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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出走、流浪，是當今世代浪漫的代名詞。儘管對於旅途的未知，帶著一

絲興奮和不安，我們對於離開家鄉都是充滿想像和期望的。流浪是一種自由的

狀態，盡情地將自己放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好像一塊泥膠一樣，手掌一拍，所

有形狀都可以重新塑造，所有形態都可以重新構想。 
譚孔文説：「對比很多人，自己流浪的經歷不多，最長時間的一次是 2003 年到

日本黑帳幕劇團作交流。流浪異地，重新適應新環境和生活模式，發現自己從

未見過的一面，然而當時我很快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生活，更發現獨處的美

好 — 自己一整天留在自己的世界。因此，自此對於流浪這個主題的確存在許

多（或過多）的想像：一個人在新的地方生活，身心都處於一個新的狀態，不

停地接觸新的人新的事，心靈上受到多少的衝擊和碰撞？」 
於是，譚孔文便將自己對於流浪的想像，投射在讀周壽臣的傳記中，當中提到

清末有一段留美幼童的故事；那些滿腔熱血的少年，帶著期待又不安的心情來

到美國，迷霧般的青春在西方文明的薰陶下，漸漸發現另一個自己。 
「一百年前的流浪，和今天的流浪會有分別嗎？」，於是他就有了創作《棒球場

上的亞熱帶少年》的構思。 
 
沒有遺憾便不成青春 

 
1881 年，一眾留美幼童在回國前打了最後的一場棒球場賽，到底是甚麼勾起譚

孔文的棒球熱血魂呢？ 
日本動漫在不少香港人歲月時光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小時候模仿漫畫內的角

色、想像他們的世界，很多細節和精神就滲透進一代人的血液裡，深刻地影響

著他們。 
譚孔文說自己小時候也是看日本動漫長大，對於友誼和團結所驅動的使命感，

在運動漫畫中不停流汗丶跑動丶揮棒丶入樽的情境，都營造一種熱血、具生命

力的動感、努力爭取等的精神，都擁有許多想像和憧憬，而當中最印象深刻是

《鐵拳浪子》：主角矢吹丈打完人生最後一場拳賽靜靜地低頭坐在台邊而完結凄

美得一世難忘，由此，每次創作演出原來與兒時看過的漫畫回憶重疊起來，並

通過劇場的方式重現。 
過去浪人劇場的作品都是講求團隊的合作氛圍，如 2016 年的演出《Bear-
Men》，劇中角色沒有明顯的主次之分，這種合作氛圍就好像進行一場棒場賽或

《男兒當入樽》的籃球決鬥一樣，需要大家團結一起並肩作戰，失去誰的努力

也會影響賽果，失去了誰的參與，演出產生不一樣的質感。 



而在漫畫《二十世紀少年》認識到世博，更得知在日本人心目中世博是一個奇

蹟，是穿越時代完美體驗現代化的象徵，彷彿是坐了穿梭機到達未來的感覺一

樣。一百年前遠渡重洋的留學幼童，原來也去過世博，他們也是見證著一個時

代的轉變，進入了西方文明的世界，對比清政府的封建落後，他們內心的衝擊

感到底有多大呢？

他們在球場揮灑了最後一次的汗水，但青春的回憶不會因此完結，留美幼童滿

腔遺憾但仍謹記離國初衷的韌力，會在《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淋漓再現。

青春本來就是不完滿的，也是青春的特權和獨有的魅力。

浪人的現場音樂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最近的《湖水藍》？在浪人劇場大大小小的劇場創作入

面，現場音樂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劇場元素。

在浪人劇場的創作路上，不少表演都是利用音樂與情境有機地配合，用聲音來

敍事。甚至一向負責音響設計的梁寶榮在《Bear-Men》更走上舞台擔任表演

者。基於表演者本身對音樂的敏感，他們更能感受到表演的節奏和氛圍，當表

演者在做現場表演，同時又是角色，在台上便多了一套表演語言。

譚孔文說：「雖然大家對自己創作印象是視覺系，但其實自己對聲音更敏感。青

年時一個人看了一套好電影，之後會買電影配樂 CD 放在 Discman 內隨時聽 
— 坂本龍一、Michael Nyman 等配樂都成為當時的精神食糧。聽配樂比聽歌

很容易創造出一個氛圍，令人不自覺地墮入某種情懷裡，一邊聽一邊回想電影

的世界；到後來創作自己的演出時，就希望可在音樂及音效上多放心思。」

《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設定於 1881 年留美幼童到西方留學的青春回憶，

所以創作時便萌生中西樂器並用的念頭。今次再度重演，音響設計師梁寶榮繼

續發掘聲音的可能性，表演者陳嘉威和張蔓姿既是表演者亦會現場演奏音樂，

讓大家一起感受一場像棒球場般熱血和恣意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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