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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劇場」一堂課：

「聲動人生」的創齡生活福祉初探

陳懷萱　|　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2020 年下半，在疫情相對和緩之際，我在所任教的大學籌劃了一堂以
日照中心為場域的共授新課程，希望能夠帶領不同領域的學生探索戲
劇方法，並以其作為關照高齡長者的陪伴模式。這堂課的名稱「日照
劇場青銀共戲」反映出課程設計藉由學生四次進入日照中心與長者互
動，在日照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創造非日常的「劇場」展演關係，以
「戲劇」互動來打開青銀對話的企圖。

2021年春天，這堂課順利開張，然而，並非照護相關專業領域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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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進入場域的短暫時間中，讓同學與
背景多元、身心狀況與活躍程度不一的長
輩互動並發展關係，則成為展演形式活動
設計的挑戰。第一次站上「日照舞台」的
學生們，在現場帶領所設計的「第一次接
觸」遊戲，即使經過事前排練，肢體、表
達與引導語仍十分僵硬，甚至不敢往前靠
近台下的觀眾，現場大哥大姐反應不一，
互動稀稀落落。

然而台上台下的距離，在節目轉場所安排
的歌手自彈自唱中，開始有了變化。當歌
手唱出台下一位大姐點播的台語老歌，全
場一起聆聽陪著點歌的大姐打拍子，降低
了彼此的生疏感。隨後在師生合唱鳳飛飛
的歌曲〈愛的禮物〉並與長者一一握手致
意中結束。而課程也因為這次的經驗，遂
將大哥大姐在日照中心卡拉 OK 常聽常唱

的歌曲，當作主題來發展互動形式—包括
「真人 KTV」與「歌廳秀」。在疫情升溫、
日照中心關閉之際，在鏡頭前演繹歌曲敘
事、導覽個人防疫生活等任務，也成為學
生們透過音聲展演來創造連結，關照鏡頭
另一端長者的交流「共戲」方式。

事實上，不只這堂課在疫情下發展出新的
線上劇場表演型態；日照中心的合作夥伴
告訴我們，在疫情需要保持社交距離、長
者無法到中心「上課」的情況下，藉由視
訊或電話互動問安，也成為中心照顧工作
者讓長者聽到熟悉的聲音、安撫居家照顧
緊張關係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我在自
身以關懷據點乃至日照中心等活動課程參
與觀察的經驗中也發現，音樂／聲音不只
是課程實作產出成果或是活動的聲景營造
方式，也是健康促進與形塑照顧關係的手

段。 晚 近 Carla Greubel（2020: 78） 的
民族誌研究指出，音樂／聲音的使用對於
長期照顧機構不只是提供個人聆聽以轉換
心情的一種方式；對於機構裡的日常照護
關係而言，音樂聆聽互動的身體經驗可以
映照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共同參與在聲景
之中的集體自我營造過程，同時也是一種
調節與形塑友善照顧關係的機制。

「照顧的日常聲景」也讓我想起某學期在
永和社大的教室裡，一位超過 75 歲的大
哥上了講台，用口琴吹奏出一段日本童謠
的曲調。在這節課主要是請同學們介紹他
們心目中的「傳家寶」。這位大哥分享，
手中這把小心保存的蝴蝶牌口琴是父親留
給他的紀念，每次吹奏樂曲時就會想起童
年時期父子相處的情景。在場來自不同的
成 長 背 景， 年 齡 從 50 歲 到 80 歲 橫 跨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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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的同學們，開始聊起了各自兒時常聽
的童謠、學校音樂教育體驗的種種，頓時
間教室成為不同人時空記憶相遇、相互關
照的空間。樂音的體驗，不只召喚生命情
感經驗記憶，作樂的機制更創造出每個人
以自己的聲音與他人對話連結的方式。也
因如此，從 2017 年我開始在社大開設課
程以來，音聲活動就是我用來觀察與了解
當前中高齡族群看待老年的各種觀點，探
索各種人生故事的重要途徑。

對於各自成長環境不太熟悉的師生，在交
談聲中藉由交換與分享這些個人的生活場
景與回憶，開始建立自己與其他人、不同
時代與生活背景的連結，使得這堂課成為
生長於不同時代學員之間發展「共鳴」關
係的相遇之所。在教室現場，同學們藉由
樂音相談「喚出」自身片段的生命經驗記

憶與週遭世界創造連結，也成為彼此關照
與交換老年人生觀點的「合奏曲」。對於
來社大上這堂課的學員來說，學習的理由
往往來自於自身生活對於面對老年所產生
的各種心理調適與社會連結需求。尤其在
社會上仍對「老後生活」存在刻板印象、
視高齡為沈重待解的「問題」之際，透過
課程設計以藝術發聲，藉由聲音／音樂活
化記憶，來探討老年社會文化脈絡的觀察
點，從個人對人生的「創作」演繹到藉由
傾聽彼此生命敘事來產生相互看照的連結
方式，一方面為這群終身學習實踐者創造
表達舞台，另一方面更容易藉由這些相對
「軟性」、「輕鬆」的敘事表達，從聆聽
的參與中，開展自身對於高齡議題的多元
視野。

近年來，不管是從以成人學習為社區實踐

導向的社區大學，或在是以高齡教育為導
向所推動的樂齡學習中心或長青學苑等教
育、社政、民間不同部門組織開辦的課程
中，都可以看到藝術相關課程蓬勃發展。
有別於過去著重在生理健康的照護，藝術
與人文活動作為「創意健康」（creative 
health）範疇，即藉由創造身體感官經驗
的作用與關係的連結，來發揮促進身心健
康與社會融入的作用。從樂齡團體到失智
長者，運用音樂歌曲作為活躍老化的表達
性藝術活動，已成為常見的課程活動。

這樣的發展也回應 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提
出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觀念作為老
年健康政策的目標，主張藉由持續的參與
社會、經濟、文化、靈性與公民事務，促
成老年獲得最適化機會，進而提升老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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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的 品 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創 意 高 齡
（creative aging） 的 概 念 也 被 納 入 活 躍
老化政策的附加條文中，著重在生命光譜
上藉由參與藝術活動激發創造力對於營造
老 年 生 命 意 義 的 重 要 性。 事 實 上， 歐 美
各國自 1970 年代以來，即將藝術視為驅
動個人與社區健康老化，促進老年社會參
與的媒介，發展的型態多元，有的著重藝
術教育家的培力、有的則強調參與式創作
的過程。在此脈絡下，創意高齡概念由美
國 精 神 科 暨 老 人 學 專 家 Gene D. Cohen

（2001, 2006）經過多年研究觀察所提出，
強調高齡者仍能藉由藝術活動與各種社會
參與的行動來激發大腦運用創造力，統整
其生命經驗，延緩老化，進而促進自身老
年福祉。

尤 其 在 人 口 高 齡 化 成 為 全 球 重 要 課 題 之
際，用藝術創意來「顧健康」的效益也開
始受到關注。流行病學與健康照顧領域的
學者 Fancourt 與 Saoirse 在世界衛生組
織 2019 年發表的一份長期研究分析報告，
證實了藝術參與有助於長者健康與福祉的
發展，反映出藝術創作與參與對於高齡服
務領域的價值與潛力（Fancourt and Finn 
2019）。在臺灣，《安可人生》雜誌即以

「創意高齡」作為品牌經營重點，定義「創
齡」為「以『年齡』為核心，藉由音樂、
電影、文學、戲劇、舞蹈、美術等」藝術
活動引發創造力來開闢社會思考與實踐活
躍老化的行動（邱詩琁 2019：5）。2020
年，《安可人生》更借鏡英國籌辦創齡藝
術節的經驗，串連臺灣表演藝術團體與藝
文場館，開辦了全亞洲第一場「創意高齡
藝術節」，除了舉辦熟齡為主要對象的藝

文活動工作坊，並且也藉由大型論壇與全
臺創齡小聚打開藝術與高齡照顧服務跨領
域連結的可能性。在聚焦熟齡的新媒體平
台與藝術節系列活動的推展下，藝術創齡
的展演也成為翻轉社會對高齡刻板印象，
促進老年生活社會參與的高齡服務行動。

如同 Tolstoy 在 What Is Art? 一書中提到，
藝術創作開始於人們用不同的外在符碼—
包括文字、聲音、色彩、動作等表述情感
經驗等，有近乎宗教的神聖功用。他認為
藝 術 有 助 於 傳 遞 與 表 達 人 們 的 觀 點 與 經
驗，並藉著感官的體驗交流情感，與人連
結（Tolstoy [1897] 1995）。在一次次課
堂實驗中，我藉由樂音進入了不同時空，
「聽見」了以藝術作為方法建構出穿梭於
相異生活世界，感性經驗交織而成的老年
相談聲景，也藉此思考在日常中各種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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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交會，相互照看的照顧意涵。

我認為藝術活動在長照與終身教育的場景
中，與其說是對於社會知識菁英賞析品味
的陶冶，其更關鍵的意涵在於發展藝術療
癒共融關係，以連結與體現個人乃至社群
身心健康與生活福祉。也因此，在藝術與
人文活動成為活躍老化「創意健康」的範
疇之際，從原來就存在於臺灣高齡社會樂
齡學習與長照生活日常的「藝術」關係來
理解創齡意涵，實有其意義。在此脈絡下，
藝術創造的活躍老化聲景，不只是為了個
人的愉悅，更是我們能夠在邁向超高齡社
會的路上，召喚身體記憶以創造社會參與
與傾聽多元對話關係的人際交往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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