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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渡到轉型：以創意發展高雄灣岸韌性社區

● 目的：盤點與瞭解三個都市老舊社區內較為脆弱的群體和韌性面向，同

時透過各種活動加強各社區的社會資本，包括社區網絡、信任和合作關

係等，以強化三區都市老舊社區的社區韌性。

● 方法：透過辦理各種針對場域特性及課題所設計的活動引進創新思維，

培育、橋接或連結具備開展社區社會資本能力的行動者社群，引發能增

進社區整體韌性和永續發展的共創行動，協助社區強化內部的互助與支

援網絡，以及增進對外連結和合作關係，藉此提高社區的整體韌性和可

持續性，再造老舊社區為具創新能力的韌性社區。



課題與行動

區 課題 行動

左
營
區

• 環境與人口老化、社區缺乏活力與創
新意識

• 舊眷戶遷居國宅形成長者適應問題
• 社區發展缺乏動力

• 青銀交流與老人培力（藝同遊樂、合群人系列課程）
• 串聯樂齡社群（共度舊城社區劇場）
• 培力在地組織（建業新村以住代護青年）

舊
港
區

• 社會原子化、建物老舊閒置、災防挑
戰

• 社區內部凝聚力不足
• 社區連結網絡薄弱

• 梳理老化社區和災後社區生活方式與慣習（高齡友善依存
地景、社區手繪地圖工作坊）

• 提升社區防災能力（高齡健康促進、社區願景會議、銀髮
防災工作坊、避難包學習單）

• 打破鄰避空間（人安基金會、鹽埕老人站、府北公園）

前
草
區

• 工業轉型衰退、空間破碎、商業萎縮
• 加工產業與在地社區的連結薄弱
• 聚合型社會資本緊密但封閉，青年難

以融入

• 閒置空間再造及菜市場創新經營（前鎮第二公有市場及銀
座街、創創沙龍）

• 開展共創平台與機制（前草踹共職人講堂、前草創創生活
節）

• 建立串聯在地產業之教育創新平台（鎮陽食育網絡、興仁
國中食創課、前草大教室）

開展促進跨組織及跨社群參與的共創平台與機制，並深入研究與開發鑲嵌於社
區網絡背後的人脈資源



三區促進共作或共創的行動與類型區 主要實施對象 地點類型 專案名稱 活動類型 共作/創模式

左
營
區

區內特定社區內樂
齡族群

特定社區內據點

五曲大帝國 (2021，路東里C據點)系列課程 青銀、銀銀
老外逛左營 (2022，果貿活力屋) 系列課程 青銀
合群人第一期 (2023，合群學堂) 系列課程 青銀、銀銀
合群人第二期 (2024，合群學堂) 系列課程 青銀、銀銀

區內不限特定社區
之居民

舊左營重要公共空間
左營是個記憶的所在 (2021，左營
圖書館)

社區劇場 青銀

高雄跨 (社) 區樂
齡族群

左營老人活動中心
藝同遊樂 (2022) 系列課程 青銀、銀銀
共度舊城 (2023) 社區劇場 銀銀

舊
港
區

區內居民
人安基金會、七福商
場

社區手繪地圖(2023) 工作坊 青銀、青青

區內高齡居民
社區大樓、社照據點 防災課程(2023-2024) 焦點團體、課程 青銀

人安基金會 共創社區樂齡依存地景(2024)
系列課程、焦點團體、
參與式課程規劃

青銀

前
草
區

區內學校青年
學校與在地社區 興仁國中食創課(2023起) 校定彈性課程 青銀
前二市場 前草大教室(2023) 成果展 青銀

區內社會青年 前二市場
青年市場創業(2022起) 經發局計畫 青銀
創創沙龍(2023起) 不定期主題對談 青青

區內社區發展協會社照據點與在地社區
鎮陽共好食育萌芽行動（2022） 文化局計畫：講座、

社區劇場、繪本課程
青銀

鎮陽共好食育推進計畫(2023) 銀銀

跨區跨世代跨組織社區公共空間
前草踹共職人講堂(2020起) 春秋兩季系列講座 青銀
前草創創生活節(2020起) 一年一度區特色活動 青銀



社區劇場作為打開都市型社區的實踐方法

● 作為都市文化空間的劇場，是都市文化與勞動的實踐，並且以特定方式將人們

聚在現場、一起分享，提供人們用展演影響都市生活的機會。

● 劇場必定是共創的，且公演的當下會形成演員與觀眾在同一時空中共享同一情

境(context)的關係，具備高度社會性。

● 台灣社造政策脈絡下作為方法的「社區劇場」：透過戲劇的討論、排練、創作、

展演的過程，提供社區內外、不同社群的人們針對公共議題彼此深度對話、協

商進而共創的契機。

● 大學專業團隊操作社區劇場實踐的探問與被探問：如何在社會實踐取向與藝術

實踐取向之間找到平衡？誰、為何、如何再現哪些歷史/故事/情境/議題？共創

過程中參與居民、主事者和專業藝術家的主導權與話語權的取捨分配？如何評

估整個過程的效益？



動 機

社區劇場作為方法

• 鼓勵老舊社區的居民檢視自身環境與日常生活狀況，從而喚醒「適老、宜居」的社區意識。

• 倡議居民發聲，在共作活動中理解彼此需求，提出個人與群體社區願景，產生與環境共融 (共榮) 的

適應力及改善主動力，藉此強化社區韌性。

左營區社區劇場實踐－
劇場集創裡的銀銀共創：《共度舊城－咱的社區、咱的夢》

• 探尋個人於社區裡的過往經驗與群體記憶，為現今狀況與未來願景提供情境詮釋與述說脈絡。

• 蒐集參與者 (目標：樂齡人士)對高齡社區之生活現況與宜居願景之描述，想法，與改善意見。

• 透過群體共作完成上述探尋蒐集，再以戲劇形式轉譯為新文本，引發參與者共鳴反思，對社區產生新的關注。

「集創」與轉譯：文字 (劇本)、戲劇 (表演)、劇場 (燈光舞台+服化道)

• 藉此集創過程串聯不同社群，擴大社群網絡，促進彼此交流。



計畫團隊

學 員

• 過往招募經驗：

果貿媽媽劇場 (2019)

左營是個記憶的所在 (2021)：青銀世代在排練中有令人感動的交流。

• 本次結果：

目標：大高雄跨區/跨社區之樂齡族群(55歲以上)。

透過有跨區學員基礎之老人活動中心，以及左營圖書館鏈結至「說故事媽媽」志工社群，

一週內報名人數爆滿至65位。

入選 26位，完成演出共 24位，含兩位男性學員。大部分的學員均與舊左營有淵源

協力者

• 主軸界定：左營社區的困境與宜居想像

• 串聯學員社群與協力者

行動設計
• 地點：左營老人活動中心

• 參與者設定：重要鐵三角－本團隊、社區居民 (學員)、協力者

• 邀請具有地緣關係、有

指導素人表演，和戲劇

轉譯公共議題為社區宣

導之經驗者。



3/9 

破冰，自我介紹

戲劇暖身活動

3/16

創造性戲劇遊戲

即興表演練習

3/23

創造性戲劇遊戲

即興表演練習

3/30

情緒回憶練習

說故事劇場

4/6

組織架構故事

集體創作(一)

4/13

組織架構故事

集體創作(二)

4/20

組織架構故事

集體創作(三)

4/27

劇本大綱初步完成

分場排練(一)

5/4

分場排練(二)

5/11

分場排練(三)

5/18

分場排練(四)

5/25

分場排練(五)

6/1

第一次整排

修整

6/8

第二次整排

筆記修整後

再次整排

6/15

彩排

演出成果發表會

第一階段
體動力與表演訓練工作坊

第二階段
記憶與故事蒐集

第三階段
戲劇創作與排練（共創階段）

第四階段
劇本與舞台修整完成修

整排練與演出

社
區
劇
場
課
程
規
劃

渡
左
營
團
隊
行
動

4/21

與豆子劇團團長

劇本聚焦會議

團長提供劇本大綱初

稿，左營團隊回覆意

見

5/1、5/3

過程共識聊天會

收集學員們對於劇

本大綱的想法

6/12

與學員討論劇本

討論與修改劇本

6/29

演後感想聊天會

瞭解學員對於本次

劇場的看法



故事簡述

銀銀共創目的性之體現

執行結果

• 增加長者休閒活動類型，提升互動機會，

促進多元參與。

• 成為網絡節點，拓展人際關係。

• 有能長者藉由活動幫助其他長者，感受自

我價值。
林

忍

菁

如

嬿

雲

月

秀

鳳

雀

惠

芬



劇場效果 劇本集創與戲劇表演

集創到轉譯間的成效與問題



跨區銀銀共創的社區劇場反思

• 透過網絡連結引來許多有才樂齡人士，能彼此補位、角色轉換，互相協助，展現銀銀共創

的潛力。

• 但在有限時間內，既要透過集創流程來倡議居民發聲，同時提供個體的表演學習，則未必

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 須思考學員主體性與參與意圖差異性。



前草區社區劇場實踐－
公共性、藝術性與娛樂性的拉扯和調解

● 緣起：前鎮草衙我家的事(2019，衛武

營)

● 本事：前草三代人的故事，他們如何

在城市中安家並賦予其所居住地點以

意義。

● 隱密的符號：過去的白色恐怖、現在

的太陽花/雨傘運動、未來智慧科技發

達下遭受工傷卻仍沒錢做手術的勞工

● 觀眾回饋：

「你們的前鎮，讓我看得很不忍。」

「這些國中生真的知道他們在演甚麼嗎!?」

「我們也想要演這樣好看的戲!」



鎮陽社區發展協會

● 會員眾多、志工團龐大、服務範圍擴及19里的大型

社區發展協會。

● 1995年成立，辦公室位於銀座街。

● 社區照護關懷據點設置在前鎮國小，主要辦理千歲

小學堂的動靜態課程，以及社區共餐和送餐。近期

在銀座街的巷弄長照站即將開幕。

● 志工團組成的表演團體相當活躍，頻繁代表前鎮區

參與各種活動。

● 核心志工才能參與社區劇場，與本團隊合作前，已

獲文化局社造點計畫補助製作五部社區劇場。

● 2021年至2023年與前草團隊合作至三部戲。

● 共創模式 : 理事長定調主題、前草團隊提供田調和

構想、劇場老師帶領劇本共創與演出設計、大學團

隊居中協助及協調。

● 每年七月至十月，每周四下午三點至五點排練。



2020《褪色銀座街》vs.《十月銀座街》

阿香和阿鳳是屏東鄉下一起長大的好朋友，阿香

為了家庭嫁給老兵，阿鳳則到高雄學美容而各奔

東西。之後因緣際會重逢在前鎮銀座街，並都找

到屬於自己的幸福人生，約定在銀座街互相扶持。

秋紋和水艷這對情敵，在失去共同所愛的男人後，

一起相互扶持撫養孩子。水艷的兒子高雄與其妻淑

卿對學校教育有不同看法，他們的女兒芝米仔也無

法適應學校各種規定，想要逃離到外太空，又捨不

得離開銀座街。

回想銀座街盛況vs.再現銀座街盛況
演員即興演出vs.人與空間的即興關係
興仁公園舞台vs.外地人在銀座街演出

打開銀座街、建立信任關係、凝聚
姊妹情誼。但劇場老師不滿足…



2021《慈母淚痕》與2022《相會前鎮港》

一位長期蒙受家庭暴力對待的女性，在遭逢兒子失蹤、

丈夫過世後，透過在銀髮農園耕作而逐漸療癒、找回

自己，進而投入社區事務、參與社區劇場，成為社區

明星，與過去和解。

前鎮的滋味就是上鮮的海味，加上大家傳承家己

故鄉的滋味，變成予每一個前鎮家庭安心和懷念

的在地好口味。恁講對否？

從懷鄉懷舊、少女圓夢，到接近在地日常現實，故事線也從個人生命故事朝向在地更廣泛

的關懷。大學團隊、劇場老師和志工媽媽們之間形成默契，取得平衡。但「文化局委員說

沒有公共性。」



2023《前鎮踅菜市》

這條街充滿了古早味，也充滿了我們每個前鎮人的回憶，雖

然這條街已經沒有以前的繁華，雖然年輕人都搬出去，留下

一群老人住在這裡，但是，人生70才剛開始，我們決定要老

得很年輕，老得有活力，因為我都吃前鎮三寶!現在就邀請大

家跟我們一起享用前鎮三寶〜魷魚、鮪魚、還有秋刀魚。

● 終於把鎮陽社區劇場拉到銀座街。

● 當劇場在社區裡的生活空間搬演，熟面孔化身

演員粉墨登場時，由於素人演員和觀眾之間包

含著演出之外的關係，形成既陌生又親密的關

係，以非日常的形式提供重新審視日常的機會。

● 然而，參與者對於前草團隊試圖透過社區劇場

「持續打開社區與促使社區接納異質外部」逐

漸感到疲累：「我只想要美美的上台就好」

● 劇場走向公式化與類型化，亦令人不安。



反思

● 社區劇場對「打開社區」與「凝聚內部情感」的效益強大，但也是耗時、資源

密集且不穩定的方式。尤其當劇場的目標超出了純粹的表演和娛樂，涉及更深

層次的社會和文化使命時，可能讓參與者感到壓力。

● 對志工媽媽們而言，參與社區劇場是一種榮耀，同時也尋求「被肯定、被接受」

的安心感。即使知道故事是取材於自身身邊的姊妹，參與者仍傾向扮演一個類

型化的虛構人物，而非真正同理或代入角色之中。

● 前草團隊致力於營造出一個允許即興、包容且調解各種美學與政治衝突的社區

劇場共創空間，但這需要付出巨大的溝通成本。隨著時間推移，當參與者也感

受到負擔並選擇中斷共創之路，我們不禁自我質疑：「這些投入值得嗎？」

「這樣的實踐或研究真的具有共創性嗎？」

● 帶著問號持續思索中。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