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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源起與⽬標 

我於2018年，以「番茄」作為創作探索的載體，辦了個⼈展覽《番茄少女善感專輯》，從

⾃⾝家庭故事出發，化⾝成番茄少女，透過「番茄究竟是蔬菜還是⽔果」叩問格格不入的⼈

如何待在社會定義的「幸福美滿」家庭以及⼈⽣之中？這樣的「幸福美滿」可能以怎麼樣的

形狀、重量落在⼈的⾝上？ 

 

於2020年，我再度以番茄少女的故事出發，獲得⽂化部109年度短片輔導⾦的補助，拍攝實

驗短片《海都是海》，將焦點放在「女性⾃我長成」，因為深深有感於女性⾃我長成在種種

的限制與期待下顯得困難重重，於是我試圖從⾃⾝⽣命故事出發，運⽤戲劇、動畫、紀實影

像等多項媒材細細描繪女性在⾃我長成過程中，如何與原⽣家庭、外在社會以及⾃我互動，

這些互動⼜如何影響⾃⾝形狀的變化？我希望藉由私經驗將轉化成影像，並與擁有相似經驗

或背景的⼦女連結：在⾯向有⽭盾卻令⼈在意的家庭關係時，是否我們能先誠實⾯對、看⾒

⾃⾝的感受？ 

起初的反問也是此巡迴映演計畫的起點，我相信這樣的發聲與看⾒是⾃我長成很重要的過

程，也是⾯向、回應親⼦關係中⽭盾狀態的另⼀路徑之可能，所以想透過全台巡迴映演的公

眾特質，邀請觀眾看看番茄的故事，也透過映後分享討論與互動進⾏思索，作為長成過程

中，⾃我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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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與成果 

• 計畫內容 

《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的主要核⼼為「創造空間，讓觀眾可以⾃在的連結影片，並分享

討論⾃⾝故事或是感受」，每場放映⼈數以10-15⼈為限。《海都是海》於2023年5⽉在⾦

穗影展⾸映，正式將短片送到觀眾⾯前，當時觀眾反應熱烈，在映後仍有許多觀眾與導演分

享觀後感想或是與⾃⾝的連結，再加上此巡迴映演計畫著重在分享，為了確保現場環境是能

令參與者感覺安全，團隊規劃兩次團體前測，與⼀場專場放映，主要介紹《海都是海》巡迴

映演計畫，三場的前測紀錄與反思如下： 

1、04/09《海都是海》巡迴映演架構前測 

⽇前邀請多位社⼯專業背景的講師，⼀同針對影片規劃⼯作坊架構並進⾏測試。當時前測參

與者有6⼈，包含導演、剪接師、社⼯夥伴們，實測地點在導演家中，並由其中⼀位社⼯講

師做團體帶領者。進⾏⽅式如下： 

• 30分鐘 影片放映 

• 120分鐘 普及討論：透過《海都是海》的劇照與紅花牌卡開始，帶領者請觀眾在看完片

後，選1張卡來介紹⾃⼰；再進⾏第⼆輪，以「我眼中的⺟親」以及「我和⺟親的關係」

作為問題，讓觀眾在劇照與牌卡間選擇符合⾃⼰⼼中圖像的牌卡，進⾏深度的故事分享與

回饋。 

• 反思：當天參與者皆與《海都是海》導演有連結，且⼈數少，在團體帶領者提出問題並邀

請參與者使⽤牌卡回應問題，這樣比較遊戲性質的互動開場，讓⼤家參與意願⾼且熱烈，

後續的分享也在⼀來⼀往的對話與連結中，分享深度相當深入。但實際巡迴狀況並非⼈⼈

與團隊有如此深厚的連結，所以該如何在沒有私⼈連結情況下，也能讓參與者感到安全是

團隊在規劃、調整⼯作坊結構的要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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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9 《海都是海》跨領域放映⼯作坊 

與【彩虹森林獨⾓獸】合作，於台東的第3空間進⾏跨領域⼯作坊合作，進⾏⽅式為：《海

都是海》放映＋療癒⼯作坊，以《海都是海》作為入⼝，與現場觀眾相互分享女兒的故事，

做第⼀次實際⽥野蒐集，再由療癒帶領者進⾏靈性療癒，為當⽇觀眾的分享做收尾。參與⼈

數8⼈，進⾏⽅式如下： 

• 30分鐘 影片放映 

• 20分鐘 映後座談：先由團體帶領者向導演提問，建立片⼦的背景，也為⼯作坊暖⾝ 

• 60分鐘 普及討論：由主持⼈以《海都是海》劇照牌卡提問，引領觀眾分享⾃⼰的觀影連

結或是相關⽣命故事。 

• 反思：此次參與者有陌⽣的觀眾，所以⼯作坊結構做了些微調，先由團體帶領者與導演分

享，讓參與者可以透過觀看、聆聽、感受⼯作坊的意念與空間的安全程度，再透過牌卡將

話語空間交給觀眾。發現暖⾝流程是⼯作坊相當重要的環節，後續團隊在規劃⼯作坊時，

將針對暖⾝⽅式做更多細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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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8 《海都是海》專場公開放映 

為⼤家熟悉的放映與座談形式，定位為巡迴映演計畫的opening，在國家及影視中⼼辦理兩

場放映，⽬的是公開介紹《海都是海》，並針對相關主題，如：女性長成、親⼦關係等作現

場映後對談與討論，另⼀⽅⾯也宣傳巡迴映演計畫，期待藉此打開各⽅合作之可能。當天放

映總共兩場，總⼈次為101⼈次，進⾏⽅式如下： 

• 30分鐘 放映 

• 30分鐘 映後座談：主持⼈協助引導問題整合，亦開放現場發問以及使⽤Slido讓觀眾發

問、分享。 

• 反思：觀眾除了現場提問，線上提問更是熱烈，觀眾對於巡迴映演計劃表⽰興趣。比較可

惜的是互動比較單向，比較缺乏觀眾直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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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此放映前測，團隊更加確立《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的主要核⼼為「創造空間，讓

觀眾可以⾃在安⼼的連結影片、分享⾃⾝故事或是感受」，故進⾏⼈數仍以15-20⼈為限，

場地則以在地放映替代空間為主，整體巡迴映演核⼼架構如下：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0分鐘 觀眾報到 5分鐘緩衝

27分鐘 正片放映

5-10分鐘 休息 10分鐘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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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分鐘 視⼈數作分
組調整。 

與專業講師
合作帶領。

10分鐘 散場

映後⼯作坊：從《海都是海》的劇照牌卡開始，由主辦⽅

準備4個問題，邀請觀眾運⽤劇照牌卡來回答問題。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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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成果 

《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從2023年10⽉展開，於2024年06⽉完成，於計畫期間總共辦理

24場的放映活動；另外，在主辦活動之餘，也受各⽅單位，例如：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新

⽵縣原住⺠族部落⼤學、共學團體、青創社宅等邀請合作，共6場。總計共30場的相關活

動，總參與⼈次共322⼈次，活動紀錄如下： 

順序 所在地 活動⽇期 合作單位／場地 參與⼈數

1 英國 2023/10/28 倫敦講臺 25

2 新北 2023/10/29 ⼟城員和社會住宅 20

3 台北 2023/11/11 赭⽉製作第⼀場 8

4 台北 2023/11/18 胖老師繪畫攝影教室第⼀場 7

5 桃園 2023/11/25 Zhakkafe 10

6 宜蘭 2023/11/26 嶼伴書間 7

7 ⾼雄 2023/12/02 胖老師繪畫攝影教室第⼆場 7

8 台北 2023/12/08 過貓 15

9 台北 2023/12/16 赭⽉製作第⼆場 7

10 台中 2024/01/08 吃光食堂 7

11 台北 2024/01/14 胖老師繪畫攝影教室最終場 10

12 台北 2024/01/20 赭⽉製作最終場 16

13 台北 2024/03/01 漪⼼案內所 7

14 台南 2024/03/30 ⾶⿂記憶美術館 17

15 ⾼雄 2024/03/31 米夢成真 8

16 嘉義 2024/04/19 ⼩⽊寓所 11

17 台北 2024/04/27 Lyra Space 11

18 桃園 2024/04/29 桃托邦藝⽂聯盟 11

19 新北 2024/05/04 基隆⾒書店 12

20 臺東 2024/05/11 肯園臺東鬆學校 12

21 恆春 2024/05/12 紅氣球書屋 16

22 屏東 2024/06/01 繫。本屋 5

9  



三、預期效益與檢討 

《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起初最主要⽬的即是「打開空間、展開對話」，以下為起初在規

劃此計畫時的預期效益： 

1、⼦女的發聲練習 

⼈⼈皆有⾝為⼦女之時，在親⼦關係之中，與⽗⺟親、主要照顧者建立順暢且良善的溝通最

為困難之處在於有時是因為距離太近、太在意彼此⽽無法釐清界線與⾃⾝感受，時常陷入溝

通的死胡同。所以此巡迴計畫之最主要⽬的，也是最主要預期之效益是提供⼀個練習場域，

除了透過影片，向觀眾提供⼀種⾯向親⼦關係的可能性，也期待透過劇照牌卡的連結，邀請

觀眾聊聊⾃⾝經驗與感受，作為⼀種述說⾃⾝感受的練習。 

2、描繪台灣⼦女群像 

另⼀⽅⾯，此巡迴計畫也作為明年度台灣⼦女群像創作計畫的前哨，即在每場放映的最後會

邀請願意進⼀步分享⾃⾝親⼦故事的觀眾留下聯絡⽅式，團隊會於事後與之聯繫，進⼀步訪

談、轉化故事成為⽂本，⽬標媒材為書籍、非虛構紀錄影像創作，試圖具體描繪台灣⼦女的

故事，讓⼦女的⽣命狀態得以被看⾒、增加親⼦關係此主體的討論之⾯向。 

在這過程中，由於牌卡協⼒，參與者在活動過程中，多數是願意且積極的分享⾃⼰⽣長過程

中，親⼦關係的相關經驗與記憶；另⼀⽅⾯，則是在執⾏過程中，《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

畫也發展出不同的⾯向： 

23 台北 2024/06/09 《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閉幕式（邀請

制）

14

24 花蓮 2024/06/29 孩好書屋 9

其他（受邀合作）

1 台北 2024/02/21 親⼦共學團 8

2 桃園 2024/04/24 中央⼤學性別社團 7

3 台北 2024/06/15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20

4 台北 2024/06/16 莒光社宅青年創新計畫 15

5 新⽵ 2024/07/12 新⽵縣原住⺠族部落⼤學 10

6 台北 2024/07/13 多邊形 10

10  



• 共同帶領機制 

於是⼩團體深度分享的⽅式進⾏，所以在每場的對談中，除了計畫主持⼈外，也會再邀請相

關的專業講師共同帶領討論與分享，讓每場對話得以在安全的狀態下進⾏，以下是兩位主要

合作講師： 

⼯作坊帶領者｜江映帆 

畢業於世新⼤學性別研究所，現為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

會的理事與講師，也同為彩虹森林獨⾓獸⾝⼼靈療癒團

體之創辦⼈與療癒師。 

作為講師，常擔任公部⾨、各級教育單位性別平等相關

研習講師，演講主題多為性別教育、親密關係與情感教

育，擅長帶領團體，並於2023年擔任新北市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另⼀⽅⾯，作為療癒師，更是在研究⾝⼼平衡

⾃我探索⽅法超過⼗年，帶領彩虹療癒圈與各校團體超過

五⼗場，專長在⾃我認同潛能開發（探索發現真實⾃⼰）、伴侶關係、家族療癒等領域。 

⼯作坊帶領者｜苗元紅 

社⼯師，現職為台灣⼤學社會⼯作系博⼠⽣、研究計畫專

任助理；社會⼯作外聘督導；衛⽣福利部CRC資訊網公布

兒童權利公約師資庫師資；教育部⼈權及轉型正義教育資

源網師資。 

曾任兒福聯盟多年，擔任CRC與校園霸凌講師、校園霸凌

調查委員、兒少家庭⼯作/兒少培⼒督導、親職諮詢等。 

• 巡迴活動架構2.0 

期間發展出《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架構2.0，新增「記憶分岔」的活動環節，即藉由劇

照牌卡的重新組合，邀請來賓⼀起故事接龍，共創全新的故事，將更積極的意念「⾃⼰的故

事⾃⼰寫，以說故事展出⾃⼰的主體」傳遞分享出去。於2024年3⽉開始執⾏2.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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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媒材結合：⾝體⼯作坊與氣味結合 

由於巡迴活動常常與不同領域的夥伴進⾏合作，所以也常試圖將夥伴擅長的媒材融入於活動

架構之中，進⽽發展出不⼀樣的活動內容，譬如：與劇團赭⽉製作合作時，我們將即興⾝體

加入，以「⾝體互動」作為關係之間的⾓⼒探索；⼜如在與Lyra Space、肯園台東鬆學校

合作時，我們也藉由將氣味的嗅聞融入，邀請參與者從氣味裡尋找⾃⼰與主要照顧者的氣

味，藉此打開故事之⾨。我們發現有⾝體（包含氣味）的加入，能協助參與者放鬆、與他⼈

互動與連結，以及觸及到原本遺忘的相關記憶，總體反饋是正向的。 

• 海都是海圖像暨⽂字特展 

本計畫與基隆⾒書店共同策劃舉辦相關選書展覽，展出《海都是海》的戲中道具，以及我在

做創作過程中，接觸到的相屬主題選書，讓巡迴精神亦能透過其他形式繼續分享，與公眾對

話。 

12  



• 番茄傾向尋⼈計畫即將展開 

《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為番茄尋⼈計畫之第⼀階段，在這過程中，我認識許多來⾃各

地、不同年紀、不同性別的觀眾，其中80位參與者表⽰願意再更深入分享他們的故事與記

憶。⽬前計畫將與這些參與者聯繫，與他們進⼀步深入訪談，為描繪台灣⼦女群像起步。 

然⽽，在這⼀年的巡迴過程，我深深有感於「在地連結與串連」對於這類巡迴活動之重要

性，《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以全台為主，然⽽在實際執⾏過程發現有些地區由於⾃⾝的

不熟悉，難以快速連結與串連相關空間與合作可能，使得計畫仍有些地區無法抵達，這是我

對於《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最⼤的檢討與後續思考，如何打開更多台灣各地的在地空間

與串連，是我仍在探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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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出總明細表 

在⼈⼒安排上，減少執⾏與宣傳兩職位夥伴，由計畫主持⼈獨⾃完成三者⼯作；⽽與場地夥

伴的合作⽅法上，則以參與者付費作為活動場地費，⼤幅調整活動整體預算，以便順利執

⾏。經費使⽤分配如下： 

經費來源說明： 

申請合作社公益⾦補助130,000元，⾃籌款90,000元，共計220,000元整。 

經費項⽬
計畫經費明細

總計 ⾃籌 公益⾦贊助 說明

專案執⾏ 90,000 90,000 計畫策劃、執⾏與宣傳

講師費 54,000 54,000 共同活動帶領者，共15場

圖⽂設計製作費 20,000 20,000 宣傳⽤

場地費 5000 5,000

多數場地後來與合作單位

談參與者付費，作為活動

場地費，僅少部分合作夥

伴須租借場地。

旅運費 29,000 29,000

包含活動執⾏⼈員與講師

的食宿來回交通or油費、

過路費

宣傳廣告費 8,000 8,000 網路宣傳下廣告費⽤

印刷費 8,000 8,000
⽂宣品印刷、牌卡製作、

展覽製作物輸出等

雜⽀ 6,000 6,000 ⽂具耗材、郵資等

總計 220,000 90,000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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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活動照片 

關於《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相關活動紀錄，請參⾒Facebook粉絲專⾴／Instergram

「番茄少女正出走－《海都是海》巡迴映演計畫」。 

2023/10/28 英國倫敦講臺

2023/10/28 ⼟城員和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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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粉絲專⾴ QR code IG QR code



2023/11/11 赭⽉製作第⼀場

2023/11/11 胖老師繪畫攝影教室第⼀場

2023/11/25 平鎮Zhakkafe

2023/11/26 宜蘭嶼伴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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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2 胖老師繪畫攝影教室第⼆場

2023/12/08 ⾼雄過貓

2023/12/16 赭⽉製作第⼆場

2024/01/008 吃光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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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4 胖老師繪畫攝影教室最終場

2024/01/20 赭⽉製作最終場

2024/03/01 漪⼼案內所

2024/03/30 台南⾶⿂記憶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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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31 ⾼雄駁⼆米夢成真

2024/04/19 嘉義⼩⽊寓所

2024/04/27 台北Lyra Space

2024/04/29 桃園桃托邦藝⽂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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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4 基隆⾒書店

2024/05/11 肯園臺東鬆學校

2024/05/12 恆春紅氣球書屋

2024/06/01 屏東繫。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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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09 閉幕式

2024/06/29 花蓮孩好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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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製作物 

• 每⽉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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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場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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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帶領者與活動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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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7  



問卷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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