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一場恆春歌謠快閃表演
看文化創意產業的傳統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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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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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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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在史丹佛大學教授創造力與創新課程多年的

Tina Seelig，鑽研出有效的創新之方法，提出了創

新引擎的概念，她指出當我們透過提升自己、家人

及同事的創造力，來「改善周遭的實體環境和社

會環境」，有幾個創造力要素是相互影響的，並且

是協力運作，他們是整體的而非單獨滿足就可解

決問題的，她稱這個模型為創新引擎（齊若蘭譯，

2012，  pp. 49-54）。這個創新引擎包含了內外兩層結

構，內部結構有知識、想像力與態度，這是個人的

內在範疇，而創新引擎的外部則是資源、環境與文

化。這六個向度，當解決問題的需要啟動時，創新

引擎的六個面向同時啟動，且環環相扣。

2013年 10月 19日下午 2:30-3:00，在台北市

火車站展開了一場恆春歌謠的快閃演出，長度 10

分鐘，整團包了三輛遊覽車，從台灣的最南端 — 

恆春，將恆春的歌謠帶到了台北火車站（圖 1、

2）。這場別開生面的恆春民謠快閃活動，串連了恆

春民謠老中青不同年齡層的民謠演唱者，有恆春民

謠傳藝師黃卻銀、吳登榮，國寶級唸歌傳藝師林恬

安，輕鬆玩樂團主唱 SUMMER及入圍第 24屆傳

我們所能知，多於我們所能說。∼ Michael Polanyi

藝金曲獎最佳兒童專輯的落山風ㄟ囝仔、屏東車城

國中小、恆春工商學生一起彈唱『月琴』、『四季

春』、『思雙枝』、『行腳花』等膾炙人口的民謠經典

組曲，同時也改編創新曲風，融合各族群的音樂元

素，顛覆大家對恆春民謠的傳統印象，展現文化與

流行的最佳結合，讓恆春民謠耳目一新（2013）。

最讓人注目的是這場表演結合了老、中、青三代

的歌謠歌手，一群對「傳承」有著理想與希望的人

們，對此容易產生一股興奮之情。然而在感情的滿

足後，我們一起來探索在這個有三萬人口的恆春小

鎮，過去居民傳唱成形的歌謠藝術，迭經消長，到

底發生了甚麼事？在他們的努力下，對有心重振在

地傳統文化的人，或許彰顯了值得參考的意義。

反轉力量的第一里路

「早期恆春民謠不太有人願意唱，⋯⋯所以老一

輩的人唱恆春民謠，有人是抗拒的，所以有一陣子

兩個民謠協會都走得非常辛苦。」屏東縣文化處處

長徐芬春表示（訪 2013.11.28）。（按：因恆春民謠

藝教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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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歌謠的結果。這些人的關心，將耕耘傳承的企圖

心，落實在地方文化的建造上，這個過程是漫長的，

根據屏東縣文化處科長溫佳真說（2013），屏東的歌

謠耕耘，包含研究與推廣，已有 20餘年，公部門的

參與則是從 2008年開始；又根據文化處處長徐芬春

的說法，整個地方上的各個社區歌謠團隊的整合，轉

捩點在建國百年，也就是 2011年。

在地方文化的上層結構裡，公部門面對恆春歌

謠有著推動的難處；在草根的基層也有瓶頸，於當地

多所國中小學從事恆春歌謠的恆春歌謠促進會理事長

陳麗萍，就曾指出歌謠扎根其實並非一帆風順的，光

有熱情還是不夠的。以陳麗萍所遇到的困難為例，家

長的認同度，是剛開始推動民謠扎根最困難的所在。

挪開障礙是他們的扎根道路上，必經的過程。

扭轉恆春人對恆春民謠的負面印象

扭轉當地居民對恆春歌謠的第一印象，是文化

處很早就立定的首要目標。做法上有幾個關鍵點：

第一，為民謠藝師製造表現的舞台與尊崇。提

升地位是一種對老藝人直接的照顧，屏東文化處選

擇從這裡先開始。徐芬春表示，文化部的「人間國

寶」獎，在 2012年同時頒給恆春朱丁順阿公和滿州

張日貴阿嬤，這件事就給在地人很大的鼓勵。他們

發現唱民謠可以唱成人間國寶，被全台灣都看見，

較悲苦，所以當時的年輕人是抗拒的。）兩個協會指

的是恆春思想起民謠促進會與滿州民謠協進會，是

在恆春推動恆春歌謠的民間社團組織，除此之外，

更有「社團法人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

深耕恆春半島的社區發展與文化教育的推動，並承

辦「屏南社區大學」，是個非官方組織，對半島的歌

謠文化傳承與推動，有著深厚的影響力。

其實恆春歌謠的價值與推動，與台灣音樂界淵

源很深，自許常惠與史惟亮教授，於 1967年推動

「民歌採集運動」起（陳俊斌，2009，  p. 4），延伸到

文學、文化創意產業等範疇，先後都有許多學者帶著

學生與地方文化、教育人士，對地方民謠進行採集、

研究、推動與整理（2009），例如吳榮順與國立傳統

藝術中心台灣音樂館合作的《恆春半島滿州民謠歌手 

— 張日貴歌唱藝術》（2012），可見到學者多年深耕

1　 由恆春歌謠傳藝師吳登榮、黃卻銀分別演唱。（屏東縣文化處提供）

2　 恆春思想起民謠促進會陳麗萍理事長及孩子們演唱。（屏東縣文化處提供）

3　 「百人傳唱千人發聲」的照片圖中間持大廣弦者是朱丁順阿公，阿公左手
邊是曹啟鴻縣長。（陳麗萍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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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謠能享受到尊崇，於是逐漸對恆春民謠的觀念

產生改變，學童學習恆春歌謠的阻力因而減少。

第二，透過學界辦研討會，讓民謠的文本紀錄

能建立厚度。透過學術討論，讓許多人注意到恆春

歌謠的學術價值、文化價值，這部分他們是倚重學

術專業來評定，讓很多人一同關切恆春歌謠。

第三，地方行政首長親身支持歌謠，並以實際

的行動與實質的資源投注民謠文化與教育。徐芬春

回憶：「我覺得建國一百年那個時候，縣長帶了縣政

府所有的一級主管到東門城下唱歌，他把鎮長拉出

來一起唱，鎮長也帶著公所主管來唱，那一年縣長

以非常具體的行動，告訴大家，民謠在他的手裡會

這樣一直推動下去。」（訪 2013.11.28）建國百年的

「百人傳唱千人發聲」活動，集結了恆春半島所有社

團、學校，在東門牆下唱歌，地方首長協同地方有

力人士與恆春民眾，齊唱歌謠，造成了很大的凝聚

力，縣長曹啟鴻對歌謠扎根的表態與實質的支持，

使得地方人士重新看見恆春歌謠的價值（圖 3、4）。

政策的引導需要地方的文化結構力來落實，

在地方上耕耘 20餘年的在地人士，為恆春歌謠的

生存而努力，他們多元的經營與創意的解決問題，

成為逐漸勢微的恆春歌謠反轉生機最關鍵的耕耘

者，也為政策規劃者在推動歌謠復興行動前，預備

了發展的土壤。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的屏南社

大，長期以來經營地方的文化傳承，人間國寶藝師

朱丁順，歌謠藝師陳英皆在此開授「月琴民謠班」

（2013）。地方協會、社團經營歌謠扎根力度強弱不

一，但互動促進許多生發創造的可能性，例如此次

「快閃」演出，參與許多創意規劃的陳麗萍，便曾

指出因為瓊麻園的主任黃蘭卿的介紹，而有機會跟

從朱丁順阿公學恆春歌謠，開拓了她民謠視野。

陳麗萍是一位特別的教師，她本身以國樂的基

礎進入恆春歌謠的世界，多年來以鐘點教師身分在恆

春地區 24所中小學、社團教恆春歌謠，以音樂服務

地方上學校的需要，產生很大的影響力，目前她也是

恆春歌謠促進會的理事長，是屏東文化處推動歌謠扎

根的主力夥伴之一。提起了當初希望將恆春歌謠可以

扎根到兒童身上，是路途艱辛的，光有熱情還是不夠

的，陳麗萍與其夥伴很快就發現，學生如果有興趣學

歌謠，沒有得到家長的認同，是無法成功的，而學生

學習基本能力的要求與家長的心態，一直是推展恆春

歌謠扎根的關鍵問題。開始時，是沒有孩子要學唱，

因為家長對此有諸多疑慮，包含怕學歌謠會影響學

業，對唱恆春歌謠的形象在意等。因此，陳麗萍回憶

當時，還為此向學唱民謠的孩子的父母擔保，孩子學

唱歌謠絕不影響學業成績。家長最在意的是什麼？孩

子的課業。（田 2013.10.16）為了消除家長疑慮，她

以具體課輔行動，解決家長的問題，進而將阻力轉變

成歌謠扎根的助力。

然而，接著國中、高中的學生，因為升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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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也較易造成斷層；12年國教政策，卻提供了一

個轉機，藝能學習可成為入學參考，這讓較多的家

長開始同意讓孩子學習歌謠。過去的成功經驗，成

為現在歌謠扎根的解決問題良方 —「形成課輔團

隊」，持續為了爭取家長的信任，目前恆春的歌謠

復興的團隊所採行的策略與目標，讓孩子的成長基

本學力與歌謠學習並進。陳麗萍對課業與學習歌謠

傳承的先後，有其一套觀點：「學科不能放，因為

那是學生的基本能力」。（田 2013.10.16）目前發展

結果呈現了家長們的理解，態度的轉變，甚至參與

協助演出（圖 5），這次三輛巴士裡參與快閃演出的

孩子們，在台北火車站裡，筆者聽到他們清亮的歌

喉，看他們的表演，這是整個行動的前景，而支撐

這前景的，卻是存在於背景中的諸多用心、推動、

溝通、擔心與成全的行動在探索著恆春歌謠的生

機，是純然動態的而非靜態的。

2013 年的恆春民謠「快閃」，閃出了甚麼意
義？

2013年的「快閃」主要是在文化處取得文化

部 102年「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中的補助，

「快閃」是「恆春國際民謠音樂節」的熱身活動，

此次快閃表演是委外策劃的，但曲目和表演形式，

則是由文化處與陳麗萍的恆春思想起民謠促進會來

設計與協助執行，這次參與的活動，「整合」的意

義相當濃，根據文化處提供資料顯示，就整體參與

102年度的藝文特色發展計畫，共動員了 7個社區

與 14所學校，而參與快閃表演的有 12所學校與 6

個社區，共計 128人，規模相當大（附表 1）。

 這麼多的團隊的整合，究竟帶出了甚麼意

義？執行整合排練的陳麗萍說，不同地區傳唱不同

歌謠，使用的樂器不盡相同，唱腔不同，說的故事

也不同，社群們「變成一個大家族」與「去欣賞別

人」，在陳麗萍樂觀的描述中，看出族群的整合與

接納是活動的重點（圖 6）。事實上，恆春歌謠由

於語言與族群的差異，產生歌謠特質，也造成社群

間較少去欣賞他人音樂的機會，在提振整體恆春歌

謠地位時，需要凝聚共識，這是整個推動恆春歌謠

扎根行動裡，另一個很重要的隱性工作，卻少為人

提起。徐芬春表示：「我們每一年都有一個這樣的

活動，來凝聚共識。」（訪 2013.11.28）從 2008年

4　 打狗亂歌團的嚴詠能與陳麗萍老師演唱創
新歌謠。（陳麗萍老師提供）

5　 在恆春國小老藝師與孩童、中生代的歌謠
教師，一起排練快閃表演畫面。（陳麗萍老
師提供）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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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02 年度的「屏東縣藝文特色發展計畫」參與團隊表（屏東縣文化處提供）

編號 參與學校 參與社區 102 年參與藝文特色人數 參與快閃表演團隊人數

1 恆春國小 50 28

2 恆春國小（南灣分校） 20 2

3 恆春國中 18 5

4 僑勇國小 25 3

5 大光國小 15 3

6 大平國小 18 7

7 楓港國小 12 2

8 車城國小 21 8

9 車城國中 20 18

10 滿州國小 30 2

11 滿州國中 12 3

12 山海國小 13 0

13 水泉國小 20 0

14 恆春工商 12 17

15 屏東縣滿州民謠協進會 26 3

16 社團法人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 23 2

17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社區發展協會 15 5

18 屏東縣恆春鎮思想起民謠促進會 25 21

19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社區發展協會 24 0

20 屏東縣四重溪觀光發展協會 12 2

21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人文暨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12 2

至今，而快閃這樣整合的大型活動，她說她們等了

六年，因為「如果你的老的傳藝師他是沒有辦法轉

變的，或是說你的小的沒有到一定的階段，或是人

數不夠多，這些做起來都不好。」老藝師如果抗拒

新的作法，年輕的學子如果程度還不到可以呈現的

標準，都無法使這場表演成行，所以為了這一場表

演，他們等了六年。

在這等待的六年裡，他們等了甚麼？如何消弭

藝師們的疑慮，贏得信任？如何開始找出年輕的歌

謠種子，接續歌謠的生命力？這個努力，對恆春歌

謠扎根做了些甚麼事，群體開始產生了哪些變化？

在深入訪談的結果，筆者有以下的幾個發現：

傳薪奠基於傳愛

孩童向薪傳藝師習藝，產生了類家族的關係，

使得老藝師與年輕學子彼此理解，也發現年輕人願意

學，而逐漸解除了老藝師的疑慮。這是中生代的教師

群們在其間摸索發現的，誠如陳麗萍描述：「讓老人

家知道他們的重要性，而後開展出家族概念，最重要

是看到孩子們願意學習，孩子是認真的、願意學的，

我們發現這種黏度更高。」這個「黏度」是一種類似

祖孫關係，是一種生命延續的愛的關係，因此有了傳

承的關係，這是多年來為恆春民謠扎根播種，努力尋

找的解決方案，在「愛」裡找到解答。

教育、文化部門資源整合、分配不重複並善用關鍵

人物的影響力

善用關鍵人物的影響力，是此地歌謠扎根工

作的關鍵。恆春國小校長江國樑，也是瓊麻園屏南

社大的校長，在地方上非常有影響力，對母語教育

的推動與歌謠復興很有熱情與作為，他成為地方上

的示範。在地方上資源的整合和分配上，他與文化

處就有著默契，當然這會在縣府部門文化處與教育

處先在「共識會議」裡達成資源整合分配不重複的

共識，工作切割不重疊，而江國樑便是地方上有力

量的指標型之執行人物，例如說他在歌謠推動上，

會申請教育部的教育優先區，運用偏鄉特質取得有

核心課程的專案補助；根據徐芬春表示，因此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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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文化部給的經費，有 14個學校來參與之

外，其實在地只要申請到在地優先區，有申請到核

心課程，有的學校是以社團來進行的，我們儘量將

資源就不再重複放進去。」因為把資源分散開來，

這樣才能將有限資源發揮最大影響力。因此在恆春

歌謠的推動中，地方文化與教育當局彼此間的關係

是互不侵犯，又彼此支援。

尊重在地人的聲音

由於恆春半島族群多元，語言與聲腔也衍生豐

富的差異特徵，這使得當地歌謠生發多彩，卻也造成

地方文化的長期分裂與對立。所以徐芬春說，等這一

個快閃演出等了六年；事實上，到今日地方上仍有老

藝師不認同創新的推動手法。儘管如此，這次快閃表

演，能整合了恆春三區 — 大光區、德和區與恆春區

的藝師，讓推動團隊興奮，其實能這樣整合，需要有

彼此的信任與情感基礎，事情才能成就。徐芬春表示

「在地都會參與意見，如果我們聽起來是 OK的，那

我們就讓它落定，所以在地人說了算。」在地人的聲

音與規劃者理性的理念的視域融合，是一貫的做法，

而在地人的共識，決定了做法的可行性，審慎的聆聽

在地聲音是推動者真正的做法。

瓊麻園的專案計畫，促進了社區間彼此聆聽欣賞的

機會

2011年瓊麻園的「國境之南，看見屏東之美」

專案，得到文化部的補助，這使得當地每週五晚

上的民謠廣場，成為地方歌謠好手切磋觀摩的地

方（圖 7），從分辨彼此的差異點，轉變為欣賞彼此

的差異。據陳麗萍表示「在廣場上看到大光區的夥

伴，讚賞德和區的表演者，朱丁順阿公當時說大家

變成一家人。」（田 2013.12.02）

期待更多年輕社造與歌謠工作者的出現

目前與文化處歌謠扎根的主力組織是「社團法

人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與「恆春思想

起民謠促進會」。歌謠扎根與播種是現階段最重要

的工作，根據徐芬春的說明「早期車城楓港不唱，

現在車城楓港唱了，而車城楓港跟後灣的部分雖然

已經唱了，但能量還沒有那麼強，所以我們現在是

掛了很多單位在上面來參與，主要的規劃和籌措，

主要推動的還是需要組織比較完備的單位，我們現

在也等車城和後灣地區，他們的人力組織要更豐

沛，才能幫我們分擔工作。」（訪 2013.11.28）此

外，為了廣為人知他們多年來努力的累積，目前已

建置兩個網站，一個是活動網站，一個是數位典藏

網站，讓喜好民謠與研究者，皆可透過網站取得他

們需要的資訊（2013）。

整合是否會造成恆春歌謠的多元特色不見了？

有些學者專家和地方上一些歌謠藝師，有這樣的擔

心的聲音。陳麗萍不諱言的指出：即使在快閃後，

仍接到某位老藝師表達不同意創新的手法。然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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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支持的人也越來越多，事實是恆春地區隨著經

濟與人口結構都有很大的變革，交通狀態與過去不

同，過去因為交通不便造成的保守與純粹的特質，

現在都面臨了變化。在傳統與創新的拉鋸中，筆者

見到了 — 創新是一種探索，探索為了生存。

事實是兩組人士站在不同基礎，但卻是恆春

歌謠復興的整體內涵。整合的目的在創造一個整體

歌謠再出發的生發動力，而堅持差異的夥伴們，則

是站在長久以來已經建立的恆春歌謠的專業與研究

上，已建立完整的特徵與有系統的細節。這中間有

一個空隙，就是目前老一輩會的歌謠與十幾歲以下

的孩子之間的斷層，這也正是目前屏東縣從文化處

與教育處，以及民間相關藝文團體努力的所在，也

就是目前恆春歌謠的中生代教師群努力的地方，於

是浮現了一個角色，一個橋梁的角色；他們年輕時

向老藝師請益，整理他們的傳統藝術，運用學術、

科技、創意來建立系統，而現在卻是積極的在前輩

逐漸凋零之際，帶進更年輕的種子，創造機會讓歌

謠的種子發生與發聲，讓更年輕的孩子看到比自己

老師所教更早之前的歌謠風貌，創造出這樣共同發

聲的機會，也得到更早的恆春歌謠文化之薰陶。中

生代的橋梁角色，尋找繼續歌唱傳統民謠成為可能

的機會，目前著力正是屬於這個向下扎根的階段，

引進新式有效的教學方法，也是為了培養歌謠種子

生發創造的土壤與播種，期待這種籽發芽後，方能

銜接這長久累積的歌謠資產。

「快閃，第一它容易被年輕孩子接受；第二是

這幾年快閃也變成是一個風潮，在事件行銷上比較

能達到焦點，與達到在新聞媒體的突破性。」強調

行銷效益，徐芬春這樣的解釋。又基於老中青三代

同聲歌唱，不同聲腔共同發聲的理想，基於此理

想，此番快閃表演的曲目，順序如下：『月琴』、

『四季春』、『思雙枝』、『行腳花』，皆有蘊含深意。

『月琴』是台灣在 1960與 1970年代出生的人們，

耳熟能詳的校園民歌，很容易引起共鳴，他們選擇

這首曲子演唱，以月琴來代表恆春歌謠，並宣示恆

春各區如同一個大家族，他們各區擁有差異卻又能

互相欣賞同時發聲的意象；『四季春』接續了一段

歡樂的情緒，象徵著孩子們學習與高唱家鄉歌謠的

心情；『思雙枝』引介了老聲音，代表著恆春歌謠

的傳承根據；最後，以『行腳花』收場，道出恆春

人的好客，對台灣各地人士提出邀請。

恆春歌謠的願景

把恆春創造成一個民謠小鎮，民謠之都，一

直是在地提倡恆春民謠的推手們的夢想，也是屏東

文化處認定的目標。文化創意產業需要藝術教育

為基底，「如果沒有今年的快閃，如果不是這七個

社區，14所學校的參與，我們明年不敢去八個地

方。」這一場在台北火車站展開的恆春歌謠快閃後

（圖 8），徐芬春說出了他們明年要做的計畫，她說

「我們大概會選一個時間點，就是兵分八路，例如

說我們有七個社區來自不同地方，我們會在恆春半

島選八個地點，在那裡同時快閃，快閃完後就立即

到恆春鎮來，然後我們去做踩街，踩街完後再去東

門城，再去唱歌。整個路線都已規劃了。」他們每

一年都會有一個活動來凝聚共識，徐芬春說她的目

的是「把產業帶動起來，或是把在地的文學、藝術

帶動起來」，他們不是作傳唱這件事，也沒有把恆

春民謠音樂節當作一個嘉年華會的形式，就算是有

比賽，也是有目的，強調地方文化的學習、驗證與

交流，是凝聚共識的策略，是下一個進程發展的文

6　 在台北火車站恆春歌謠核心團隊留影，最後
一排右起第三位是文化處處長徐芬春、科長
溫佳真、陳麗萍老師。（陳麗萍老師提供）

7　 「國境之南，看見屏東之美」活動，提供恆春
歌謠好手交流切磋的舞台。（陳麗萍老師提
供）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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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動的籌碼。

她說：「辦民謠節的目的是，我們既然辦民謠

小鎮，民謠之都，我們就不會只看見恆春民謠，希

望全恆春的鄉親看得到台灣其他各處的民謠，以至

於世界各處的民謠，如果你要變成有一個更高的視

野跟位子的話，我覺得要給他更豐富的東西，所

以我不是以嘉年華的形態在做，從來目的取向很

高。」（訪 2013.11.28）身為恆春民謠教師與在地藝

文推手，陳麗萍說出自己的夢想 — 她希望「恆春

歌謠能成為代表台灣文化的一塊，像雲門那樣。」

而徐芬春再次重申她對恆春民謠的核心價值的定

位 —「自在的生活、自信的民謠、自尊的文化。」

（訪 2013.11.28）。

這一場快閃演出，閃現出一個事實，在冰山的

底層，是默會的，在整體與細節裡探索，由熱情與

理性、差異與矛盾、影響與愛的意念領航，逐漸在

分裂與內化中顯化出這個整合的結果。整合甚麼？

整合出恆春地區老、中、青三代，共同為恆春歌謠

「發聲」，這個共識，讓台灣聽見恆春也看見恆春，

儘管其中仍有部分差異的聲音，但是凝聚共識已然

浮現。創新的行動從來不是只有新意的結果，許多

知識是內隱在認知對象裡，需要我們去發現更多的

細節，才能看清事實，知識以默會形態向我們展

現，我們要從整體與細節的循環中，找出真相。

現在的恆春，有一股為著恆春民謠生存而努力

的力量，這股力量逐漸因著共識圈的擴大，使得凝

聚力量益大。他們對內整合了恆春歌謠的知識、參

與者的態度，以及對現在與未來恆春歌謠與恆春發

展面貌的想像力，形成了內在結構；對外整合了恆

春在地的環境條件，全縣可用的資源，以及在地的

歌謠文化風貌，形成外顯結構。這兩股結構交織融

合，形成整體。快閃演出是個集體為著恆春歌謠的

生存能動的生發創造之行動結果，它的意義在凝聚

了地方歌謠夥伴的共識，成為下一個階段發展的文

化活動的試金石，至於是否因為整合而破壞各地區

歌謠多元特質的疑慮，重點在是否視文化如同生命

個體的成長，如果是視同生命的創化歷程，則生長

創造的動力必有其能動性，整合為了顯化，而顯化

照見差異，刺激了下一個統整的行動，只要群眾對

恆春民謠持續成長的意念不停，分合的循環，也就

生生不息。期待恆春歌謠也在眾人的推波助瀾下，

重啟自主的歌謠生發創化的動力，再現恆春民謠活

力，這活力展現於恆春在地的知識、想像力、態

度、文化、資源與環境的整合與展現細節的循環中。

8　 恆春民謠快閃團隊在台北火車站展現他們的自信、自在與自尊。 
（陳麗萍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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