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
堅守舞蹈教育崗位

五十餘年；她，致力

傳統舞蹈文化的研究與發揚；

她，搭起兩岸舞蹈交流的橋

樑；她，永遠以樂觀的態度，

正面迎向所有挫折與挑戰。

她，就是陽光下的舞蹈牧者

──郭惠良。

深耕臺中舞蹈教育

郭惠良是國內舞蹈界罕見

的長青樹，臺北師範專科學校

畢業的她，於1958年回到家鄉

桃園的小學教舞，1963年因為

結婚轉調到臺中的小學任教，

此後，臺中市便成為她的第二

故鄉。

大部份時間郭惠良擔任

「唱遊」與「舞蹈」的教學課

程，雖然是低年級的課程，但是

郭惠良卻投入相當大的心力，並

發揮創意，使得她的教學課程

受到孩子們的歡迎，而她融匯

教學經驗所編寫的《唱遊與舞

蹈》、《幼兒律動》書籍，不但是

教師們的參考書，也獲得臺灣

省教育廳的肯定。

在任教臺中市的國小時，郭

惠良指導學生參加舞蹈比賽多

次蟬連全國冠軍，也曾為臺中市

運動會編創大會舞，因為表現

突出，獲選為省立臺中市政府

輔導團「舞蹈與唱遊科」的輔導

員，自民國56年至73年，她致力

提升中部地區的幼兒肢體律動

教學，後來又當選臺中市優良舞

蹈教師、全國特殊優良輔導員，

也受到許多老師的歡迎，甚至

在已經離開崗位多年的今天，仍

有受訓老師對她印象深刻。

喜愛分享的郭惠良，在擔任

輔導員期間成立了「臺中市舞

蹈教師聯誼會」，希望能將所得

到的資訊傳達出去，一起提升中

部地區的舞蹈教育。民國70年，

郭惠良又成立「臺灣中部地區

舞蹈教師聯誼會」，將範圍擴張

到中部七縣市，邀請知名舞蹈家

到臺中授課。後來名聲甚至傳

到了北部和南部，許多舞蹈老師

紛紛來取經，並各自成立了地方

的聯誼會，將舞蹈的種子繼續

散播出去。不僅如此，郭惠良在

民國77年還創立「臺灣舞蹈家

舞蹈研究讀書會」，更進一步鑽

研舞蹈學問，也受到舞蹈教育

家們的支持。

民間社團的經營典範

郭惠良另一項傲人的成

績，便是她一手打造的「綿綿舞

蹈王國」。民國63年在臺中市成

立的綿綿舞蹈社，見證了臺中的

舞蹈發展史，當民間舞蹈社逐

漸式微，或紛紛轉型經營多元化

才藝教室的同時，綿綿舞蹈社

依然屹立不搖，穩坐臺中舞蹈

界龍頭寶座。

綿綿舞蹈社的教學計畫相

當嚴謹，雖然是個民間社團，

但郭惠良卻像是辦學校一樣深

入，分為先修班與正規班，首創

分級教材及嚴格的分級考試制

度，成為全省民間舞蹈社效法

的典範。而老師們也必須經過

郭惠良的考核，目前綿綿舞蹈

社的老師皆出自綿綿門下，在

經過正規學院教育及國外深造

後，再回綿綿任教。如此用心的

教學制度，雖然學費較高於一

般舞蹈班，但家長們還是願意

把子女送到綿綿來，因為不止學

舞，也學生活。

民國74年，郭惠良創立臺

中市兒童綿綿舞蹈團，這是臺

中第一個設立的舞蹈團，郭惠

良帶領小朋友參加各項舞蹈比

賽及演出，是當時臺灣非常重要

的藝術團體。後來因為團員們

漸漸長大，於是又於民國91年

創辦「臺中市綿綿舞蹈團」，銜

接13歲以上的優秀舞者。同年

為了因應社會多元文化的需求，

郭惠良又成立臺中市踢踏舞蹈

團，不但屢屢在全國大賽摘金，

還遠赴中國大陸參賽，抱得佳

績，甚至帶動了國內踢踏舞蹈的

風潮。

「我崇向自由，希望給孩子

一雙飛翔的翅膀。」郭惠良不斷

陽光下的舞蹈牧者  

郭惠良
文 /盧家珍

攝影者 歐陽珊

郭惠良善於引導孩子以創意表現肢體，因此作品充滿了

自然的童趣。圖為唱遊《小花貓》。

惠良的舞蹈教學是從自家的客廳開始，前排中間即為三

女兒陳學綿，綿綿舞蹈班即是以她的名字為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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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著自己的教學理想，她希望

孩子們在這兒不只是學動作和

表演，而是教他們「如何學習」，

增強他們的自信心，激發生命活

力。

推展兩岸交流與民俗采風

郭惠良像一塊永遠吸不飽

的海綿，為了讓自己的教學有更

多元的面向，她投注心力奔波各

地從事田野調查工作，悉心訪談

民間藝人，在攝影機還不普及的

年代，她卻捨得花錢購買精巧

的攝影機，而照相機更是不可

或缺的配備，目的就是把最原

始的祭儀過程拍攝記錄下來，

經過田調、采風與匯整之後，她

進一步於劇場或廣場展演，使

民間的祭儀或陣頭搖身一變，

成為舞臺上的藝術表演。

長期研究臺灣藝陣的郭惠

良，投注最深的是臺灣傳統遊

行陣頭之一的婆姐，目前已幾近

失傳。她編入舞作搬上舞臺演

出，非常受歡迎，更一步撰寫的

婆姐論文還被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典藏，並受邀到處演講，堪稱

國內婆姐藝陣的專家。

除了藝陣之外，郭惠良針對

兩岸少數民族也深入采風，從

臺灣的九個原住民族群到雲南

的二十六個少數民族，甚至延展

到西藏、新疆、敦煌等地，她忠

實地記錄相關祭儀與舞蹈，這

項藝術的浩大工程堪稱是臺灣

舞蹈界的一個偉大成就，也贏

得了兩岸舞蹈家的尊敬。在舞

蹈的路上，郭惠良不但打造自己

的文化王國，熱心於文藝的她，

也非常積極協助兩岸舞蹈團體

及舞蹈家一起分享舞蹈藝術的

喜悅，成為少數開啟兩岸三地文

化交流的藝術家。

走過死亡幽谷

郭惠良對舞蹈教育的用心

與推廣，大家有目共睹，不但於

民國68年榮獲教育部頒發舞蹈

「飛鳳獎」，民國82年更以五十

出頭的年紀榮獲國家薪傳獎，

成為薪傳獎有史以來難得一見

的年輕得主。但在享受榮耀的同時，沒想到醫師

卻宣告她罹患癌症，讓郭惠良不但深刻體會人生

的難測，也展開另一段刻骨銘心的生命搏鬥。

那段時間，郭惠良從未掉過一滴淚，每天起

床後，開心面對嶄新日子，她擁有強大「活」的

意念，每天樂觀以待，拿著筆記本策劃下一站的

田調與采風，下一次的展演劇目。她小心翼翼的

去考察屬於自己生命的樂章，很幸運地她的病情

獲得了控制，如今已多活了十八個年頭，甚至還

以六十高齡攻讀臺灣體育學院碩士，和女兒陳學

綿創下體院「母女檔」同時以優異成績取得碩士

學位的紀錄。

也許是上天要留給臺灣這樣無可取代的人

材，更可能是郭惠良本身樂觀積極的處世態度，

使她所散發出的生命熱情能夠戰勝病魔！如今，

郭惠良仍站在舞蹈藝術的大船上，帶領著許許多

多的學生們，一起追求人生該有的真善美。

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所策劃的「典藏

臺中」系列，民國100年以舞蹈界人物為
主題，而第一位撰寫的人物即是本市資深

舞蹈教育家郭惠良。

說起郭惠良，許多資深舞蹈界人士暱

稱她為「中部霸主」，倒不是因為她的氣

勢有多麼凌人，而是她深耕舞蹈的傲人成

績教人敬佩。她不但在臺中開創了自己的

「綿綿舞蹈王國」，建立民間舞蹈社經營

的典範，更拓展中部地區教師的視野，帶

動中部地區舞蹈風氣的蓬勃發展，並盡己

所能協助表演團體到中部演出，對中部的

藝文環境發展功不可沒。

此次典藏臺中系列《陽光下的舞蹈牧

者──郭惠良》一書即介紹了郭惠良半世

紀以來耕耘舞蹈福田的歷程，並附上影音

光碟，讓讀者更深入認識她的人與舞。

今年即將出版，並舉辦新書發表會，詳情

請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www.culture.
taichung.gov.tw查詢。

芭蕾結合踢踏舞，綿綿的舞者們呈現高難度的演出。

郭惠良在社會舞蹈教育上的用心，也曾刊登

在海外的雜誌上。

綿綿舞蹈團的西南少數民族舞蹈《傣族姑娘》。 

典藏臺中專書出版

23CULTURAL TAICHUNG BIMONTHLY 22 文化臺中

06 PEOPLE
藝文人物 06

陽
光
下
的
舞
蹈
牧
者—

—

郭
惠
良

陽
光
下
的
舞
蹈
牧
者—

—

郭
惠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