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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台湾以漫画IP（知识产权）拍成真人电视
剧的典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根据日本漫画
《花样男子》翻拍的偶像剧《流星花园》。该剧风行
亚洲，更有“偶像剧鼻祖”的美誉。

据台媒梳理，漫画作品被拍成真人电视剧，在
台湾并不罕见，但以前翻拍对象多为日本人气漫画
IP。但随着今年2部台湾漫画作品相继在台北书展
期间宣布影视化，外界对台湾漫画的可能性充满期
待。

“跨界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漫画IP拍成真人电视剧在日韩已多有先例，比

如知名偶像剧《恶作剧之吻》便来自日本漫画《淘
气小亲亲》。1996年，日本将其拍成电视剧后红到
台湾；多年后，台湾翻拍该漫画同样大热，更拍摄
续集《恶作剧之吻2》。而知名韩剧《浪漫满屋》改
编自韩国漫画家元秀莲的作品，由韩星宋慧乔和郑
智薰（Rain）主演，2004年在亚洲掀起热潮，并捧
红男女主角，使二人成为备受瞩目的演员。

相较于日韩，过去台湾本土原创漫画IP改编成
电视剧的案例不多，早期有改编自台湾漫画家朱德
庸同名作品的《涩女郎》，近年有阮光民的《东华春
理发厅》。今年相继宣布影视化的两部台湾漫画作
品，分别是预计下半年开拍真人电视剧的《用九柑
仔店》和改编自“中央研究院”“CCC 创作集”
（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的《北城百画帖》。

台湾动漫社会学研究者王佩迪说，早期台湾影
视剧改编漫画作品，多以日本漫画为优先，主要是
台湾的日漫读者比台漫读者多，也相对较容易接
受。近年台湾漫画市场仍相对弱势，但他观察到，
“中研院”数字典藏计划“CCC创作集”开始经营
后，透过结合台湾人文、历史与知识等有社会文化
性的内容，已累积不少漫画家和特别的故事主题，
由漫画家讲解富有土地情感的故事，更不拘于既有
漫画粉丝，还能容易普及一般大众。

但在王佩迪看来，台湾漫画优秀的 IP集数偏
少，要翻拍成电视影集的剧本量仍有些不够。若要
拍出至少10集的电视剧，还要多画几回撑出规模，
也才能让台漫IP更大量地被改编转译。

对于台湾漫画IP影视化制作的方向，王佩迪认
为，多少有些期待又怕受伤害。“但跨界是必须要做
的事情”，至少方向是好的，如何克服种种困难，走
出一条可以持续经营的道路，需要更多人及投资者
的支持与信心。

发掘台湾本地新锐漫画家
2009年创刊的“CCC创作集”，开创了利用台

湾数字典藏史料资源转译创作漫画的先例。起先，
它以季刊形式发掘台湾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等题
材，主打“漫画人文志”，将史实入画，发掘多名本

地新锐漫画家，孕育不少好
故事，堪称台湾漫画家的练
功平台，并已培养许多忠实
读者。历经2015年的停刊、
2018年的复刊，“CCC创作
集”如今改为月刊发表。
“中研院”数字文化中

心项目经理、“CCC 创作
集”项目负责人黄冠华，谈
及复刊后的CCC成长变化
时说，过去漫画家多以短篇
的故事架构来创作，如今变
成月刊发表后，能让漫画家
透过连载方式，创作更大篇
幅的故事，同时会针对漫画
文化面和产业面做一系列的
报道。

黄 冠 华 提 到 ， 过 去
“CCC创作集”的漫画题材
多专注在历史类，而复刊之
后，则会和更多“中研院”
内的院所合作。就第1集来
说，合作者除了台湾史研究
所的人文、文学、哲学领域
专家，还有涉及当代议题的
社会所和有关台湾生态、生
物的自然领域专家。希望读
者透过全新面貌的“CCC
创作集”，强化认识土地的
故事。

漫画《北城百画帖》便发
表于“CCC创作集”，后被拍
成电视剧。它为台湾知名漫
画家沈颖杰（AKRU）的作
品，故事以1935年台湾博览
会期间的台北吃茶店为背景，透过作者细腻画风与历
史考据，在历史事件里注入奇幻元素，同时完整重现
那个特殊时期台北市的建筑、服装、风土民情。

导演张永昌称，片中加入不少奇幻元素的特效
呈现，努力还原1930年代的台北城。他将汇集漫画
IP和轻小说作品影视化的构想，打造“翼次元剧
场”，期许让台湾的奇幻类型影视戏剧起飞。

期待跨界合作引发示范效应
日前，台湾漫画家阮光民宣布《用九柑仔店》将

登上电视屏幕，这也是阮光民继漫画《东华春理发厅》
于2012年被拍成电视剧后，第二部被改编的作品。
《用九柑仔店》以成熟细腻画笔勾勒出满溢的情

感，去年获台湾金漫奖“青年漫画奖”和“年度漫
画大奖”肯定。该片预计下半年开拍，共 13集，
2019年播出。谈及作品的影视化，阮光民说，这样

的跨界合作在台湾还是很少，但在欧美国家是家常
便饭。他希望这样的合作能引起一些效应，让更多
漫画IP被注意、被改编。

对于作品再次被改编成电视剧，阮光民坦承
“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他说，画漫画的过程对漫画
家而言往往是孤军奋战，“我是导演也是演员”，因
此他相当期待能聚集不同专业的团队，共同呈现作
品的效果。

导演高炳权曾执导《爱的面包魂》《滚石爱情故
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等作品，对于首次拍摄由
漫画IP改编的故事，他说，这是很特别的尝试和挑
战，会努力还原漫画原著的风味。

编剧陈洁莹曾参与《莫非，这就是爱情》《海派
甜心》等电视剧创作，对于此次改编漫画IP，她表
示因为很喜欢《用九柑仔店》，会以“最大程度”保
留原著来创作，并形容“像电玩闯关设计，在一定
规则下做最有趣的变化，又不过于乏味”。

漫画IP改拍电视剧

台湾不只有《流星花园》
本报记者 张 盼

端午节临近，台北“高密度”的超市、便利店都贴出各类订购粽子
的广告，但对许多人来说，南门市场里的老牌摊子才是采买传统粽子的
最佳之选。

南门市场是台北知名的传统市场，这里汇聚了大江南北的家乡滋
味。市场内有多家粽子名摊，不少都有六七十年历史。出售的粽子品种
齐全，既有大陆江南口味的湖州粽和广式的裹蒸粽，也有台湾风味的南
部粽、北部粽、客家碱粽等。

在众多粽子中，湖州粽被不少摊商写进字号。湖州粽源自浙江，造
型是特有的长条形，形似枕头，故有“枕头粽”之称，用料一般包括糯
米、酱油、鲜肉、豆沙和咸蛋黄等。台湾北部粽多用炒制过的糯米油饭
作为原料，南部粽则相当于豪华版的湖州粽，配料中加入香菇、栗子、
腊味、干贝等特色食材。

为帮助客人区分，南门市场里的南园食品店给十几种粽子设计了
不同的打结手法，配上图示便能轻松辨别，但店里真正主打的仍是50
年不曾改变味道的湖州鲜肉粽。店员蒋小姐说，传统粽子之所以长盛
不衰，因为其中有浓郁的家乡味。

上海合兴糕团店老板任台兴今年65岁，祖籍浙江宁波。据他介绍，
南门市场汇集众多传统老店卖粽子，激烈竞争，让大家在保存老味道的
同时也推陈出新。

合兴糕团店今年推出了包含整个去骨鸡腿的“鸡腿棒棒粽”。此外还
有添加红藜麦的粽子，为的是增加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任台兴认为，粽子的改良要保持基本的传统工艺和元素，通过更精
细的制作，才能把打动老一辈的传统口感传下来。

新渠道的应用也在扩大传统名店的影响力。“立家湖州粽”的网络销
售量约占总销量的三成，最受欢迎的还是几种传统口味。

南门市场自治会会长王铨国表示，集中展示大陆传入的传统美食是
该市场的一大特色。传统的粽子在台湾不断有口味上的改变，但不变的
是其所蕴含的“思乡味道”。

祖籍山西的美食家郭玉芳是南门市场的常客，曾参与多档厨艺电视
节目。她认为，台湾北部粽和南部粽也都源自大陆，多元化的粽子反映
了不同饮食习惯在台湾融合、演进的过程。

郭玉芳表示，看似简单的饮食体现的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先人背井
离乡来到台湾，带来的饮食习惯其实是一种对家乡的记忆，饮食传下去
了，便不会忘记家乡。

“我深信努力总有出头天，就像幼鸟学习飞翔一样，是成长中
不可少的经历与磨炼，慢慢长出羽毛，就会展翅高飞。”近日，香
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撰文表示，部分香港青年人刚步入社
会时，少不了会面对种种困难。为此，特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助力
青年人发展，其中“青年宿舍计划”就是向青年人提供过渡性协
助，让青年人为日后的个人发展作好准备。目前该计划已取得阶段
性进展。

所谓“青年宿舍计划”，就是特区政府资助非政府机构在其拥
有的土地上兴建青年宿舍，竣工后以自负盈亏形式营运青年宿舍。
这些宿舍的租金不超过周边其他同类住宅的60%，帮助香港青年在
收入低、房租高的情形下实现“安居梦”。
“我们家空间比较狭小，30平方米住着一家四口，有时候奶奶

也会来住几天，所以半夜回家都不敢开灯，怕打扰他们。平时想安
静看书也不方便。”23岁的淑雯表示，虽然她很希望有自己的私人
空间，如果直接在外租房，月薪仅1万港元的她感觉有些难以负
担。但青年公寓的建设让她看到了希望。

邻近大埔墟港铁站，附近坐落着大埔熟食中心、图书馆、体育
馆等设施，这便是大埔青年宿舍项目的所在地。据了解，这栋总面

积为3460平方米的青年宿舍配套齐全，共提供80
个宿位，每个房间约16.3平方米，并规划有洗衣
房、绿化园区、休憩区、青年中心、共享空间等
功能区。据了解，这一项目最快于明年第一季落
成。

除了大埔的青年宿舍项目，该计划还有另外5
个推展项目，总计将提供2800个宿位。位于元朗
马田壆的项目是计划下最多宿位的项目，可提供
1680个宿位，预计在2021年第三季落成；位于旺
角和佐敦的项目，分别可提供约90个及最多600
个宿位，均已进入前期顾问研究最后阶段；东华
三院于上环兴建的青年宿舍将会提供306个宿位，
现正为项目进行有关城市规划程序；圣公会福利
协会计划在元朗兴建一座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社
会福利设施及约160个宿位，有关项目正进行前期
顾问研究。

香港青年协会副总干事冯丹媚表示，青年宿
舍计划的推出，目的在于让年轻人享受低于市场
的租金，从而节余更多薪水，尽快完成人生第一

笔储蓄，为日后职业发展或置产打基础。
由于青年宿舍房源较少，负责宿舍营运的香港青年协会为此设

定了相对严格的标准，对申请者进行筛选。根据规定，能够申请入
住的青年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有固定职业（包含自谋职业者），
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在收入上，申请者不得超过同一年龄段75%
人群的收入水平。

冯丹媚表示，入住的青年首次签约的租期为两年，最多可续租
至5年。她期望入住的青年不但能在宿舍解决住房需求，更希望年
轻人在居住期间扩大社交圈子、寻找发展机遇。同时她也提到，入
住的青年一旦满30岁便需按规定搬离宿舍。若申请者在租住期间结
婚，协会将尽量为他们安排双人间，假如房间没有空缺，入住者也
必须搬离。

此外，为了让更多人享受“居住正义”，特区政府要求入住青
年宿舍的年轻人不再同时申请轮候公屋，避免有人享受“双重福
利”，但他们的家人在公屋申请方面不受影响。

张建宗指出，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社会对青年宿舍的需求，并
继续与有兴趣的非政府机构沟通，提供所需协助，为青年人提供更
多选择，推动青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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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提供2800个宿位

香港推进“青年宿舍计划”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图为《流星花园》剧照。 （资料图片）

图为漫画《北城百画帖》。 （资料图片）

图为香港天水围公共屋邨。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都指离开台湾、到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其中一部分选择放弃
台湾户籍，改用大陆居民身份证），但褒贬含义不同。

近期，外媒创造出“脱台者”一词，并点名上海市台联会长、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卢丽安为“脱台者”的代表。对
此，卢丽安回应，请大家不要再继续使用“脱台者”一词，因为这
是用冷战思维，在挑拨离间两岸同胞同属一个血脉、一个文化的事
实。为什么不能用“融陆者”？

卢丽安“融陆者”的说法获得不少两岸同胞的赞同，大家认
为，“融陆者”一词更能精准描绘出目前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现
状下，台胞西进大陆的情境。而“脱台者”的说法，则是有将两岸
关系列入并立、甚至是对立的意涵，两岸融合发展强调的是两岸通
过频繁的经济社会互动来往消弭彼此差距，最终实现统一。

针对“脱台者”一词，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他对该词的
涵义不做评论。但他指出，大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所取得的蓬勃发
展和巨大进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台湾同胞对大陆的一些刻板印
象，大陆一直在推动便利台湾同胞的各项措施也得到欢迎。越来越
多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基层民众和一些青年愿意到大陆来学习、交
流、创业、就业、发展、生活，是其具体表现。

（瑞 安）

由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澳门基金会和思路
智库联合举办的2018“一带一路”与澳门发展国际研
讨会近日在澳门开幕。本次研讨会以“化愿景为行
动，澳门发展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来
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国家
和地区的政商侨界领袖、专家学者就如何积极发挥澳
门的优势和作用，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出谋
划策。发言摘编如下：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澳门特区助力建设“一带一

路”，既是中央政府对澳门发展的大力支持，更是澳

门应尽的义务和担当。澳门有决心综合发挥“一国

两制”的制度优势，以及地处海上丝绸之路节点、

中西贸易悠久、中西文化汇聚、归侨侨眷众多等独

特优势，装备自我、谋划未来，开启参与建设“一

带一路”新征程。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澳门特区具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是粤

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旅游休闲资源丰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华侨华人众多，与葡语国家联系广泛，这些构成了

澳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优势，而且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高度契合。商务部将一

如既往地积极支持澳门特区政府和企业多方面参

与、助力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国家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让澳门同胞更多受益。

——商务部副部长高燕

港澳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成为内地重要贸易伙

伴、内地对外贸易的重要桥梁，为国家经济发展作

出了特殊贡献，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也为港澳同胞

带来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和广阔空间。港澳要发

挥“一国两制”的优势，搭乘国家发展的快车，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李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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