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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奠基劇場之路，夢想成為現實那刻 

  「其實野台戲真的就是我和劇場結緣的關鍵，回家甚至會自己拼貼出舞台和角色，用紙娃娃飾演在

廟口看到的那些情節。」Baboo 的熱情歸因自當時的憧憬，1978 年出生於高雄的他，笑稱自己求學之

路有點曲折，起初在文藻外語大學主修英文、副修德文，當時的名著閱讀訓練已為他未來向經典文學取

材改編之路默默打底。即便知道劇場之路會是未來的依歸，但他依然覺得要有所謂的第二專長，插班念

了文化廣告系，如今經手之作品的視覺傳達和行銷思維很大部分承自當時的學習。人生沒有白走的路，

這句當年蔚為風潮的廣告台詞，於我看來和這位品味獨到的劇場人很是契合。 

  Baboo 最後落腳北藝大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導演組，當時同學是演員范瑞君。這個產業的許多可能

性你得主動爭取，包含各式研習營甚至是出國交流的機會都是難得的實戰修練場，他陸續參與或大或小

的活動，逐步擴展對於劇場運作的全貌掌握。「莎妹劇團在 90 年代太酷了，喜歡前衛小劇場的人，就一

定會去看他們的作品。」問起 Baboo 和莎妹的結緣過程，即便他已經成為其中一份子這麼久，當時的

欽羨折服還是自然流露。電影監製、劇場導演魏瑛娟串起他和劇團的緣分，Baboo 慢慢成為莎妹的固定

合作對象，2005 年起正式以導演身分加入其中，迄今正好是第 15 個年頭，除了前述《餐桌上的神話學》，

如《給普拉斯》、《不在，致蘇菲卡爾》等作品企製，都是觀眾窺探風格與火花的起點。認真凝視他者民

情，內觀自己放眼世界 

  令人意外的是，其實 Baboo 在台灣老字號《PAR 表演藝術》雜誌當戲劇線記者長達 14 年，一直到

2017 年才正式告別這個身分。「這是個好玩的經歷，我一直覺得自己可以兼顧記者工作和劇場創作，但

似乎到了應該更專心在導演身分的年紀。」Baboo 面對接踵而來的國外駐村邀約，全職工作的約束終究

讓他無法離開台灣太久，加上國家兩廳院駐館藝術家的機會，讓渴望長時間接觸歐洲生活場景豐厚創作

多元性的他，下定決心離開雜誌工作。從 2017 年開始跑遍以西歐為主的各大城市，並陸續在紐約、巴

黎與哥本哈根駐村以及工作。今年在北美館一位難求的互動展演裝置《新！王冠度假村》、以及高雄電

影節上映的 VR 作品《色度：賈曼計畫》，即是他回國後，拓展劇場媒介的不同表現形式。 

  同年，Baboo 也開始愛上刺青，將其視為一種不能再回頭的決心印記。我好奇對於一位劇場創作者

來說，浸泡在歐洲民情及語境下對於專業影響最明顯之處為何？「亞洲和歐洲藝術家的思考方式完全不

一樣，即便是工作坊裡的小型發表，我們都會盡力讓每次呈現周全，但他們給出來的都是當下的如實狀

態。」彼此的念頭和期待不會有對錯，在 Baboo 的觀察下，亞洲或說台灣的藝術家很執著結果，擔心

別人的冷眼；但歐洲的創作者享受過程，不在乎你怎麼評價他每三、五天交出來的作品片段是否足夠完

整，但最終發表總能串聯起前後，展現他們透過摸索找尋的答案。 

  有曾因為被貼上小眾標籤，進而想證明自己也能做到雅俗共賞嗎？「每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使命，

其實不是多偉大的抱負，而是透過認識自身之後找到的答案。」Baboo 在採訪前夕看了聖嚴法師的紀錄

片《本來面目》，明白自己不適合做像吳念真那樣通俗大眾的「國民戲劇」，也自然會有更適合的人努力

耕耘各種面向的缺口，而持續透過作品反映他對於世界的理解、丟出想要與觀眾一起探索的叩問，就足

以成為他一生的未盡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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