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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资本与香港制作合璧
有剧评人认为，现在是港剧最坏的时代。近年的

TVB 剧日益没落，剧本单薄，缺乏新意，场景简陋……肥
罗君说，这一箩筐问题，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当年的
TVB 剧，对手是成长中的内地剧，如今的 TVB 剧却既
要面对英剧、美剧，又要面对内地各大卫视、视频网
站 大 投 入 的 剧 集 ， 而 港 剧 自 身 的 问 题 却 日 趋 严 重 ，

“港剧已死”，渐渐成为每年 TVB 台庆必然引发的话
题。

但也有人认为，现在又是最好的时代。去年开始，
港剧有了一种新活法：内地资本、香港制作。与内地资
本的联手下，TVB已经先后推出了《盲侠大律师》《使徒
行者 2》《反黑》 等高口碑剧集，并且屡屡引发社交媒体
话题，比起近年来港剧在内地市场表现的平淡，许多媒
体已经喊出了：港剧重生。

“TVB不是单靠香港这一块市场，眼下也不可能去征
服非常大的市场，我们就是希望在港台、新马还有内地
这些华语地区，能够凭借有质感的剧集，在广大的观众
市场里占据一席之地。”TVB副总经理杜之克说。

内地视频网站爱奇艺自制剧负责人曾说，爱奇艺之
所以与 TVB 的深度合作，开发 《再创世纪》 等合拍项
目，正是看中了其丰富的题材类型，尤其是行业剧。也
有内地制片人透露，如果TVB剧的剧本水准和演员表现
保持下去，制作规格不断提升，依然会成为成熟的商业
片的典范。

以崭新方向慢工打磨港剧
据报道，TVB 摄影厂在以前基本全年无休，上部剧

和下部剧之间永远无缝衔接、绝不浪费。就算是一部 20
集的小剧，从筹备到杀青的周期也不会超过半年。拍摄
团队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到18小时，更是真正的流水线
制作。

许多观众发现，与内地合作的不少港剧，不再局限
于此前单调重复的造型场景与昏暗灯光，千篇一律的中
景与近景、正反打镜头的套路也有所改观。

据杜之克透露，现在 TVB 已经逐渐废除固定 3 个机
位的做法，不仅机位变化更多，拍摄器材也有升级，甚
至部分项目开始采用昂贵的4K拍摄方式，编剧也会配合
全新的拍摄方式而改变剧本撰写模式，后期的制作更会
多费至少1/3的时间。

以近期开播的《使徒行者 2》为例。在剧情节奏上，每

集设置明确主线，高速推进，悬念迭起。《使徒行者 2》监制
苏万聪还明确要求编剧，“不要再有一群人突然停下来
吃吃喝喝聊天的情节”。制作周期上，总共 30 集、每集
45 分钟的剧集，花费了 5 个多月的时间，可谓“文火烹
制”。

苏万聪说：“我们在这个戏里面，虽然有点港戏的味
道，但是讲故事的方法、叙事节奏、画面效果，整体来
讲是以一种新的方向来做的。”比如加入美剧化的风格，
不再延续第一部小人物的视角，而从黑道社团高层争斗
切入。取景视野也不再局限在香港巷弄等惯常设置，而
多有泰国、深圳、珠海等地的外景加入。

希望中国剧未来都有进步
《使徒行者 2》 相应的改变充满新意，有人觉得该剧

突破了港剧以往的小格局，但也有人认为变得“高大
上”的剧集，遗失了港剧的市井气息，令“港味”大打
折扣。

“TVB 的 剧 港 味 浓 厚 ， 是 内 地 其 他 地 方 都 没 有
的。”苏万聪说，但是本地观众口味一直在变，港剧也
需要改变。内地剧在男女空间、家庭伦理等方面，将
生活的味道带入，情节设计较细致。相比之下，港剧
在有些可以延长的感情线上做得还不够。苏万聪希望
在保留“港味”的基础上，将其他地方好的东西吸收
进来，如美剧的节奏、内地剧的情感处理、韩剧的爱
情元素等。

对于两地拍摄的不同，苏万聪补充道，TVB 本身一
条龙制作，资源、演员、器材、播出平台都有。内地是
独立制作公司拍片，再找播放平台，竞争性更大。TVB
每年需要播出 20 多部剧，制作压力大，难免会程序化。
内地剧有的投资达至电影规模，导演发挥空间更大。题
材上，港剧专业剧强一些，比如律师、医生、警匪等题
材，内地则玄幻、古装、年代剧强些。

谈到对未来的期望，苏万聪说，希望未来不分港
剧、内地剧，而都是中国的剧，希望中国的剧未来整体
都有进步，不会比其他地方差。

香港几大商会负责人近日
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共
十九大报告为香港的发展进一
步指明方向，他们对于国家和
香港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言
论摘编如下：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
十九大报告描绘发展蓝图，点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中华民族数百年来的强国
梦，正在日益化为现实。报告既
充分肯定国家过去五年的成就，
也客观指出当前面对的重大挑
战。与此同时，报告也为香港今
后的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令人
振奋。

同时，十九大报告明确支
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激励香
港 同 胞 更 积 极 地 就 “ 国 家 所
需”，发挥“香港所长”，同祖
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
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
荣光，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香港
新家园协会董事会主席许荣茂：
十九大报告充分体现对香港的
重视。香港的命运从来与祖国
紧密相连，祖国创造了奇迹，
带动了世界经济，坚定了国人
的 信 心 ， 亦 鼓 舞 了 港 人 的 信
心。每一个热爱香港的人都有
责任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也有责任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郭振华：
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望，
经济实力不断增长，香港的得
益将会更多，我们对国家和香
港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
李秀恒：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为
香港未来发展送上的一份厚礼，
香港各界应该好好把握。香港
市民应多体会十九大报告，了解
国家近年来在各方面的进步。
拥有人才等优势的香港，未来只
要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在正确
方向上前进，肯定能为国家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
张学修：十九大报告对国家、
对 港 澳 ， 都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香港应积极响应，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积极
投入国家整体建设大计，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和“一
带一路”建设，要把握香港经济再创高峰的黄金机
遇。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国际美酒展将于 11月 9日至 11日在港举
行。据主办方介绍，美酒展今年踏入第十届，已成为业界主要的贸易及推广
平台，本届展览首次设立亚洲葡萄酒学院，以增进公众及业内对该行业的了
解。

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在近日的记者会上表示，自香港 2008年起取
消葡萄酒税之后，葡萄酒业发展迅速，葡萄酒进口总值由2007年的16亿港
元跃升逾7倍至2016年的120亿港元，香港已成为区内葡萄酒贸易及分销中
心，更是葡萄酒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户。

据悉，本届国际美酒展云集来自 37 个国家及地区的 1070 家参展商参
展，规模为历届之冠，多国新展馆纷纷带来特色美酒。其中，德国一款享有

“白葡萄酒之后”的佳酿甚少出口，极为罕有；日本一款气泡清酒为酿酒师
历时5年时间研发；斯洛文尼亚将带来当地以蜂蜜酿制的美酒。

适逢美酒展踏入十周年，香港贸发局与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
院首次共同筹办亚洲葡萄酒学院，由两位葡萄酒大师主讲两门课程，向大众
及业内介绍当代葡萄酒消费与市场动向，以及新兴葡萄酒趋势与品酒之道
等。

主办方还将在美酒展期间安排超过70场活动，包括十余场试酒会、专
题研讨会、酒类培训讲座、酒类行业会议及香港葡萄酒公开赛等。

（王小旎）

“在文字里倾听澳门”——莲花卫视携手澳门基金会推出的大型电视文
化节目《读澳门》，近日晚在岗顶剧院完成录制。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
司长谭俊荣、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薛晓峰等以及澳门社会各
界代表600余人观看了节目。

《读澳门》深度解读澳门，广泛推介澳门，营造澳门良好的文化艺术氛
围。本期录制设三个主题，分别为“心声”“青春”和“守护”。以朗诵为
主、辅以访谈、武术、合唱、美术、舞蹈、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跨界组
合，文化混搭，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推广模式，展现澳门多元文化特质。

“心声”主题由李观鼎、汤梅笑、寂然、梁淑淇、谷雨、黄文辉、清水
河、卢杰桦、吕志鹏、李尔等10位澳门著名作家组成，从文学的角度看澳
门，讲述作家创作背后的故事和自己的心路历程。

“青春”主题则由9所大学和中学组成各自的“青春”方阵，通过校长
访谈体现学校的教育理念和风采，通过学生和老师的朗读展现学习成果。

“守护”主题则展现了澳门各界团结一心，抗击强台风“天鸽”灾害，
守望相助的情境。一线警员、解放军驻澳部队、社会团体、青年团体、政
府机构的代表，用自身的经历“解读澳门”，通过朗诵、歌舞、现场分享等
方式，展现最质朴的“澳门精神”。

谭俊荣表示，《读澳门》节目用平实的语言和故事解读澳门，用丰富的
艺术形式演绎澳门文化，使珍贵的“澳门精神”有血有肉，可感可知，使
多元的澳门文化可视可见、难能可贵。

据悉，《读澳门》于本月在澳门莲花卫视陆续播出。
（龙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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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活水如何滋养港剧发展？
本报记者 张 盼

内地活水如何滋养港剧发展？
本报记者 张 盼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在内地企鹅影业
和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合拍的新剧 《使徒行者
2》中，每一集的开场，都会引用一句名言。如果将港剧演
变视作一部长剧，那么2017年这一集的开场该引用的名
言，或许正是上面这句莎翁名句。”影评人肥罗君如是说。

传统店面苦支撑 新工作室受欢迎

台湾婚纱摄影迎来个性化时代
瑞 安

港剧《反黑》上映后曾获高口碑，并屡屡引发社交媒体话题。 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香港国际美酒展踏入十周年

大型文化节目《读澳门》

再现团结抗击“天鸽”情境

台北市的中山北路、高雄市的
中山一路与中正三路口、台中市的
三民路等，都是当地知名的“婚纱
街”。在这些地方，一条路走下来就
能满足婚纱摄影、美容、喜饼等相
关服务，凡是大店面、挑高楼层、
三角窗等显眼位置，都是婚纱店必
争之地，总是摆满华丽白纱。

但是，这些知名“婚纱街”上
的店面近来却出现倒闭或转让潮，
不约而同挂上“租”或“售”标志。

台湾房屋桃园区总经理古兆宪
说，以桃园市桃园区复兴路为例，
全盛时期有近 20 家婚纱店同路竞
争；如今经济不景气，只剩 4 家在
苦撑。“传统大型婚纱公司必备的气
派大店面与豪华礼服区，动辄数百

上千平方米、月租逾 20万元 （新台
币，下同），成本很高。”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经营
婚纱和婚庆摄影的实体大店面逐渐
转进巷弄内或写字楼里成为新型工
作室。

不同过去婚纱公司“打包式”
服务，这些工作室根据专业领域，
拆解成摄影、礼服、婚礼秘书等不
同服务，并多采取预约制，每个时
段只服务 1 对新人。新人可依需求
和风格挑选、量身打造独一无二的
婚纱作品，宛如明星才有的服务，
且价格相对较低，从传统红海削价
竞逐中，杀出一片蓝海前景。

“飞天嫁衣梦想婚纱馆”总经理
吴中平说，近年来，台湾“少子化”

趋势与不婚族增多造
成结婚人数大减。生
意订单虽然减少，但每
月逾30万元店面租金
的压力仍在；加上“一
例一休”政策等庞大的
成本压力，他们只能压
缩实体店面的租金开
支，转型效法工作室实
行顾客“私人订制”服
务，并派造型师和摄影
师到宴客场地服务，以
开拓财源。

此外，传统婚纱
业者还需面临“自助
婚纱”挑战。传统婚
纱 是 主 打 一 条 龙 服
务，3 万多元起跳，
但婚纱照只能选一定
数量，挑越多越贵。
然而，自助婚纱可以
逐项拆开，依照新人
想要的服务进行个性
化订制，像是只要求

摄影师拍摄或指定造型师等，加总
起来少说 5 万元，但可带走所有照
片档案，更有自主性，成为现代人
拍婚纱趋势。

“曼哈顿婚纱”负责人张东华说，
过去加购照片是主要收入来源，因应
趋势，该婚纱店也开始赠送所有照
片，加上客人锐减，利润掉了七成。
他表示，自己原有 3 个门店，每月房
租就花掉上百万元，今年初，他关掉
了桃园店，仅保留台北和中坜店，并
以“场地大、摄影棚佳、礼服数量更是
工作室无法比拟”等号召，盼能赢回
消费者目光。

面对这些口号，新型婚庆工作
室的业主们则表示，相比传统婚纱
店，新型工作室价格更透明，更能
拍出摄影师风格和符合客户需求的
照片，更加凸显个性。许多工作室
会与新人讨论出喜爱风格或场景，
甚至拉到海外，边旅游，边拍摄。
还有像水中婚纱、漂浮婚纱及雪景
枫叶树林红外线IR摄影等，也都很
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

婚纱工作室的摄影师在展示拍摄的特效照片。 蔡依珍摄

台湾众多“婚纱街”掀起倒闭潮。 蔡依珍摄台湾众多“婚纱街”掀起倒闭潮。 蔡依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