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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布偶劇團《小紅帽》演出

　　在台灣從事戲劇推廣工作真是不容易，我常常說他們表達了八

個字 — 任勞任怨、不計酬勞。不過再怎麼辛苦，還是有許多有理

想、有抱負的青年，前仆後繼的努力推動著。讓人覺得感動，讓人

想幫他們一把。

　　我就是這樣，我既不是有戲劇狂熱的藝術家，也不是想做什麼

偉人之類的，只是想陪伴他們走一段，而一走就是漫漫20年。20年

來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太多，在這個美麗又有趣的領域，我認識

了許多很特別的兒童戲劇人，就是會讓人感動的人。

　　鞋子劇團的經營理念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 — 讓孩子和愛孩子的

都得益處。希望讓這些想為孩子做事的人，有一個舞台可以發揮理

想，又可以在生活上也過得很好的工作環境，劇團長期以來用在專

案的人事費用比例很高，足以聘用數位專職演員固定演出。但是，

成立以來，劇團除了行政人員外，從編導、設計到演員，都是專案

兼任、約聘的。因為，這樣才能提供更多的演出機會給對兒童戲劇

有興趣的人，也因為有這樣的舞台，他們才能有機會可以從做中

學，在演出過程中，找到有相同興趣的朋友，然後才有更多激發創

意的機會。

　　兒童戲劇推廣，除了演出之外還有戲劇教學的部分，這樣的人

才也是非常需要的。早在1967年，李曼瑰教授學成歸國，就成立了

「中國戲劇藝術中心」，和隸屬於教育部的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一

起合作推廣兒童戲劇。欣賞會主要以輔導及補助演出為主，戲劇中

心則以組織、教育訓練與出版為主，當時藉整合資源以推動兒童戲

劇教育的視野。

　　李曼瑰女士全力推動戲劇教育，肯定戲劇對兒童成長與發展的

正面影響，引進創作性戲劇活動的觀念，相繼推出戲劇推廣團體，

舉辦戲劇教師研習，希望藉由戲劇作為教學媒介，創造一個豐富的

教學舞台。可惜當年搭不上九年一貫課程的列車，所以推動得十分

辛苦。

　　1969年成立兒童教育劇團，並且由兒童戲劇推行委員會舉辦兒

童戲劇班，與北市教師導演人員訓練班，並有示範演出，並在每年

舉辦的兒童戲劇訓練班演出中選出有戲劇天分與興趣的會員繼續排

演，或參加電影電視演出。漸漸的有更多以兒童為演員的兒童劇產

生，這和現在大部分由成人演給兒童看的兒童劇團大不相同，也因

為當時的師資與基本的理念與精神尚未完備，所以，這種戲劇推動

的方式對兒童發展之功能、影響備受質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

年一定培養出不少戲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