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時報 第 1201 期

舞樂共創三部曲終章 《映魂》致敬礦工歷史  
學校要聞

 

【記者李作皊猴硐報導】為紀錄猴硐礦工們的辛苦歲月，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12月8日下午2時30分，在猴硐煤礦博物園區瑞三整煤廠3樓，舉辦「淡江X臺大X猴硐

礦工文史館：跨校舞樂共創暨藝術服務學習合作成果展演—《映魂》」，由專業知能

服務學習課程「身體語言與環境探索」的學生與臺大師生，以舞蹈結合音樂的表演形

式，來致敬礦工們未完待續的輝煌。

 

稽核長林彥伶表示自己的外公也是礦工，相信能藉由表演更認識礦工的歷史，並祝現

場觀眾好好享受這場成果展；通核中心主任紀舜傑首先感謝現場貴賓參與，也表示淡

江的通識課程擁有多元特別的主題，希望讓學生喜歡上通識課程，他祝參與的同學們

「不只是愛上這門課、愛上礦工、愛上生命，更愛上你自己。」

 

本次演出的五首曲目，〈熄聲〉描繪煤礦業逐漸衰退後的沉寂氛圍，象徵過去繁忙的

礦區生活被歷史洪流埋藏，表現對消逝時代的追憶與反思；〈螢光〉象徵礦工們在黑

暗中持續努力的生命力，在困境中仍堅持奮鬥，展現生命的韌性與希望；〈礦‧望〉

描述礦工們對未來的期望和生活的渴望，同時隱含礦業結束後對新生活的憧憬與掙扎

；〈徊想〉帶觀眾重溫礦業時代的點滴，透過舞蹈和音樂再現礦工們的辛勤與團結

，並激起對逝去時代的深切懷念；〈煥魂〉以象徵性的表演形式喚醒礦業文化的記憶

，展現新世代對礦工精神的傳承，以創新的藝術手法賦予這段歷史新的生命力。

 

《映魂》為舞樂共創三部曲的壓軸之作，不僅聚焦於礦工的奮鬥精神，也探討礦業時

代結束後，文化記憶如何被傳承；老礦工的故事啟發了學生，讓他們從表演中找到與

土地的連結，也讓觀眾對礦業歷史有了全新的體悟。演出結束現場掌聲雷動，不少觀

眾被表演的真摯情感所打動，彷彿親歷那段礦業時代的繁華與辛酸。

 

通核中心副教授吳文琪與臺大創新設計學院兼任助理教授蔡佳芬皆表示，連續三年的

跨校合作共演是相當艱辛的過程，對師生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挑戰；雖然學生們未必擅

長音樂和舞蹈，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創作表演相當不易，幸好最後的作品呈現不負眾望

，能讓現場的觀眾體會當時礦工的心境，也為這場長達三年的跨校合作，畫下圓滿句

點。

 

猴硐礦工文史館館長周朝南感謝參與表演的師生們，以及觀賞演出的貴賓，這齣樂舞

表演是礦工們的真實寫照，「若無以前的礦坑，哪有現在的臺灣。」提到表演中的劇

情，他更數度哽咽表示這是他曾經歷的畫面，很感謝參與表演的師生們把這些珍貴的



回憶表演出來。

 

水環碩一陳致慧表示，從《映魂》的舞蹈演出中，感受到藝術表演與礦工故事的深度

結合，讓她身歷其境在表演中，她認為三部曲的設定讓表演更具層次感，「這門通識

課能讓學生以表演形式來詮釋礦工生活，真的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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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樂共創三部曲的終章《映魂》表演，由通核中心副教授吳文琪與臺大創新設計學院兼任助理教授蔡佳芬，帶領學生以

舞樂表演來致敬礦工的辛苦歲月。（圖／通核中心提供）

 

 

學生們以舞樂共創的形式，演出礦工們的故事。（攝影／李作皊）

 

 

〈熄聲〉中，跳舞的學生們戴著礦工的帽子，以舞蹈模擬在礦坑工作的場景。（攝影／李作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