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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體報導相關資料(102.01~103.6) 

媒體單位：世界新聞網 

報導日期：2013.01.25 

報導標題：雲林故事館 讓歷史建築重生 

連結網址：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aTaiwannews/22965824/article-%E9%9B%B2%E6%9E%97

%E6%95%85%E4%BA%8B%E9%A4%A8-%E8%AE%93%E6%AD%B7%E5%8F%B2%E

5%BB%BA%E7%AF%89%E9%87%8D%E7%94%9F 

報導畫面：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aTaiwannews/22965824/article-%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E8%AE%93%E6%AD%B7%E5%8F%B2%E5%BB%BA%E7%AF%89%E9%87%8D%E7%94%9F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aTaiwannews/22965824/article-%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E8%AE%93%E6%AD%B7%E5%8F%B2%E5%BB%BA%E7%AF%89%E9%87%8D%E7%94%9F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aTaiwannews/22965824/article-%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E8%AE%93%E6%AD%B7%E5%8F%B2%E5%BB%BA%E7%AF%89%E9%87%8D%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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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雲林新聞網 

報導日期：2013.02.23 

報導標題：雲林新聞網-王冀經木工了得 豐富故事館設備 

連結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q-cDF_KgIpw 

報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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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雲林新聞網 

報導日期：2013.03.05 

報導標題：雲林新聞網-故事館邀洪新富 分享紙藝與故事 

連結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TrQhtY0UjLo 

報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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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大嘴鳥親子教育雜誌 vol.199 

報導日期：2013.04 

報導標題：讓我們出遊去-細細品嘗故事的感動-雲林故事館 

報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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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新唐人亞太台 

報導日期：2013.06.17 

報導標題：1000步的繽紛台灣(40)-- 虎尾(下) 

連結網址：http://ap.ntdtv.com/b5/20130617/video/110693.html 

報導畫面： 

 

 

http://ap.ntdtv.com/b5/20130617/video/1106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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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台灣好新聞 

報導日期：2013.06.19 

報導標題：古蹟虎尾郡守官邸 雲林故事館與總統府一同獲獎 

連結網址：http://www.taiwanhot.net/portal.php?mod=view&aid=30207 

報導畫面： 

古蹟虎尾郡守官邸 雲林故事館與總統府一同獲獎 
2013-6-19 19:51 

雲林中心／雲林報導 

雲林縣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獲文化部肯定，雲林故事館與總統府、勸業銀行舊廈等國定古蹟一同獲

得「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獎勵計畫」獎項，縣長蘇治芬表示，雲林故事館也是農博亮點，

該獎項肯定雲林縣政府致力保存縣內古蹟、歷史建築的努力。 

 

文化部訂定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評鑑獎勵計畫，目的是效宣導公有文化資產管理維護觀

念，以及勉勵管理機關積極維護公有文化資產，此次全國共有七處古蹟、歷建獲獎，包括總統府、

勸業銀行舊廈（前土地銀行總行）、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現交通部）、新竹市辛志平校長

故居、嘉義市史蹟館、澎湖廳長宿舍，而雲林縣歷史建築雲林故事館（虎尾郡守官邸）也名列其

中。 

 

虎尾郡守官邸（雲林故事館）位於虎尾鎮林森路和公安路路口，是日治時期虎尾行政官階最高的

「屋敷」，意即高級別墅，期間共有七任郡守在此居住，2007年委託雲林故事人協會營運該館舍，

有效宣導公有文化資產管理維護，成為雲林縣民常駐足的景點，也是愛好歷史建物的人士，一定

要參訪的建築，為地方帶來不少經濟效益。 

 

縣長蘇治芬指出，今年雲林故事館榮獲文化部評鑑為「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評鑑計畫」獲

獎單位，成為公私部門協力保存活化文化資產的最佳典範。文化處表示，雲林故事館在 2007年於

雲林國際偶戲節首次開放，經過多年規劃、設計、施工及經營活化，日治時期虎尾郡守官邸轉型

成雲林人文活化新亮點，成為雲林第一座歷史建築再利用的經典案例。 

 
 

http://www.taiwanhot.net/portal.php?mod=view&aid=30207
http://www.taiwanhot.net/data/attachment/portal/201306/19/195054o3zt3uhhfhfpdpfp.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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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大紀元 

報導日期：2013.06.19 

報導標題：維護文化資產 雲林故事館獲獎 

連結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3/6/19/n3897681.htm 

報導畫面： 

維護文化資產 雲林故事館獲獎 

【大紀元 6月 19日報導】（中央社記者江俊亮雲林縣 19日電）雲林故事館獲文化部「公有古蹟

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獎勵計畫」獎勵，明天將接受文化部頒獎表揚。 

雲林縣政府今天表示，原為「虎尾郡守官邸」的雲林故事館，是雲林縣歷史建築，興建於日據時

代大正 12年（西元 1923年），也是日據時代虎尾行政官階最高的「屋敷」（高級別墅）。 

雲林縣政府指出，「虎尾郡守官邸」共有 7任郡守居住過，這棟歷史建築於 2007年委託雲林故事

人協會營運，成為縣民常駐足的景點。 

文化處長劉銓芝表示，「虎尾郡守官邸」於 2001年登錄為縣定歷史建築，2007年轉型為雲林故

事館，成為雲林第一座歷史建築再利用的案例。 

劉銓芝指出，這次獲獎的 7 個單位包括總統府、勸業銀行舊廈（前土地銀行總行）、台灣總督府

交通局遞信部（現交通部）、新竹市辛志平校長故居、雲林故事館、嘉義市史蹟館、澎湖廳長宿

舍。 

文化部將於 20日在位於台中市的文化資產局，舉辦「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獎勵計畫」頒獎

典禮。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6/19/n3897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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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NOWnews  

報導日期：2013.06.20 

報導標題：雲林故事館地方新亮點與總統府一同獲獎 

連結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

A8%E5%9C%B0%E6%96%B9%E6%96%B0%E4%BA%AE%E9%BB%9E%E8%88%87%E7

%B8%BD%E7%B5%B1%E5%BA%9C-%E5%90%8C%E7%8D%B2%E7%8D%8E-101855653

.html 

報導畫面： 

雲林故事館地方新亮點與總統府一同獲獎 

NOWnews – 2013年 6月 20日 下午 6:18 

〔記者王同成／雲林報導〕雲林縣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獲文化部肯定，雲林故事館與總統府、勸業銀

行舊廈等國定古蹟，一同獲得「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獎勵計畫」獎項，將於二十日於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頒獎。 

雲林縣長蘇治芬表示，近年來縣府致力於古蹟、歷建的修復及活化利用，改善全縣的文化、生活素

質，能夠獲獎、而且是與總統府一同獲獎，這是雲林縣的驕傲，雲林故事館也是二 O一三年農博亮

點，邀請全國十二月二十五日一同來雲林，見證雲林在文化保護活化、農業發展上的努力。此次獲

得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獎勵的單位，除了雲林故事館，還有總統府、勸業銀行舊廈（前土地

銀行總行）、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現交通部）、新竹市辛志平校長故居、嘉義市史蹟館、

澎湖廳長宿舍。 

虎尾郡守官邸（雲林故事館）位於虎尾鎮林森路和公安路路口，是日治時期虎尾行政官階最高的「屋

敷」（意即高級別墅），期間共有七任郡守在此居住，二 OO七年委託雲林故事人協會營運該館舍，

成為雲林縣民常駐足的景點，也是愛好歷史建物的人士參訪的建築，為地方帶來不少經濟效益。 

縣府文化處長劉銓芝表示，二 OO一年雲林縣政府將虎尾地區三處重要官方機構登錄為縣定歷史建

築（虎尾郡守官邸、虎尾郡役所、合同廳舍），於二 OO六年獲文化部補助修繕後，二 OO七年於雲

林國際偶戲節首次開放，經過多年規劃、設計、施工及經營活化，日治時期虎尾郡守官邸（雲林故

事館）轉型成雲林人文活化新亮點，成為雲林第一座歷史建築再利用的經典案例。 

 

 

 

 

 

 

 

 

http://tw.news.yahoo.com/%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E5%9C%B0%E6%96%B9%E6%96%B0%E4%BA%AE%E9%BB%9E%E8%88%87%E7%B8%BD%E7%B5%B1%E5%BA%9C-%E5%90%8C%E7%8D%B2%E7%8D%8E-101855653.html
http://tw.news.yahoo.com/%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E5%9C%B0%E6%96%B9%E6%96%B0%E4%BA%AE%E9%BB%9E%E8%88%87%E7%B8%BD%E7%B5%B1%E5%BA%9C-%E5%90%8C%E7%8D%B2%E7%8D%8E-101855653.html
http://tw.news.yahoo.com/%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E5%9C%B0%E6%96%B9%E6%96%B0%E4%BA%AE%E9%BB%9E%E8%88%87%E7%B8%BD%E7%B5%B1%E5%BA%9C-%E5%90%8C%E7%8D%B2%E7%8D%8E-101855653.html
http://tw.news.yahoo.com/%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E5%9C%B0%E6%96%B9%E6%96%B0%E4%BA%AE%E9%BB%9E%E8%88%87%E7%B8%BD%E7%B5%B1%E5%BA%9C-%E5%90%8C%E7%8D%B2%E7%8D%8E-101855653.html
http://www.no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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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自由時報  

報導日期：2013.06.20 

報導標題：善用歷史建築 雲林故事館獲獎 

連結網址：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n/20/today-center6.htm 

報導畫面： 

善用歷史建築 雲林故事館獲獎  

 

雲林故事館入選文化部「公有古蹟歷史建

築管理維護獎勵計畫」。（縣府提供）  

與總統府等七處  今獲表揚  

〔記者林國賢／虎尾報導〕虎尾鎮日治時期郡守官邸變身的雲林故事館，入選文化部「公有古蹟

歷史建築管理維護獎勵計畫」，與總統府、勸業銀行舊廈等國定古蹟廿日接獲表揚。縣長蘇治芬表

示，這獎項肯定雲林縣政府對保護縣內古蹟、歷史建築的努力。 

今年入選公有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評鑑獎勵計畫，共有七處，包括總統府、勸業銀行舊廈（前土

地銀行總行）、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現交通部）、新竹市辛志平校長故居、嘉義市史蹟館、

澎湖廳長宿舍，與雲林故事館。 

文化處長劉銓芝表示，二○○一年縣政府將虎尾郡守官邸、虎尾郡役所、合同廳舍等三棟建築物，

列為歷史建物，二○○七年雲林國際偶戲節首次開放，之後轉型為雲林故事館，已成為雲林縣最受

親子歡迎場館，也是使用率最高歷史建築之一。 

雲林故事館位於虎尾鎮林森路和公安路路口，是日治時期虎尾行政官階最高的「屋敷」（意即高級

別墅），共有七任郡守在此居住，見證日治時期地方發展，現在則是親子聽故事、說故事，夢想起

飛的園地。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n/20/today-center6.htm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IService3/newspic.php?pic=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n/20/images/bigPic/80.jpg


32 

 

媒體單位：雲林新聞網 

報導日期：2013.07.17 

報導標題：雲林新聞網-借鏡雲林故事館 打造二崙故事屋 

連結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ARV86VQBDC8 

報導畫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RV86VQBD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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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雲林新聞網 

報導日期：2013.07.23 

報導標題：雲林新聞網-認識地方產業 製作甘蔗手抄紙 

連結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eboxuptv10w 

報導畫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boxuptv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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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大愛新聞 

報導日期：2013.08.29 

報導標題：雲林新聞網-舊官邸變故事屋 凝聚社區人情濃 

連結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76tITNWePn8 

報導畫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76tITNWePn8


35 

 

深度地方文學林沈默開講 

報導主題：深度地方文學林沈默開講 

報導媒體：大紀元網路新聞 

報導日期：2013 年 11 月 3 日(日) 

報導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3/11/3/n4002071.htm?photo=2 

 

 

 

 

 

 

 

 

 

 

 

 

 

 

 

 

 

【大紀元 2013 年 11 月 03 日訊】（大紀元記者黃欣玥雲林虎尾報導） 

現代詩人林沈默於 11 月 3 日下午受邀在雲林故事館展開一場深具地方文學深度的講座：我詩予你看

──台語文學的人與土地關懷。講座並由許立昌先生擔任引言人。林沈默老師從雲林地方唸謠的書

寫分享談到《夭壽靜的春天》的挑戰。現場擠滿了愛好台文的鄉親仔細聆聽關心母語、關心台灣土

地的林沈默，以親切的母語分享這幾年走過的心路歷程。 

林沈默出生於雲林斗六西瓜寮，從小跟父親林天助學台語漢文，高中、大學開始辦詩刊，大量創作

華語詩。文化大學畢業，專心書寫鄉土小說以及台文現代詩。他說：「能回到自己的故鄉演講，這是

出外遊子的夢想」。林沉默曾經花十年的時間撰寫《念故鄉──台灣地方念謠》台語三字經，他認真

考察記錄下台灣 309 個鄉鎮的民俗風情。現場同時也跟來賓分享他的新書《夭壽靜的春天》，這是一

本藉由詩文、插圖、朗誦等元素的結合，於欣賞插畫聆聽吟讀的同時更讓人對每首詩裡嶄新優美的

配樂讚嘆不已，因為每首詩的背景音樂都是作曲者配合詩的內容精心創作，期盼能吸引更多廣大讀

者的欣賞與認同，從現場熱烈的購書看來，相信這是一本所有關心台灣土地的有心人值得收藏的一

本詩集。 

 

林沉默對台文詩的推廣不遺餘力，主要來自對台灣這塊土地的一分熱愛，他的詩裡可以看見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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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原住民和海洋……等的深情關注，他堅持以台文表達對人與土地的熱愛；他認為語言不僅是

溝通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當世界上許多物種跟許多文化母語都在漸漸消失的同時，一股強烈

的使命感讓深愛土地與人文的他朝向成立福老委員會的目標努力，希望能有系統的完整的保留母語

文化並發揚光大 

------------------------------------------------------------------------------------------------------------------------ 

唐麗芳活化雲林故事館 

報導主題：唐麗芳活化雲林故事館 

報導媒體：非常木蘭 

報導日期：2013 年 12 月 18 日(三) 

報導人：傅智恆 

報導網址：

http://www.verymulan.com/2013/12/%E5%94%90%E9%BA%97%E8%8A%B3%E6%B4%BB%E5%8C

%96%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 

 

 

 

 

 

 

 

 

 

 

 

 

 

 

 

 

 

 

 

 

「各位叔叔、阿姨好，歡迎來到雲林故事館！」一位熱情的故事館員正在接待參觀團體，她不僅十

分年輕，且是正職員工。相對於多數的展覽館舍只能依靠志工服務，協助營運，雲林故事館不僅有

在地居民的支持，更提供雲林年輕人返鄉就業的機會。 

 

http://www.verymulan.com/2013/12/%E5%94%90%E9%BA%97%E8%8A%B3%E6%B4%BB%E5%8C%96%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
http://www.verymulan.com/2013/12/%E5%94%90%E9%BA%97%E8%8A%B3%E6%B4%BB%E5%8C%96%E9%9B%B2%E6%9E%97%E6%95%85%E4%BA%8B%E9%A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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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創館人唐麗芳表示，希望「給他們最好的。」透過她的努力，故事館從開幕時每日 22 人的參

訪量，到目前已可達一千人，這顯著的改變，與她致力為在地民眾打造的幸福未來有關。 

 

人氣匯聚     老建築新生 

雲林縣虎尾鎮得天獨厚的保留了數棟日治時期的老建築，包含合同廳舍、虎尾郡役所和郡守官邸，

並在 2001年登錄為歷史建築，郡守官邸同時被定位作為「雲林故事館」。 

唐麗芳最初應女兒之邀，至她就讀的小學說故事，台下炯炯有神的目光，成為她的養分，她知道自

己擁有了正向的影響力。於是她開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學習如何說故事，也培訓志工，甚至成立了

「雲林故事人協會」。 

故事愈說愈精彩，聽眾愈來愈多，苦無適當場地，她四處為孩子們尋求適合聽故事的空間，這和故

事館的定位不謀而合，便承諾接下了故事館的營運工作。但直到 2006年，雲林縣舉辦偶戲節，她受

邀講述偶戲的故事，故事館才首次開放。 

故事館建築空間具日式風格，初期內部並無任何擺設，她只好四處張羅，詢問志工家中是否有和式

桌、或是有椅子可提供？還借來了盆栽、字畫，一點一滴拼湊，而構成優雅的館舍。唐麗芳也和小

學合作，請小學生製作祈晴娃娃來妝點門面，並邀請居民繪製自己的現代生肖故事，讓館內氣氛活

絡起來。 

對於戶外空間，唐麗芳更是毫不輕忽，想方設法邀請當地居民來參與美化。後院的林木與走道區塵

土飛揚，當時她邀請居民，每人負責認養一小塊土地，種植自己喜愛的美麗植物，她期望藉此方式

讓一些一般人少有機會進入郡守官邸的鄉親，因為這個「非常」想法，而在這裡留下足跡。果然經

常有小孩帶著父母來參觀，並開心指著祈晴娃娃炫耀說：「那是我做的！」居民也常來澆花、施肥，

讓這裡在開館前已生機蓬勃，人氣滿點。 

栽下種子 夢想發芽 

開館之初，曾有蘭花攤販大喇喇在門口做生意，唐麗芳好言勸說請對方移至對街。過程中聊得愉快，

雙方竟變成主客關係，從買花賣花，到邀請花販來館裡擔任講師，分享種植蘭花的心得。像這樣雙

方互惠互助的故事，在館內不斷上演。 

一路實驗性地走來，故事館已營運六年，目前每週六日都有館舍導覽與不同主題的故事饗宴，有時

是作者來說書講人生，有時是演戲傳幸福。六週年館慶更是慎重規劃故事團圓飯。聽故事的孩子長

大了，也愛回來說故事。 

唐麗芳希望幸福的經驗不僅留存在每個人腦海中，更能夠將幸福散播得更廣，因此每年皆有繪本製

作培訓課程，教民眾一筆一畫將自己知道的故事呈現在紙本上。結訓後，經過評審委員的檢視，每

年出版八到十本書，再啟動「走讀雲林」計畫，讓作者親自帶領聽眾到故事現場，娓娓道出自己的

生命經驗，由素人傳播在地的幸福。 



38 

 

她更放眼國際、展望未來，將出版的繪本雙語化，還進行電子書及動畫的製作，也在故事館講述外

國的故事，並且從事關注環保事務的甘特寓言種子教師培訓。在地人因此產生緊密的連結，也吸引

許多外地人專程來雲林聽故事，未來更希望能與國際接軌，讓各種幸福的故事能繼續傳承，這就是

她「在地出發，放眼天下」的理想。 

 非常思考 活化歷史建築 

從毛巾偶、紙戲人、繪本出版等，唐麗芳腦海裡構思出來的創意，常令眾人驚奇，而她心中其實有

一個特別的「九宮格」來概括她的想法，其中包含了文化、國際、虎尾、感動、幸福、臺灣、原創、

在地及素人。她希望能深掘虎尾文化，並發揚至國際，透過在地素人的原創故事，使臺灣成為一個

幸福及感動的島嶼。 

這九宮格概念，就是她做事的準則，開發各種不同的活動及講座，並且透過館員的解說，讓遊客了

解故事館與眾不同之處，參觀者因此絡繹不絕，許多人抱持期待的心情前來，帶著滿意的笑容離開。 

雲林人入場免費，外縣市 12 歲以上參觀者則有自發式 20元「文化資產維護費」，這項收入僅夠支

付一位館員的薪資，其他的營運費用，則靠著不斷去接各種文化性計畫來支應。雖沒有認養者，靠

著被吸引而來的人，一句句：「我可以來做一點什麼？」「我想要來提供一點什麼？」勞務的交換

與回饋，常常勝過其他，也串連了很多台灣精神，找到人的真正價值。 

或許，雲林故事館創造的最大價值，就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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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媒體：壹週刊 

出刊日期：2014年 2月 27日 

報導網址：http://www.eat-travel.com.tw/crazytaiwan/20140227/1933199 

  

專注聽故事 雲林故事館 

然而雲林的故事，不只能用布袋戲來說，一旁的「雲林故事館」，裡頭的在地故事更是豐富。一群志工

帶領在地素人，以雲林鄉鎮為題材，來述說自己家鄉的過往，還自己畫繪本，經過 4 年時間，如今已累

積出版 47冊雲林故事繪本。 

 

 

說故事時間一到，經驗老道的說書人，一見觀眾多為幼兒，就選了來自雲林莿桐鄉的《我的臭阿嬤》，

只見她拿出製作精美的故事箱，邊說故事、邊換圖卡，小孩們或趴或坐在日式榻榻米上、聚精會神聽著

吃莿桐蒜頭讓阿嬤變臭了的有趣故事。 

 

http://www.eat-travel.com.tw/crazytaiwan/20140227/193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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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棟與雲林布袋戲館約莫同年代的虎尾郡役所郡守官邸，是棟純木造建築的古蹟，洋溢濃濃和風，入內

得先脫鞋，屋內一角設有讓小朋友讀繪本的空間，並展示一個個故事箱。志工們有時還會帶著故事箱、

騎著單車，到各社區走讀。故事館的外頭綠樹成蔭，還設置一些小童玩讓小孩玩樂，販賣文創商品及輕

食點心的「咱兜」，提供健康天然的小點心和飲品，讓大人小孩都能輕鬆自在，在這裡享受一個溫韾午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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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媒體：自由時報 

出刊日期：2014年 3月 22日 

報導網址：無 

 

 

 

 

 

報導媒體：GO FARMER 農博誌 04 

出刊日期：2013年 12月 25日 

報導網址：無 

 

 



43 

 

報導媒體：GO FARMER 農博誌 04 

出刊日期：2013年 12月 25日 

報導網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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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媒體：GO FARMER 農博誌 05 

出刊日期：2014年 2月 15日 

報導網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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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媒體：GO FARMER 農博誌 06 

出刊日期：2014年 3月 31日 

報導網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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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雲林新聞網 

報導日期：2014.04.04 

報導標題：走出學校展現褒忠 另類兒童節賀禮 

連結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G2vC55mRs 

報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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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單位：大紀元 

報導日期：2014.05.12 

報導標題：專訪~路寒袖與大地母親-聽塵埃落下的聲音 

連結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4/5/12/n4153467.htm 

報導內容： 

【大紀元 2014年 05月 12日訊】（大紀元記者黃欣玥台灣雲林報導）路寒袖，台中苑裡人。四歲

那年他的母親堅持帶著孩子回到父母居住地，從此卻也離開了她親愛的孩子，失去母愛的路寒袖

在祖母的照顧下依然有著快樂的童年。其實在那個物質條件極為匱乏的年代，供給他成長奶水的

母親是這塊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鄉間田野是他的遊樂場，大自然的溪水石頭是他的童玩，文學的

種子也在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 

早期的房子多半是沒有任何鋪設的泥土地，祖母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灑掃地上永遠掃不乾淨

的灰塵，也把他掃進洗石子光滑平整的媽祖廟大殿，他開始留連廟前，關注這裡的攤位與人物，

跟著祖母參與廟會的各項活動。 

被稱為世界三大宗教活動之一的媽祖廟會活動，在繞境祈福過程中，等候鑾駕的人山人海蔚為壯

觀，時辰一到，夾道的人群全部下跪，連一些外地遊客或不懂民俗站立的少數人，也會在義工的

哨子聲下屈膝，用身心接受民俗活動的洗禮；然後是震耳的鞭炮聲四處響起，震撼的臨場感讓人

激動十分；然而，他最擔心的是身後跪著的婦女，因為心情緊張和激動的氛圍，手上拿著的香會

跟著身體禁不住的抖動，貼在他背後的香火將他的衣服燒得點點破洞，留下的印記就像豐富熱鬧

的民俗傳統影象深深的鐫刻進他的童年記憶裡。 

在三月的媽祖廟廣場前進行著三種不同的演出──歌仔戲、布袋戲和九甲(高甲)南管。雀躍的路

寒袖比任何人都專注在布袋戲的戲碼中，他經常探頭窺視演戲的師傅在布景後方的動作，就算戲

演完了仍然守在後台，直到戲團收拾完畢才戀戀不捨地回家。祖母嘲笑小小年紀的他擔負的任務

好比最後拆除舞台棚子的工人，那裡知道這正是他日後認真謹慎與細膩的寫作態度初露端倪。 

野台布袋戲中的每位師傅都是他文學種子的啟蒙者，更是他日後文學寫作的重要養份來源。戲中

離奇、詭異、奇幻的想像力是如此荒誕不經，至今他還記得主要人物六合善士，以及風塵三俠中

代表道教的的天生散人、代表儒教的賣唱生，和代表佛教的老和尚等鮮明的角色；記憶中許多令

人激賞的台詞，例如老和尚所居住的地方是現代衛星導航無法搜尋，叫作「九彎十八拐鴨母寮豬

哥窟」的地方，而一個人物的名號可以取為「袂出洞門腳步踹一下地球翻三圈」，劇中重要的主

角具備的九層金光體則巧妙的運用晃動五彩布條來表現，……所有種種具體的形象、充滿想像空

間的台詞和故事情節在在令他嘆為觀止，他認為這些奇幻的文學想像力、創造力是絕對不輸給「哈

利波特」和「魔戒」。 

另一個伴隨他成長的是在鐵路局上班的父親所營造的「流動教室」，火車上蒙塵的玻璃窗成了他

http://www.epochtimes.com/b5/14/5/12/n41534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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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父子的黑板，開始漢字和地理的課程；奔馳的列車啟動他的視覺、聽覺與嗅覺，讓他從不同角

度認識自己所生長的環境──濃烈的惡臭是台化工廠的飄煙、香 Q圓熱的是童年美食彰化肉丸、

啜飲從劍井一掬的鼓舞和甜美，有東北季風中浪漫的濃霧籠罩在鐵砧山上的圖畫……在成長的環

境中，他仔細且用心的讀著身邊的一景一物。 

高二那一年他開始接觸有「台灣新文學之父」之稱的賴和，一直浸淫在傳統文學裏的他起了很大

的震撼，覺得必須進一步認識自己所生長的這塊土地的文學發展脈絡，於是他把大部分的生活費

用都拿去買書，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每天只吃一顆牛角饅頭度日，不幸的是過不久就把他的胃給吃

壞了。碰巧某製藥公司舉辦排球賽，凡參賽者都可獲得胃藥及胃乳片的參加獎，於是他半哄半騙

的組建了一支球隊，以首場二比零的成績敗下陣來，順利贏取一大包的獎品，這些藥品稍稍緩解

了他的胃疾，而肉體的病痛讓他更切身的體會時代另一種深沉的覺醒，與疼痛一樣撼動心扉的文

學歷史…… 

賴和生於 1894年，卒於 1943 年，他不僅是位仁醫，也是一位有著民族意識的台灣勇士，他雖然

接受正規漢文及傳統的文學教育，卻不抱殘守缺，他身體力行支持並鼓勵新文學創作。他曾寫過 

「我生不幸為俘囚」、「勇士當為義鬥爭」的詩句宣洩被異族統治下內心的悲憤。如今他寫過的

〈前進〉被鏤刻在八卦山下，在八卦山光影的映照下，賴和的叮嚀永遠留在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

上。他不僅是開啟台灣文學的先驅，也樹立了現代新文學和台文文學的典範。 

 

路寒袖老師。（黃欣玥／大紀元） 

 

身為醫生的賴和視病猶親，受人敬重，愛國反骨的精神卻讓他的生命走得比一般順民還要坎坷，

也為自己帶來牢獄之災，在第二次出獄後的隔年就不幸英年早逝。他出殯那天可謂萬人空巷，那

些患者因為貧窮付不起醫療費用，在他善巧立下的借據中，讓患者一方面感念恩情才又有勇氣繼

續就醫，這些借據則會在過年前全數被燒掉，這份照顧患者尊嚴的善舉和恩情深深感動彰化的鄉

親，從四面八方湧來被他仁心仁術關照過的患者尊他為「彰化媽祖」。 

另一位影響他一生的文學家是楊逵。在日本留學期間一邊送報紙一邊讀書，以一部〈送報伕〉的

小說獲得日本《東京評論》文學比賽第二名，第一名從缺的理由可能是因為日本人不願意把首獎

http://www.epochtimes.com/i6/14051206525523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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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給一位殖民地的台灣人，不過這個獎項至少肯定了楊逵的文學才華。小說的故事內容敘述社會

對立的勞資問題，不公平的壓迫剝削不是來自不同族群，而是來自不同階級的問題。他在小說中

揭示了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觀念，這個徹底浪漫的社會主義信仰清楚的展現在他給孩子所取的名

字，其中以楊資崩最為明顯。 

因噍吧哖事件，日本派兵鎮壓，那時才十歲的楊逵從門縫看見日本強大的兵力，至為震撼，這一

幕使他深刻感受到身為被統治者的無奈和悲哀，心裡埋下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意識。所以當台灣

的農民運動向他招手時，他不惜放棄學業從日本歸國投入農民組合運動中，並從中認識巾幗英雄

葉陶，結為革命鴛鴦。在多次行動中他被日本人逮捕進出監獄共十次，但總共也沒有超過一百天；

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國民政府來台後，他因為一篇六百餘字的〈和平宣言〉，竟被判刑 12年！他多

次自嘲這是一篇全世界稿費最高的文字，得以免費獲得政府提供食宿溫飽 12 年。以今天的眼光來

看這篇文字，充其量只不過是國父三民主義思想民主政治基本概念的詮釋。 

就像魯迅的棄醫就文，楊逵雖然求仁得仁，但也給他的孩子帶來災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

政治犯的家屬更值得尊敬，既要躲避當局的關注，也在沉重的政治包袱下困苦謀生。楊逵面對所

有迫害和不順遂下始終不為外境所動，對台灣文學的推動不遺餘力，他將魯迅的文字翻成日文，

以方便更多接受日文的台灣人閱讀，他對生長的土地傾注滿腔的熱血和理想抱負，都在字裡行間

表露無遺。 

路寒袖在高中畢業那年拒絕聯考，認真思考如何為自己的文學路釐出一個正確的方向。因緣際會

的跟楊逵在「東海花園」有四個月的朝夕相處，他跟楊逵不僅是前輩與晚輩的關係，後來娶了楊

逵的孫女又成為親戚。共處的歲月中他深入了解一位在大地上耕詩的作家，宛如一朵壓不扁的玫

瑰，永不放棄心中堅持的公理正義，他感受到文學家對家國民族的熱愛，看見這塊土地被統治壓

迫下讓人陷入困難的呼吸，高尚的情操和堅持的行動有別於文字之外的教化，讓他對土地與民族

有另一番深刻的感知。 

賴和和楊逵對路寒袖正在摸索的人生方向與文學之路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作家的高風亮節正是

文人所追求的境界，被統治的不平與吶喊，讓大學時期的他從杜甫的一首《佳人》的詩句裡摘下

「寒袖」兩字做為筆名。 

對於我們生長的土地，經常會因熟悉反而不曉得如何表現這份感情，既像紙短情長，又彷彿任何

文字都意猶未盡。吸吮著前人為台灣文學努力所留下的果實，路寒袖對自己生長的地方有著澎湃

的深情，深遠的寄望，熾烈的理想，這些都無形成為他所背負的使命感。所有從這塊土地吸收的

許多養份都會一一回饋在文字中。從他對台語歌層次提升的願景，身體力行在台語歌詞的創作，

從歌詞營造的意境配合優美的旋律都成為自己感情的寄託。路寒袖的選舉歌更開創了許多屬於本

土的流行用語，充分流露出對未來美好的憧憬與希望。他親眼見證台灣土地上政治的現實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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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慨一群充滿熱情的好人聚在一起時卻做起壞事來。不過，就算台灣的自由民主走得如此坎坷，

他依然把對地方的感情、對人世的浮沉、對自然的歌詠都透過相片與詩篇呈現感性的抒發。 

年輕就展露文學鋒芒的詩人，以三十餘年的歷練把他對土地真摯深沉感人的情懷，以寫情詩般記

錄在他的新書裡。關懷本土的同時也將視野領向國際，所以繼他的三本攝影詩文集《走在，台灣

的路上》之後，他持續用腳走出對土地的愛，用相機記錄對台灣的感情，用詩寫出對台灣的依戀；

他將本身特有的細膩與慈悲化成文字、譜成詩篇，把理想和意念融進每塊走過的土地上，他的腳

印踏過台灣的北、中、南部，這些耀眼的花朵集結成他的新作──《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書

中有各地地理與人文風光，有對社會的關注與期待，有他的溫柔和感慨，有他的低吟和冀望。他

之選擇用詩表達對土地的感情，不僅因為詩是音樂性最強的文學，也是另外一種影像的重現；詩

是會跳舞的文字，詩是用文字在畫圖，於是他用詩跟影像描繪這個美麗有情的寶島。 

在踏進有九十年建築歷史的虎尾故事館時，工作人員交給每人一把鑰匙，這把鑰匙讓我們開啟詩

人對土地蘊藏的濃情密意，忘情聆聽詩人走在台灣文學路上，也靜聽塵埃落下的聲音…… 

 

踏進虎尾故事館時，工作人員交給每人一把鑰匙。（黃欣玥／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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