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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影视剧《狂飙》《三体》《流浪地球2》等近来在台湾引发广
泛关注，岛内观众对剧情和表演赞不绝口。今年春节期间，台湾也
有电视台在网上24小时播放大陆古装剧《甄嬛传》，足足播了5轮，
共有473万人次观看，同时在线人数最高为3.2万人。

台湾知名电影学者、制作人焦雄屏对记者说，大陆影视剧制作
精良，对观众很有吸引力。这些年来，大陆影视剧在技术、思维、
美学上都有很大飞跃。两岸可以在多方面携手合作，让中国影视业
拥有更新的面貌。

▲ 大陆电视剧《延禧攻略》剧照。

◀ 大陆电影 《流浪地球 2》 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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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摄 宝 岛

大陆影视剧走红宝岛

上世纪 90 年代起，大陆电视剧 《水浒
传》《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都在
台湾创下不错的收视率，《雍正王朝》《大宅
门》《康熙王朝》 等更是让台湾观众大呼过
瘾。2012 年，《甄嬛传》 在台湾引起轰动，
陆剧由此在岛内爆红。

在台湾民众常用的社交网站上，多个陆
剧社群粉丝数量动辄二三十万人，众多岛内
观众一面追剧、一面展开讨论。从剧情人物
到服饰妆容、饮食文化、拍摄地点等，都是
台湾观众津津乐道的热点。比如 《狂飙》 最
近大火了一把，就有追剧的台湾观众表示想
阅读剧中人物推荐的 《孙子兵法》，还想去
取景地广东江门品尝美味肠粉。陆剧话题效
应席卷台湾，岛内媒体争相报道。比如 《延
禧攻略》 在岛内热播时，热门时段多家台湾
电视台都在解说该剧，商场、餐厅、旅行社
等也纷纷围绕剧中热点推出配套业务。

陆剧吸引力如此之大，岛内政治人物也
为之着迷。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是 《水浒
传》 的粉丝，曾在多个场合大谈观剧心得。
亲 民 党 主 席 宋 楚 瑜 曾 表 示 爱 看 《雍 正 王
朝》。有绿营政要会脱口而出陆剧台词，有
绿营民意代表甚至在岛内议事场内都不忘偷
偷追剧。

历史题材剧倍受青睐

回顾陆剧在台湾走红的历程，我们不难
发现，起先流行的大陆影视剧多为历史题
材，如今更趋多元，比如现实主义和科幻等
题材同样深受台湾观众喜爱，但历史题材剧
依然最受欢迎。焦雄屏认为，这说明台湾民
众对中国历史文化很感兴趣。2020年，民进
党当局封杀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大陆影音平
台，妄图阻挡台湾民众欣赏大陆影视剧。事
实证明，台湾民众毫不买账。

台湾 《旺报》 社评指出，尽管民进党当
局通过修改课纲等手段，不断淡化中国历
史，但台湾年轻观众显然没有受到太大影
响，依然青睐这些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电视
剧。台湾民众一向喜欢中国历史题材影视
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热门台湾电视剧

《一代女皇》《一代皇后大玉儿》《包青天》，
包括两岸联合制作的 《戏说乾隆》 等，源头
均是中国不同历史朝代的史事和逸闻，这也
是剧集富含魅力与扣人心弦的原因。直到后

来台湾影视剧制作大环境变化，偶像剧、低
成本时装剧才成为岛内自制剧的主流。

社评指出，台湾年轻一代尽管长期受
“去中”教科书、岛内政客鼓动“仇中”影
响，但对大陆大投资、大制作、优质的历史
剧仍有共鸣。由此可见，即使岛内政客妄图
割裂两岸，但在生命经验、戏剧艺术等交流
接触下，台湾年轻人终究会觉察出两岸文化
的连结。这源于文化深层的连结和历史感
知，绝不会因为岛内政客的刻意操弄而被轻
易左右。

台湾影视剧创意求变

陆剧在台湾长盛不衰，台湾影视剧也
给大陆观众带来许多难忘的记忆。取自宋

代民间故事的连续剧 《包青天》 等曾风靡
两岸，琼瑶小说改编的多部电视剧更前往
大陆取景、邀请大陆演员出演，乃至走入
合拍时代，曲折动人的情节赚足了两岸观
众的眼泪。2001 年，《流星花园》 开创台
湾的偶像剧风潮，10 年间台湾偶像剧接连
推出，成为大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近年
来 ， 台 湾 影 视 剧 《想 见 你》《俗 女 养 成
记》《我们与恶的距离》 等也收获众多大
陆粉丝。

然而，受限于岛内市场、创作人才、制
作成本等问题，台湾影视剧的发展一度遭遇
瓶颈。陆剧 《琅琊榜》 走红后，台湾影视从
业者一面对陆剧制作水准赞叹不已，一面为
岛内影视环境感到忧心：台湾太久没拍过完
全自制的古装剧了，连梳古装头的人都找不

到。而这些年大陆经营古装剧有成，人才、
剧本、拍摄场景无一不齐，台湾未来将很难
与之竞争。更有人质疑，台湾现在到底还会
不会拍古装剧？

有台湾资深制作人认为，很多人质疑
台 湾 不 会 拍 古 装 剧 ， 其 实 这 应 该 分 开 来
看。制作层面要交给大陆，因为台湾人写
不出那样精彩的对白、找不到适合拍摄的
影城，但在创意层面，台湾仍有人才。对
照大陆目前流行从 IP 发展出电视剧、网络
剧、手游、电影、漫画、综艺乃至周边商
品等衍生物，台湾下一步或将从源头开始
改变。

交流合作期待新突破

两岸影视交流是增进两岸民众了解、共
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多年
来，两岸不仅互相引进影视剧，还进行了广
泛的合拍制作，每年有上千人次台湾演艺人
员参与大陆广电视听节目和影视制作。经过
不断的尝试，近年出现许多优质的合拍片。
随着大陆持续出台促进两岸影视合作的利好
政策，台湾影视从业者来大陆发展的空间更
大、条件更优。

焦雄屏说，我常去大陆，也常到剧组
探 班 ， 在 每 个 剧 组 都 发 现 有 台 湾 工 作 人
员 ， 分 散 在 美 术 、 摄 影 、 梳 化 等 各 个 部
门，这说明两岸影视业融合发展早已成为
常态。大陆的资金和市场可以为台湾影视
从业者提供非常大的发挥空间，而台湾长
期累积的影视创作经验，也能为大陆提供
非常好的补充。

有台媒评论指出，2018年大陆发布 《关
于促进 两 岸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的 若 干 措
施》，取消对台湾从业者参与大陆影视剧制
作的数量限制、取消对引进台湾影视剧数
量的限制、放宽对两岸影视剧合拍的限制
等，这些政策对深化两岸影视交流合作意
义深远。

目前，民进党当局仍在两岸影视合作方
面设置阻碍。除了封杀大陆视频平台，民进
党当局至今未松绑大陆影片配额制度，大陆
影片要在台上映，首先需要抽签取得配额。
这意味着大陆的好电影，台湾观众能否看到
全凭运气。此外，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影视从
业者来台工作和发展也有限制。台湾影视界
和台媒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及时放宽相
应限制，让两岸影视合作能够真正迎来“春
暖花开”。

融合发展，两岸影视业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张 盼

在香港湾仔，太原街露天市
集有着超过 80年的历史。走进这
条长约250米的小街，浓浓的生活
气息扑面而来。在街道两旁众多铁
皮摊位中，一间挂着琳琅满目毛衣
毛线制品的摊位格外引人注目。

在一堆彩色的毛线中，摊主
大姐拿着棒针和毛线，十指跳
动、上下翻飞，一戳一绕间，动
作无比娴熟。两股质地柔软的彩
色毛线在她手里不断交织，翻来
绕去，织出各种花样的毛线制品。

这位正在做着毛线编织活儿
的大姐叫杨丽萍，今年 66岁。从
小穿母亲手工编织毛衣长大的
她，传承了一手编织好技艺。

“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大多是
机器编织品，很难再买到纯手工
编织的毛衣了。”她一边说，一边
捋了捋手中的毛线。

30多年前在香港从事时装批发
生意的杨大姐，开始摆摊的契机源
自当年的一场“危机”——一位印度
客人在订购了大批手工毛衣后临时
终止了交易。为了不赔钱，杨大姐
决定自己在街边摆摊卖掉这批货。

于是，在支开后只有一两平
方米、高两米左右的小天地中，

她开始了自己的摊主生涯。
这批毛衣很快售罄，颇受欢

迎。但杨大姐发现自己一个人难
以独自撑起整个摊位的货品供应，
于是想到了借助家乡的支持。“当
时我老家广东潮州的姐妹们很擅
长织东西，而且勤勤恳恳。”她说。

货源有了保障后，前来小摊
上选购毛线编织品的客人络绎不
绝，小摊生意就一直做到了今
天。“小生意虽然发不了大财，但
是支撑日常的生活开支还是绰绰
有余。”杨大姐说。

回首摆摊经历，杨大姐感触
最深的就是：“不同的时代有着不
同的审美风格。”

“刚开始摆摊时，顾客经常带
着外国时尚杂志来我摊位上，指
着书上的图片，告诉我具体要参
考的样式。”她说。

于是，只要有顾客想订购杂
志上的款式，她便准备两本一模
一样的杂志，一本放在摊位上，
一本寄回潮州，让家乡的姐妹拿
图片上的花式作参考，织好后再
把成品邮寄回香港。

互联网时代到来，逐渐有客
人将一些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心仪

的毛衣款式用手机发给杨大姐。
在孙辈的帮助下，她也学会

了用手机搜索各种毛线编织的信
息。“网上很多款式，都会有详细
的配色和制作说明，图片还能放
大，细节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她
兴奋地说，“有了这些网上的图片
和视频，顾客就不用亲自来铺子
里跑一趟，我也能立刻通过手机
传给潮州姐妹们。”

“最近几年，杨大姐的店里出
现了很多新款式。”一位正在摊位
上挑选帽子的客人笑着说。

网络上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
料为杨大姐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她在织物的颜色搭配、图案构思
以及风格上都有了更多心得，逐
渐将配色转变为鲜艳明媚，款式
上也融入更多内地流行元素。

“不同于以往简约的素色款
式，现在这些毛衣颜色更加丰
富，款式也更多元。用彩色毛线
编织出花式的图案，受到越来越
多年轻女性的喜欢。”她说。

杨大姐现在的客户虽然大多
还是以本地人为主，“但有越来越
多内地游客会专门过来‘打卡’
拍照。”杨大姐对此颇为自豪。

除衣物外，她的摊位边还放
了很多彩色毛线编织的花朵。她
说，未来还想设计更多五颜六色
的创意类编织品放在摊位上售
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如今，杨大姐时常会坐在摊
位旁，一边编织一边和街坊们谈
天说地；她计划下一步在内地社
交平台上开设自己的账号，和更
多人分享编织的技巧；而潮州的
姐妹们虽已生活得富足闲适，却
仍坚持做手工编织活儿帮她供
货。杨大姐她们不仅要编织出属
于自己的缤纷世界，更希望能将
手工编织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据新华社香港电）

春风水暖，海芋花开。
近日，台北阳明山海芋季活动在有着“城市后

花园”之称的阳明山公园竹子湖登场。游人穿梭于
田间步道，打卡拍照，欣赏春日海芋美景。

阳明山海芋季近年来已成为台北的特色踏青活
动，深受当地市民喜爱。今年的海芋季预计将持续
到4月底。

▲ 阳明山公园内的海芋花海。
▶ 游人在海芋花田中拍照。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据新华社上海电
（记者潘清） 第三届
海峡两岸民间论坛
近 日 在 上 海 举 行 。
两岸嘉宾热议“新
形势下两岸和平发
展与民间交流”，期
待 两 岸 往 来 正 常
化、交流常态化。

本 届 论 坛 由 上
海市海峡两岸民间
交流与发展研究会
主 办 ，《人 民 政 协
报·两 岸 经 合 周
刊》、上海市台湾研
究会、台湾青年联
合会等协办。

台盟中央原副主
席吴国祯表示，在坚
持“九二共识”基础
上，两岸要坚定地
推动交流合作、融
合发展。

海 协 会 副 会 长
李文辉表示，当前
台海形势依然严峻
复 杂 ， 但 要 和 平 、
要 发 展 、 要 交 流 、
要合作的主流民意
不可阻挡，希望能
够实现两岸往来正
常化、两岸交流常
态化。

上 海 市 台 办 副
主 任 李 骁 东 表 示 ，
台湾基层民众期盼
恢 复 两 岸 民 间 交
流、推进两岸人员
正常往来，相信未
来 会 有 更 多 交 流 活 动 陆 续 展
开，上海将大力推进两岸民间
交流往来。

围 绕 恢 复 两 岸 往 来 正 常
化、交流常态化等议题，复旦
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
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台湾“一
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理事长
汪诞平、台湾孙文学会理事长
匡思圣、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
长何溢诚等两岸嘉宾分享了各
自观点。

两岸嘉宾表示，当下两岸
恢复交流常态化迎来新契机，
台湾当局不应再罔顾民意设置
障碍，应当让两岸民间交流尽
快回到正常轨道，更好造福两
岸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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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毛线编织美丽新生活
郭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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