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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成立的小青蛙劇團，一年演出場

次超過百場之多，表演足跡遍及海內外，除勤

走國內各鄉鎮推廣兒童戲劇外，更積極與國際

接軌拓展視野，遠赴中國大陸、日本、馬來

西亞、美國⋯⋯等地交流，創團至今已累積近

30萬的觀賞人次，展現臺灣在地的豐厚軟實

力，立下臺灣偶劇團的嶄新里程碑。

無獨有「偶」    臺灣戲劇新領域

臺灣的非傳統偶戲 (對比臺灣原有之布袋

戲、傀儡戲、皮影戲，從西方發展的偶戲類型 )

興起，可回溯至政府頒布解嚴結束前後，當時

臺灣正順勢搭上股市狂飆的力道，國家經濟振

翅高飛，中產階級民生富庶，而民眾逐漸關注

文化層面，刺激藝文消費力的黃金年代。

即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從電視節目《芝

麻街》走紅全世界，由美國偶戲大師吉姆 ˙漢

森 (Jim Henson)50年代創的「麻皮偶」(Muppet 

moving-mouth-puppet)，國內多稱作「動嘴雙

棒偶」的偶戲技術，在 1989年，由一元布偶劇

團與日本入道雲劇團合作引進國內，不僅活化

臺灣兒童劇的生命力，同時開啟國人欣賞表演

藝術的新格局。

而小青蛙劇團創辦人，現任執行長李心

民，正是當年共同參與學習日本技術，全心投

入在臺灣偶戲推廣的一員。「那一年剛退伍，

因緣際會下獲邀至一元布偶劇團幫忙，本來以為只是

2個星期的救火隊，沒想到後來一待就是 5年。」李

心民回憶起接觸偶劇表演之初，眼中所散發對操偶的

熱誠與喜愛仍如數十年前般炙熱。

從門外漢到箇中翹楚    唯有努力不懈

李心民機械專業的求學背景，與藝術表演、文化

推廣、偶戲劇經營八竿子打不著關係，但當時臺灣偶

劇環境處於剛起步的階段，即便是擁有戲劇相關經驗

同樣必須從頭學起。

一頭栽進偶戲的世界是偶然，李心民從過客的心

態成為深度推廣的耕耘者，一切從基本功開始練起，

包括：劇本編寫、製作戲偶、演員的專業對話、化

妝、佈景、動作、服裝、燈光、音樂⋯⋯等舞臺效果，

都是經過千錘百鍊的成果，正也因為初期按部就班

地累積經驗，對偶戲表演所有的細節流程瞭若指掌，

也為日後創團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離開待了 5年的一元布偶劇團後，李心民與同

樣也是臺灣偶劇先驅的九歌兒童劇團合作，在新成立

的熱氣球劇團擔任導演一職。在導戲、演戲的過程，

李心民開始思考偶劇能帶給觀眾什麼？又會在其生

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偶戲之於其有什麼意義？這個

答案，他決定返回臺中，從最熟悉的家鄉尋找。

跨出舒適圈    返鄉重零開始

「早期較新穎的兒童劇團多集中在北部，中南部

尚未有此類型的劇團進駐，兒童戲劇的領域仍是一片

荒蕪待墾，中部地區的觀眾若想看戲只能北上，長途

跋涉十分不便。」李心民談起創立小青蛙劇團的契機

表示，選擇臺中作為再次出發據點的原因，除上述理

由，一方面可就近照顧家庭，另一方面，考量臺中的

地理位置便利南來北往，作為劇團據點的優點可降低

演出成本，便能增加演出的機會與範圍。

離開戲劇資源較充沛，看戲人口、環境都較為成

熟的臺北，回到臺中從零開始事必躬親，李心民身兼

多職扶持著小青蛙劇團從接零星商演、政府宣導活動

起步，在逐漸累積資金的過程開始規劃如何充實戲

劇內容、賦予劇本意義，「小青蛙劇團設定的觀眾

族群，鎖定在仍保有最純真善良赤子心的兒童們」，

李心民補充說明，因為小青蛙定位是兒童偶戲的表

演，所以在無論是戲劇手法、劇本編排、人物造型、

個性塑造⋯⋯等細節都須兼顧兒童的心理。

文 /邱建順    圖 /小青蛙劇團

散播歡樂   散播愛

小青蛙劇團   虜獲 30萬顆童心

偶戲，是李心民一生摯愛。

改編經典童話，是小青蛙劇團的拿手好戲。 兒童戲劇渲染力十足，舉手投足都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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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於樂，是藝術教育的終極目標，為此李心

民細探兒童心理學、兒童教育學、兒童認知與學習、

兒童文學、兒童語文發展與教學、兒童社會情緒發展

學⋯⋯等兒童相關專業知識，讓劇本編寫的思慮更加

圓滿和全面，並從每一次演出經驗汲取觀眾的反應與

回饋，進行劇本的修正與調整，讓戲劇的各個面相趨

於成熟與完整。

《小青蛙歷險記》是小青蛙劇團的創團時期作

品，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無論是在劇本及舞臺呈現

都接近李心民的理想實踐。擁有了內容紮實、兼具娛

樂和教育的劇本後，李心民帶領小青蛙一步步走出臺

中劇團的可能和潛力。

1995年，小青蛙劇團獲選為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辦理臺北戲劇親子遊的十大劇團，之後更在

2002年獲得第十一屆「中華民國幼鐸獎優良廠商

獎」、2003-2005、2009-2013連續獲得「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的肯定。

永續經營    真心不變

投入劇團的領域轉眼將要 30年，李心民把人生

最精華的青春都奉獻在舞臺上揮灑，是興趣、是理想、

是義無反顧的。「其實，小青蛙成員流動率相當低，

大家一起演戲、編戲，團員間的情感更近似家人羈

絆」，李心民指出，小青蛙每一位團員都能上臺操偶

演戲，彼此切磋演技，開發詮釋角色的各種可能性。

小青蛙團員除了演戲以外，李心民會要求團員培

養第二專長，如：製偶、行政、音效、燈光、編劇⋯⋯

等，用意希望團員即便不再登臺演出，也擁有其他專

業技能在這個圈子貢獻所長，讓戲劇表演成為一項值

得付出的終身事業。

搭建交流橋樑    推廣偶戲不藏私

小青蛙劇團自 2005年起，幾乎年年受邀至中國

大陸上海、浙江等地與當地兒童劇團交流，無論是人

形偶的製作、經典戲劇演出、戲劇推廣演講⋯⋯等，

李心民率領小青蛙劇團藉由兒童偶戲傳遞人性的真

善美，達到城市文化交流的目標。

104年 10月，小青蛙參與在廈門舉辦的第八屆

海峽兩岸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演出「小紅帽」、「金

銀斧頭」兩齣小青蛙的經典戲碼，在當地獲得廣大

的迴響。關於未來，李心民期望小青蛙劇團能扮演

起兒童偶戲產業的火車頭，秉持「編好戲、演好戲」

的創團初衷，以戲劇創意和教育元素為主軸，向大小

朋友傳遞戲劇獨有的正面能量。

文 /邱建順    圖 /樂樂木

當現代日常邂逅傳統技藝

樂樂木的生活美學

小青蛙劇團戲碼富含教育意義，給予兒童觀眾滿滿正面能量。

(圖為新虎姑婆 )

小青蛙參加廈門文博會，展現深厚文化底蘊。

木製器具的溫度質感、設計風格的簡約俐

落、平易近人的消費價格，是許多現代人生活

美感和品味的交集，也是樂樂木開發設計新產

品時的圭臬。擁有工業設計背景的樂樂木負責

人劉孟宜，際遇下離開原有工作崗位，選擇以

聯結家鄉傳統產業作為創業起點，在文創商品

風行的年代，走出一條令人驚豔之路。

偶然的意外    和必然的選擇 

走進位在北屯區鄰近大坑步道的樂樂木，

你肯定會被牆上手寫小詩「陽光中我將葉子與

花朵搖曳，如今且讓我枯萎成真理」所吸引，

這首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詩寫意了整個空間，亦

很符合樂樂木產品的文青風格。

「樂樂木的創立並非一蹴可幾，而是投入

職場多年儲蓄養分的水到渠成」，樂樂木負責

人劉孟宜談到創業契機表示，「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畢業後，選擇投入家具設計開發，

但那時接觸較多金屬質料媒材」，後來，她輾

轉至南投縣竹山鎮木業公司服務，從事木料加

工與產品開發，過程中累積日後樂樂木勇往直

前的能量。

結束竹山的工作，劉孟宜赴臺北協助朋友

的策展工作，但一場突如其來的嚴重車禍，衝

擊本在生命軌道規律運行的一切，讓她不得不

緩下原先匆忙的生活節奏，重新思考人生下一

步。

劉孟宜賦予老產業新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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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唸設計的人都會有創業憧憬，而我也是

如此」，劉孟宜休養時整理多年的職場工作心得，選

擇從自己最熟悉的木製器具設計再次出發，成功申請

到文化部核心創作者進駐文創聚落計畫，得到 50萬

元的計畫補助作為創業基金，回到故鄉臺中這處孕育

夢想的所在實踐設計人的初心。 

重溫時代記憶    再現絕代風華

創業之初舉步維艱，所幸得到東勢林業木藝協會

的慷慨出借場地，作為樂樂木準備大展身手的據點。

「選擇回到臺中創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和我童年成長

記憶有關」，劉孟宜進一步說明，早期的豐原是臺灣

三大木材集散地之一，成為大雪山與八仙山林業下游

運輸與加工的中繼站，社區林業一度成為豐原在地重

要經濟產業，在她兒時豐原的老家旁是早期大甲林區

工作站的大儲木池，陪她見證故鄉木材加工業的輝煌。

隨著社會產業結構變遷，今日從事木工技藝的師

傅已是鳳毛麟角，而劉孟宜深入這項逐漸沒落的產

業，憑藉過往累積豐富設計經驗，為逐漸凋零的傳統

產業注入一股活水，以簡單、匠心獨具的設計風格，

搭配經驗老道木工師傅，量產出以實用掛帥的生活小

物，讓更多民眾再次被臺中木工技藝之美好而感動。

「最初，花了許多時間與老師傅們磨合，以修正

設計者與製造者間美感認知的誤差」，劉孟宜簡約的

設計呈現較樸素、扼要，與傳統木器製作的經驗有所

差異，但在不斷地嘗試與溝通，終達到能讓樂樂木、

老師傅與消費者三方面圓滿接受的平衡。

療癒小物、創意食具    從在地化走向國際

最初，因成本考量，樂樂木選擇從價格較低、

消費者接受度較高的商品切入，像是鑰匙圈、手機吊

飾、橡樹子等療癒小物。以鑰匙圈為例，樂樂木推出

臺灣特有種系列，包括：臺灣黑熊、臺灣水牛⋯⋯等

臺灣特有種動物造型鑰匙圈，好評如潮，進而推出非

洲系列、寒帶系列等，其中，臺灣黑熊款鑰匙圈，因

其特殊木質與顏色，成為樂樂木的經典不敗熱銷款。

臺灣特有種動物系列鑰匙圈，讓世界看見臺灣。

二十四節氣的杯墊，在傳統中看見創意。

走進時光凍結之林

文 /蔣亞妮    圖 /張經宏

作家張經宏是華人最高額「九歌兩百萬長篇小

說徵文」獎金得主，出版有小說乃至散文各種著作，

他是道地的臺中人。自前年離開高中教職後，幾乎

隱居於臺中神岡的自建家宅中，斷續的寫作、旅行，

並以此寫下新舊生活的涓滴。

立冬前後，來此造訪，秋老虎的尾巴讓整個城鎮

悶熱的像可以滴出水來。尋找作家居所的道路，越行

越靜，那棟屋子就像在林木扶疏的土地中倏然開出的

一間房，有書、有茶、有人，正如他所說的，這是處

帶有「時差感」的地方。在他那張有許多故事與話題

圍繞發生的木餐桌上，蘊有與他人談過的詩、感情、

也有人生。他煦然談起曾有學生說，這房子裡跟外面

不太一樣，就像有時差一樣，一面指著角落的燈具、

眼前的木桌，細聲道：「這屋裡所有的光影都會隨時

間轉變。」

徬徨的必須    從地方到教育

他的許多作品都與臺中有關，從得獎的《摩鐵

路之城》到小說集《出不來的遊戲》，都書寫著對

臺中的關注與情感。雖然一邊書寫了臺中，卻也坦

然承認這是個讓人靜不下的城市，充滿汽旅、酒店、

大餐廳，但說不上來一處可以靜心讀書與留住文化的

地方。這也是他不論在老師、作家身分中，都持續關

注的議題。他理想中的課堂，是能把學生拉到戶外，

有一整日、半日的文學活動，在地方的文學館聽聽

演講、說古，這樣的文學氛圍必定是好的。言談間，

不難感覺出他對學生的真心，他的散文〈離開〉中曾

寫到一段很真實的話語：

我沒再跟他們說那些紙本上的是與非。且我沒有

說的是：「你現在寫的，對你的人生一點幫助也沒

有。」我說不出口。

訪作家張經宏

一個師長所能給予學生的，除了試題上的答案，

還有許多，但卻不一定是能說出口的。張經宏的執教

生涯裡，所遇學生無數，在〈明天〉一文裡，寫在京

都與學生重逢，昔日與環境適應不良的男孩終於知道

了「他人的世界」，並且成長為可以介紹另一個世界

給他人的成年人。這樣充滿情感的文章還有許多，由

這些微末之處，看出了他對家鄉與師生情感的珍視。

他談到，過去十幾年在高中教學、演講的經驗

發現，測驗與升學或許在那當下才是對學生重要的

事，而這並無對錯。於是更加明白了，無論是教育

或創作，仍有很大一塊是虛的，因此他離開了教職，

享受這樣看似徬徨的生活。我想正如他所說的：「有

時候徬徨是好事，因為大家都太清楚自己要站在哪

裡了。」

旅行，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奢侈。(攝於金澤二十一世紀美術館 )

樂樂木的設計實力受到消費者肯定，也登上設計

師網站 Pinkoi，打響品牌知名度。在網路行銷的推波

助瀾下，樂樂木的食具設計也獲得薰衣草森林、新光

三越百貨的青睞，得到更多曝光機會。今年，樂樂木

更參與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舉辦的「創意臺中」，一同

前往日本參展，漂洋過海展現臺灣設計的軟實力。

逐漸站穩腳步的樂樂木，將持續在食具產品的設

計，包括：茶盤、杯墊、麵包砧板⋯⋯等，發揮木頭溫

潤的材質特性襯托食物，劉孟宜表示，樂樂木未來也將

開發森林微家具系列，將以有型的設計感，忠實貫徹創

業理念「樂於與木為伍的樂生活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