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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故事去旅行
唐麗芳 雲林故事人／雲林故事館 創辦人

前言

雲林故事人相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故事，每

一個人都有故事，而每一個故事都很特別。自

2002 年起雲林故事人鼓勵大家寫故事，創作屬

於自己的一本書—《我的布庫》，至今已經出

版140餘本中、英、客、臺、印尼文的圖畫故事。

受到《紙戲人》這本書的故事啟發，當一本本素

人們創作的獨一無二私房繪本出版後，故事人就

會騎著腳踏車，跟著故事去旅行。而這一本本充

滿泥土芳香的故事繪本，就像走在臺灣這片沃土

的故事地圖，也像路標指引大小朋友走訪故事現

場。

自 2010 年起，藉由《我的布庫》社區繪本

創作培育計畫，雲林故事人團隊，開啟騎著古老

雙管的腳踏車，載著當年剛出版的繪本及故事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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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糖，跟著故事去旅行的傳統。為了應證書上的

情節而走讀故事現場，同時，可以看見原本沒看

見的在地知識，還能聽見在地的聲音。

故事的呼喚

走讀到雲林大埤鄉的三結社區時，我們被空

氣中瀰漫的稻香以及金黃色的稻浪給吸引了。不

遠處看見有位老農夫頂著大太陽，拿著鐮刀頂著

大太陽在田埂邊割稻，他的背影是雲林鄉間最動

人的風景。故事人團隊，停下腳踏車寒暄並聽他

守護土地的用心，以及他感嘆後繼無人的無奈心

聲，我們在田邊為他說故事，並抓一把故事棒棒

糖送給他。他那佈滿皺紋黝黑的臉頰，露出燦爛

的笑容，手拿著棒棒糖，兩行老淚不聽使喚地往



臺灣出版與閱讀

142

下流著。這位老農讓我們見證，農夫將一生的青

春歲月，用來耕種及守護土地。

雲林大埤鄉有臺灣「酸菜的故鄉」之稱，我

們跟著《溪河擁抱的西勢潭》這個故事，來到西

勢社區活動中心，為村子裡的老人家及小朋友說

故事。隔天一大清早，看見在村子的外圍，有一

群戴著斗笠的女工，一股濃郁的酸菜味，指引著

我走向她們。走近時，大家唰、唰、唰不停地剪

著酸菜，其中有一位歐巴桑指著我說：

「妳不是昨天晚上說故事的那位老師嗎？」

「她講的故事很好聽哦！」

我還來不及回應，另一位女工就接著問：

「有多好聽？要不說一個來聽看看？」

於是我就講了一個發生在二次大戰期間，有

關美軍和臺灣士兵真實的故事。

大家聚精會神地聽，剪酸菜的聲音成為我說

故事的配樂，故事說完時，她們放下剪刀，用穿

著棉手套的雙手鼓掌，這是我聽過最特別的掌

聲。臨走前，我邀約大家有空來雲林故事館聽故

事，當時一位女工回答說：

「像我們這款歹命人，哪有美國時間去聽故

事！妳若有閒，就要常來講古給我們聽。」

這段話呼喚了我，持續騎腳踏車到處說故事。

雲林故事人，常在走讀途中遇見令人難忘的

故事。跟著《黑肉阿嬤，花生幸福了》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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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北港劉厝社區，當地村民們在故事主角黑肉

阿嬤家的門口埕，全神貫注聽著阿嬤的孫女說故

事。年近八旬的黑肉阿嬤，內心無比的激動，臉

上洋溢著幸福。

黑肉阿嬤沒有上過學，大字不識幾個，竟能

在幾十年前，把臺灣花生賣到日本，種植、買 

賣、加工、生產全部一把罩，她的風範啟發後 

代，成為臺灣第一家用電腦挑揀花生的工廠。 

在雲林莿桐鄉一個沒有便利商店或超市的社

區，在《移動超市六七十項》作者的鄰居三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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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埕，說著臺灣早期，甚至現今在偏鄉仍然到

處可見的行動菜車的故事這些年長的叔叔阿姨

們，講的不只是雲林莿桐鄉北漂女青年的童年記

憶，而是，也是許多臺灣人共同的記憶。這本書

出版後，故事人走讀到作者居住的社區說故事。

人們聽到他們鄰家的小女孩長大返鄉後寫的

故事後，人有感而發說：

「那就是阿桐啦，他不只賣菜，他也常常幫

忙帶一些我們需要的東西，如止痛貼布、拜拜要

用的貢品或金紙等，還好當年阿桐沒有去臺北打

拼，他留下來為我們服務，他就像是我們的土地

公一樣地照顧我們。」這個真實的故事，聽在大

家的耳中，格外的溫暖，行動菜車帶給偏鄉社區

的幸福，還有的人情味，是許多臺灣人共同的記

憶！

旅行中的各式美食

《土豆糖》的作者三代都種花生，為了讓大

家感受原汁原味的道地花生糖好滋味，作者使用

臺語文創作並加上有趣的插畫，詮釋花生糖的魅

力。

作者特別安排在她所任教的小學說故事，在

教室裡她準備炒花生糖的鍋、鏟、盤及船型的刀，

就是為了要讓每個人都能看見並體驗製作土豆糖

的過程，體驗一場別開生面的聽與說故事的經驗。

書上說的「芳味芳到逐厝間」的感官印象，

在場的人都可以聞、摸和吃得到故事，真是超級

有感的走讀行腳！相信聽聞的大小朋友，都能串

連傳統送神節慶，準備香噴噴的花生糖，給灶神

帶給玉皇大帝及眾神明。而全身感官的沉浸式閱

讀，配上香氣逼人的道地零嘴，舌尖上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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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們一再流連難忘的旅程。

相信大家都有吃過地瓜球，但是可能很少人

吃過，用雲林水林鄉臺 57 號地瓜加橘子皮做的

地瓜球。《橘子地瓜球》的作者是水林媳婦，她

創作這個圖畫書，作為想念阿嬤的一種方式。跟

著故事到雲林的水林鄉，除了說故事外，還邀大

家一起動手做橘子地瓜球。水林地瓜加了橘子皮

做的地瓜球，果然不一樣！這個色、香、味俱全

的橘子球，讓大家驚豔！故事走讀團隊也一起下

田去採地瓜。你想知道為什麼水林鄉的地瓜會特

別香甜嗎 ?來一趟走讀故事現場，便能揭曉喔。

省思旅行所聞

《祕密隧道》作者用故事書，引領讀者來到

聞名國際的巨星鄧麗君的出生地褒忠鄉田洋村走

訪，房東奶奶拿著接生小鄧的那把剪臍帶的剪刀

話當年，現在他們一家人住的三合院，成為鄧麗

君紀念館。鄧麗君的出生地，自然吸引了許多人

來這裡懷念巨星，就連村子裡的垃圾車音樂都是

用鄧麗君的歌聲。

褒忠鄉雖然是雲林縣最小的一個鄉鎮，但原

本這裡有一座臥龍山，後來政府興建南北高速公

路時，從斗南到嘉義路段缺土，當年褒忠鄉民就

把整座山剷平賣了，作為南北高速公路雲林斗南

到嘉義路段的填土，這是許多人無法想像，一座

充滿在地人共同記憶的山，就這樣消失了。我們

聽著村民的導覽解說，得知這座山只剩下一個刻

著「臥龍山」三個字的石碑，現今放在虎尾鎮的

同心公園。這段鮮為人知的史實，是 50 年代許

多雲林人的共同記憶，如今只能透過繪本故事中

的情節想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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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雲林最小的鄉鎮，褒忠鄉馬鳴山鎮安

宮是全臺灣寺廟交流的中心，廟公開大門，讓故

事人在廟裡說故事給五年千歲及主委們聽。過程

中大家一起討論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來自全臺各地

的人，慕名而來排隊吃飯。「吃飯擔」始於鄉民 

為了感謝五年千歲遶境消除瘟疫，各村輪流準備

及挑飯菜到田中央，供奉兵馬享用，這個吃平安

的傳統，到底有多少人能夠明白飲水思源的真義？

這個傳統演化至今，當褒忠鄉民還沒把飯菜

擺放好，人們就蜂擁而上，亂成一團要搶吃的，

有人甚至還帶了塑膠袋，想把食物帶回家呢。這

樣的場景，讓善良的鄉民十分錯愕，聽見這樣的

故事，感受傳統文化所面臨的衝擊，讓人們思考

地方文化傳統要如何繼續，這樣的故事可以怎麼

說？

用一整年的時間推廣當年度的作品，例如

到各鄉鎮的學校及社區，辦理「故事團圓飯」、

「與作者有約」、「故事人行動說書」等相關活

動。接著故事人還會整合其他的計畫，如文化部

的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協作平臺計畫，

辦理爬一座故事山等活動。而近幾年因疫情關

係，團隊也曾數位轉型，例如線上說故事或製作

Podcast；也曾透過動畫，電子書等媒介，將在

地特色故事送到各個角落。

故事人帶著故事走讀臺灣，團隊夥伴更積極

地跟各縣市地方文化或社區營造相關的單位合作

交流各自獨特的故事。屏東恆春有一群熱愛文化

的朋友，用月琴即興歌謠說唱地方故事，故事人

則用社區繪本如《虎尾糖都的芳味》、《故鄉的

滋味，尚甜 CD》、《水黃皮》等書，用吟唱說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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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故事，異曲同工又各有特色。

在彼此在一來一往的交流過程中，將臺灣地

方故事及文化用精彩的展演呈現出來。故事人再

邀請這群朋友來雲林故事館說演，我們再將走讀

記事出版，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有機的互動往來分

享故事。

故事箱去旅行—行動故事館

雲林故事人倡議，藉由一只故事旅行箱，收

納與展示在地知識。小小箱子就像一個行動故事

館，隨著團隊走進社區及人們的日常生活。從事

地方文化館及博物館營運的團隊，透過工作坊爬

梳整理獨家的典藏品、招牌故事以及有故事的物

件，拉近人與人及時空的距離，創造集體共同記

憶，共創臺灣文化底蘊，為當代臺灣文化解碼。

臺灣故事旅行箱巡迴展，在 2019 年 518 博

物館日從桃園開展；2022 年從宜蘭博物館巡迴

到各縣市，並在雲林故事館以故事嘉年華的方

式，分享原汁原味的臺灣文化底蘊。故事旅行箱

集結臺灣文化場館，一起交流與展現各自的特色

風格，共同將臺灣的故事地圖拼湊出來。雲林故

事人特別設計不同的主題，如臺語文、竹藝百寶

箱、盒中盒 Bamboo Pop Out 及故事無國界等故

事旅行箱。每一個旅行箱都是獨一無二，故事人

帶著故事旅行箱去旅行，所到之處，故事箱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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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總會和聽故事的人們，產生許多生命共振，

擦出繽紛的故事火花，有說不完的精采故事。

國外的旅行故事

走讀行腳從雲林出發，巡迴臺灣，十幾年來

走也帶著故事到了許多國家。所到之地故事人會

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並整理成一本本的紀錄觀

點，出版後再分享給更多人。

2011、2014 年故事人受邀去馬來西亞，分

享在雲林、臺灣說故事推動閱讀的經驗。《走讀

馬來西亞》記述透過策展、故事說演演講座談、

走讀地理、訪談等方式走讀，交流臺灣和馬來西

亞文化，催化 2017 年馬來西亞長頸鹿故事館。

自2011年，馬來西亞和臺灣故事文化交流，

共有《雲林山海經》、《故事ㄟ厝》兩本繪本是

馬來西亞藝術家—劉啟暉，為記錄這十幾年來

的臺馬故事文化交流而創作，而且也有《走讀雲

林》、《故事ㄟ厝》、《老港是我家》等 3 個故事 

箱，以及長頸鹿故事館故事旅行箱，延續臺灣和

馬來西亞共創共享故事文化的深度和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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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馬來西亞霹靂州十八丁時，當地的導覽

解說員，帶我們走進紅樹林感受這裡的生態環

境、參訪紅樹林窯及坐渡船感受社區的人文樣

貌，並在社區活動中心進行文化交流座談，隔天

早上在社區圖書館說故事。緊湊的拜訪行程，最

不可思議的是，臺灣中原大學喻肇青老師，曾多

次來到馬來西亞協助十八丁進行社區空間營造，

2016 年改造完成後，雲林故事人是第一位在這

裡說故事的臺灣人。

好比跨國文化接力一般，馬來西亞八打靈再

也市議員和馬來社區的朋友，2016 年也組團來

臺灣參訪，並走訪雲林、臺中、桃園、臺北等 

地，《走讀雲林》的作者李順榮，是馬來西亞的

華人，於 2017 年吉隆坡蕉賴十一哩成立長頸鹿

故事館。這十幾年來，雲林故事人不管是帶著故

事去旅行，或馬來西亞跟著故事來旅行，交織出

深具意義的臺馬文化故事地圖，創造兩國人民深

厚的情誼，以及未來共同的記憶，對雲林故事人

而言這是超棒的紀念品！

結語

每一個人都有故事，故事人跟著故事去旅

行，除了遇到本地人，還有來自日本的紙戲人鈴

木常勝先生，也有來自義大利手指偶的偶師馬

可。來自不同國度的友人，帶著故事跟著故事人

一起走讀雲林，發自內心希望可以帶給人們歡

樂，一起送一份溫暖給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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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髮廊的老闆夫婦，聽聞雲林故事人走讀

的溫度，帶著梳子和剪刀，幫聽故事的大小朋友

義剪頭髮。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無論您從哪裡來，儘

管故事形式都不相同，這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的盛事，這也是一場有任務的旅行！

來吧，讓我們一起跟著故事去旅行，只要出

發就會遇見故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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