湯圓

▲ 新興國小張菁峯校長對於藝文活動

入校園的方式十分認同，藉此增加

學生接觸當代藝術的啟蒙與刺激

▲ 新生國小特色課程「獨輪車」每年都於各賽事中獲獎 

/ 新生國小

▲ 新橋國小吳俐雯校長看見師生充滿

童趣地參與入校工作坊，展現出熱

忱與積極探索的學習力 / 林湯圓

▲ 新興國小和新橋國小的傳統武術課程 / 新橋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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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定古蹟通濟宮（舊廟）前百來公尺，是過去鐵線

橋的船舶吞吐口岸，在河道淤積後，鐵線橋庄日益

沒落，通濟宮也因列為古蹟，週邊為禁限建區域，

因而保留許多古宅舊貌

告別新橋：
從停辦小校看見鐵線橋的百年興衰
文・圖 / 陳文彥

「水水漣漪―入校工作坊」的三所學校：新生、
新興、新橋，彼此距離約 2 公里，在地圖上近
似等腰三角形，分別代表新營開發史上三個重
要的庄頭：姑爺庄、太子宮庄、鐵線橋庄。

新橋國小設立於日治時期大正九年（1920），
是三所學校中最早成立的，當時稱作「查畝營
公學校鐵線橋分校」，位於新營最南端的「鐵
線橋庄」，是新營地區最古老的聚落之一，也
曾是「倒風內海」的重要港口，中、小型的商
旅船舶絡繹不絕，尤其淸領中期最為興盛，與
南段下營茅港尾、北段鹽水月津港一樣，曾是
南北要道與經濟重鎭，但自淸領晚期便因水路
淤塞，至日治時期陸路交通轉移而日漸沒落。

▲ 新橋國小於 2015 年便與文化部、臺南市政府文化

局、新營社大合作，開發鄉土教材繪本，作為學生

認識鐵線橋文史的特色教材

由於鐵線橋庄人口大量外移與少子化衝擊，學校將
於 2025 年 8 月停辦，對於剛過完 105 週年校慶的新
橋國小師生家長及社區民眾們，都覺得很震驚且不
敢置信，陸續向學校確認相關停辦的訊息。

吳俐雯校長表示社區家長與民眾或許是對於鐵線社
區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的現況已早有心理準備，對於
學校停辦雖然有千萬的不捨，但透過對目前政策的
瞭解和相互溝通的結果，大多能理性看待並關心新
橋國小停辦後學生就學的安排以及校舍的規劃。

新橋國小的學生下學年將安排至一橋之隔的新興國
小就學，新興國小晚新橋國小 33 年成立，從學校的
設立可以看見戰後人口爆發，且往太子宮工業區集
中的趨勢。

配合教育局的政策，兩校的學生在 4 年前便已透過
共同學習，熟悉校園與同學，也讓人數少的小班能
有效進行分組等團體課程，使教育資源更集中。停
辦後的新橋國小校區，將會由新興國小接管；吳校
長表示校園與大廟（通濟宮）是社區重要的活動據
點，目前陸續有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點、社區大
學等單位來接洽，期望校園未來繼續作為社區的教
學中心，讓民眾持續有個終身學習的場域。Ｓ

▲ 新橋國小前的鐵線派出所於 2007 年便已裁撤，併入太宮派出所

▲ 具有歷史意義的「鐵線里」於 2018 年因

為鄰里合併變成五興里，令人感嘆鐵線橋

曾經繁華的歷史，顯得落寞滄桑

▲ 新橋國小的孔子半身像，在重新彩繪後，

像是守護校園的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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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農開箱餵食蜜蜂花粉團 / 楊花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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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富新聚落

在百花盛開的春、夏時節，我們走入

淺山，探訪帶給我們「甜蜜」卻又不

熟悉的養蜂產業，透過蜜蜂的生態，

認識保育自然環境的重要性。而新營

的辻間創生聚落也從外觀、店家都進

行更新，進駐了許多新店家，要讓新

營的新創據點，更有特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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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蜂人家過去是逐「花」而居的「遊牧民
族」，早年必須配合各地的植物花期，由
南至北遷移蜂箱，從南部的龍眼、荔枝，
採到中、北部的油桐花，甚至東部的埔鹽
花（羅氏鹽膚木），都是生產蜂蜜、花粉
的蜜、粉源植物。

臺南東山區養蜂的歷史悠久，日治時期
前，蜂農都在山區岩洞或是樹洞尋找本土
野蜂，再抓回放置於竹子編製的圓筒竹籠
蜂箱，高掛在屋簷下飼養，是最早的養蜂
樣貌。

日治時期明治 43 年（1910）日本人引進
高產的「義大利蜂」提升採蜜效率，並改
良蜂巢箱的設計，讓蜂蜜產量快速增加，
養蜂產業開始形成。1970 年代日本對「蜂
王乳」的需求大增，促使國內養蜂產業蓬
勃發展，直到 1980 年代因中國低價產品
競爭國際市場，讓臺灣養蜂業大幅衰退。

在東山經營養蜂農場的詹承霖，是傳承第
四代的養蜂人。其幼年時隨父母依花季全
臺放置蜂箱，一段時間便會遷移居住地，

因此結識各地的同年齡朋友，也常因招惹
蜂群而被叮得滿頭包，他笑說這可是養蜂
人家獨有的兒時記憶。現在因為養蜂技術
提升與規模縮減，已經不用像父母那時環
島追花。

蜂農都有自己的「放蜂地圖」，詹承霖的
區域主要在東山、白河附近的山區與平原
區。例如：平原區的 1、2 月是農閒期的
油菜花，5月則有稻花；6、7月是蓮花季，
9、10 月則是百草花期。此外東山平地全
年都有的絲瓜也是常見的蜜源植物。

山區在 3、4 月有荔枝、龍眼、橘橙的花，
5 月則是相思樹、山棕樹花期；11、12 月
則有小花蔓澤蘭等季節性蜜源可採集，主
要都是配合在地農作物或是大面積植物的
開花時節。

雖然蜜源植物多樣，但臺灣市場以「龍眼
蜜」最具經濟價値；近年隨著極端氣候發
生，夏季逐年高溫，而冬季又出現短暫極
低溫，或是缺水導致龍眼不發芽，或花季
遇雨造成無花蜜可採，或是雖然開花，但

環境溫度不到攝氏 28~32 度，造成開花但
不含花蜜的現象。氣候異常也導致農業用
藥加劇，造成蜂群大量中毒死亡，使得蜂
蜜產量降低。

種種因素影響龍眼蜜的質與量越來越不穩
定，因此這些年市面逐漸出現了許多不同
以往的蜂蜜種類，例如：柳丁蜜、咸豐草
蜜、鴨腳木蜜……等，但市場需求仍是以
龍眼蜜為大宗。

除了蜂蜜外，蜂王乳、花粉，或因健康需
求而興起的蜂膠，都成了現在蜂農開發的
特色產品。詹承霖家族也因過去受日本人
指導，將蜂蜜、花粉、蜂王乳經過特定比
例調配成「蜜蜂三寶」，成為他們的獨家
產品。

蜂和、人和、小鎮和樂

▲ 詹承霖正在檢查蜂箱與蜜蜂的健康狀況

▲ 放置於白河郊區的蜂箱，每個蜂箱內約有三萬隻蜜蜂▲ 以噴煙器穩定蜂群

撰   文 / 陳正明（陳爸的白頭翁果園負責人）

口   述 / 詹承霖（蜂和小鎮負責人）

攝   影 / 楊花花

▲ 透過人工選育蜂后的設施培養新的蜂后 / 陳文彥 ▲ 秋冬蜜源減少，蜂農會用花粉、蜂蜜、糖、奶粉、豆

粉混和製成的花粉團餵食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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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 2020 年將「國產蜂蜜」納入「產銷履歷」的驗證產品，希望透過產銷履歷
與國產蜂蜜評鑑制度，讓蜂農更有自信展現產品特色；但實際上全臺加入履歷認證
的蜂農約只佔 2％，主要是因為蜂蜜產銷履歷的驗證方式跟蔬果不同；蔬果從種植
到收成都是固定地點，但養蜂要到各個採蜜地點進行採收稽查，還有相關的管理紀
錄要製作，使得一般蜂農覺得麻煩而卻步。

此外養蜂產業也與其他初級產業一樣缺工，採蜜時至少需要 6、7 位人力，因此詹
承霖希望透過正在自主研發的「採蜜車」，降低採收的人力成本。詹承霖希望逐步
改良後，未來能夠推廣給蜂農，成為產業升級的利器。

而採蜜車的機動性高，也能配合不同花期至各處採蜜，或是作為教學示範道具。詹
承霖一家人近年結合東山的靑山國小、聖賢國小等學校及社區，以生態教學及農務
體驗，推動在地蜂產業的「食農教育」。透過品嘗蜂蜜、蜂蠟 DIY 的製作，讓民眾
與校園師生深度認識東山的蜜蜂產業，也培養學生成為小小解說員，用「蜂」串起
「靑山里」的小鎭認同及歸屬感。Ｓ

▲ 蜜蜂不像虎頭蜂可以重複螫

人，蜜蜂螫人後尾針會被扯出

身體而死亡，指甲上即為尾針

1

2
4

▲ 蜂和小鎮研發改良的智能採蜜車 / 蜂和小鎮3   

▲ 不同蜜源植物因礦物質與糖的型態等因素而有差

異，由左至右為柑橘蜜、百花蜜、龍眼蜜 / 陳文彥

▲ 同樣是龍眼蜜，也會因採收的時間、天氣、

花期等因素而有不同顏色 / 謝岳恩

1  遊客認識蜂箱構造

2  蜂和小鎮結合在地社區文化導覽

3  遊客認識養蜂知識

4  東山區聖賢國小參與生態導覽課程

   / 蜂和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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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間創生聚落」打造新營創生樣貌

撰   文 / 陳文彥

▲ 「辻間創生聚落」全新開通的寬敞入口，連通熱鬧的三民路商圈

▲ 原先的綠川入口也增加醒目看

板吸引路過民眾走進探訪

由新營區公所發起「地方創生」計畫，自 2019 年投入
籌備與營運，催生「辻間創生聚落」，於 2023 年營運
至今，順利完成第一階段的建置任務。今年（2025）
初由新的經營團隊「齊優空間」接續經營，為「辻間
創生聚落」開啓新樣貌。

接續「辻間創生聚落」營運計畫的朱若慈執行長，與
其先生陳東良都是返鄉的新營人。兩人曾參與執行許
多臺南市區的商區策畫、創業育成等內容，因此在「辻
間創生聚落」的營運方向，有許多不同以往的規劃與
想像。▲ 朱若慈執行長與先生陳東良

朱若慈執行長認為，新營「地方創生」的「教育」核心要能
遂行，重要的便是創造新創單位的獲益，如此才有支持他們
永續經營的可能性。因此首要目標，便是增加「辻間創生聚
落」的營運日與調整營業時間，讓每位來到這邊的民眾，能
夠「知道」並「習慣」這個空間提供的服務，培養在地的客源。

目前「辻間創生聚落」的進駐店家，除了原有的日式風喫茶
店「牧可寓所」、專營學齡前幼兒體驗課程的「童心製所」、
國際金獎果獎品牌「甜玉軒」、手感創作的文具店「微米拾
光」、充滿綠意花香的「迷花倚石．植花設計」工作室持續
駐點，吸引日本歸國而返鄉設點的「羽日文具工作室」，專
營自己設計及進口的高端文具精品。

臺中、南投知名的「杰士 Jay`s 手工披薩」與「文武茶心」將
共同進駐「辻間創生聚落」，提供洋食與特調茶飮。此外也
有來自嘉義的影像創作者「好吉光工作室」，是許多創新育
成單位的影音課程講師，期許能為在地的新創品牌導入當下
最流行的影音行銷，讓「辻間創生聚落」服務的對象與年齡
層更加全面且多元。

每週六、日固定舉辦市集，引進最新綠能科技的「E-cube 低
碳光儲空間」做為攤位，邀請在地小農進駐，並規劃不定期
「快閃店」合作，讓民眾對於每個週末前往「辻間創生聚落」
充滿新鮮的期待。Ｓ

▲ 「辻間創生聚落」將引進 E-cube 低碳光儲空間，打造舒適且科技的市集攤位

辻 間 創 生 聚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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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可寓所

日式喫茶店風格的牧可寓所，希望傳
達「好好生活」的幸福氛圍，並結合
在地的文化，透過自己對食材的情感
連結，發展出獨特風味的自製奶酥厚
片、日式蕨餅、麵茶攤愛玉，還有濃
郁彈滑的昭和布丁等特調與點心。店
裡收藏的各式老物，都有與老闆相遇
的故事，歡迎每位到訪的旅人，都受

到暖心的款待！

A1

A1-2 童心製作

「童心製所 kaiiak childlike」是大新營地
區少數專為提供學齡前幼童「共伴、共
玩、共學」的生活教育場所，打造以繪本、
遊戲、食農教育為主軸的兒童藝術空間與
營隊課程，養成幼童主動探索的興趣與勇
氣，讓重視啓蒙學習的家長及專業的師資
群，有舒適的交流空間。

A3 好吉光工作室 
Lucky Light Films Studio

好吉光工作室擅長以「有溫
度的影像」訴說好故事，用
鏡頭捕捉人們眼神中閃耀的
「光」，是新營地區少有的專
業影片製作團隊。除了提供劇
情、紀錄、廣吿宣傳等類型的
影片製作服務，也在學校等單
位開課傳授影像創作的知識與
心法。歡迎對影像有興趣的朋
友與我們交流！

A4 BASlinE 舞霸

「跳 K-pop，來舞霸！」
BASlinE 舞 霸 是 雲、 嘉、
南連鎖舞蹈運動品牌，強
勢進駐新營「辻間創生聚
落」，主打最夯的 K-pop

韓國流行舞蹈課程！專業
師資讓零基礎的舞蹈新手
也能跟上節奏的舞動潮
流，用熱舞打造健康、自
信的個人 Sty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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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羽日文具工作室

「羽日文具」於日本歸國，
在新營設點，是以「萬用手
冊」為主打的文具店，專門
販售老闆設計及進口的高端
文具精品。店內也提供各種
尺寸、多樣皮革書衣、客製
專屬的書寫內頁等物件，讓
手帳愛用者與「文具控」能
在此創造一本專屬的手帳，
並交流各類令人珍視的收帳
內容。

B2 甜玉軒

甜玉軒以充滿臺灣特色的「馬吿」、「茶
葉」、「茉莉花」等食材，透過巧手與
妙思，融合多種當令水果：「鳳梨」、「柑
橘」、「桑葚」、「草莓」配製熬煮成
嶄新的甘甜美味，多次獲得英國、日本、
澳洲等國際大獎。店內歡迎預約果醬 DIY

體驗課程，在拌攪濃郁果醬的同時，學
習各種水果的食農知識。

B3
微米拾光（駐點至 7/31）

「微米拾光」不僅是間文具尋物店，更是創意
發想的藝文空間，因為對實體手帳之熱愛，店
內販售實用且可愛的各國手帳商品，也有書
寫、繪畫、拼貼的空間，讓手帳愛好者透過創
作，大方展現個人風格，也藉此和熱衷「玩藝」
的同好們進行創作、交流。

B4 迷花倚石．植花設計

「迷花倚石．植花設計」提供
各式花禮訂製、花器選品、花
藝課程，並以推廣跨領域「生
態教育 x 自然美學」為核心，
店內也結合新藝術時期「花、
鳥、蝴蝶」的主題，展出珍藏
的國內原生植物、蝴蝶標本與
植物藏書，宛如迷你的珍稀博
物館。

B5 文武茶心

「文武茶心」招牌「解憂系氣
泡飮」，結合古早味蜜餞、果
香與茶韻，搭配街頭潮感，彷
彿孔子與關羽換上潮 T 走進日
常。茶飮之外，還有以臺灣在
地小麥粉揉製的「現烤披薩」，
酥脆香勁，是味蕾記得住的溫
度。披薩與氣泡飮，不只是塡
飽，而是每段疲憊日子裡剛剛
好的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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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文宓、羅嘉華

何宜芳、陳語婧、高芳蘭、張毓翎林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