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從出版實務經驗談漫畫如何跨界影視音和劇場  

商務交流會摘要 

 

• 主持人：陳怡靜／獨立撰稿人、漫畫企畫及策展人 

• 與談人：李亞倫／蓋亞文化公司漫畫部總編輯 

• 與談人：林珈如/也是文創有限公司／巴巴文化企畫編輯 

• 與談人：趙大威 / 菊箱動畫導演 

• 與談人：黃靜宜／遠流出版公司出版二部總編輯&總監 

 

    「跨界」在近年來已成為出版產業及漫畫圈重要的議題，透過跨界創作，作

品將跳脫原本的框架，以多元的型態激盪出不同的創意及想像，發揮更大的市場

影響力，將文本推到更遠的地方。本次金漫獎線上公開商務交流會，邀請漫畫出

版社、跨界業者等代表，分享漫畫跨界的實務經驗。 

 

劇本漫畫化讓臺漫被看見  跨界博物館重現本土生態及歷史 

    蓋亞文化過去 10 年來，出版了許多臺灣原創漫畫，談及背後的初衷，李亞

倫總編表示，其實就是一群愛看漫畫的人，希望能用漫畫訴說自己土地的故事。

相較於日本漫畫，臺灣的漫畫市場並不興盛，如何從中走出來是蓋亞文化一直在

挑戰的事情。2014 年蓋亞啟動「植劇場影視劇本漫畫化」行動，嘗試透過影視

資源帶動漫畫曝光的機會，總共改編了 9 部影視作品，包括：臺灣首部演員職人

漫畫《魔幻時刻 THE ACTOR》、《花甲男孩轉大人》、《荼靡》等。除了資深

漫畫家，此計畫亦培養許多新興創作者，與植劇場廣納不同階段演員的精神一致。

當初自植劇場出道的漫畫家，如今也有多位相繼入圍或榮獲金漫獎肯定。 

    不同於植劇場由影視改編為漫畫的操作，2021 年推出的熱門臺劇《神之鄉》

則是從漫畫文本改編成電視劇。陳怡靜好奇地詢問電視劇播出後是否有帶動原作

漫畫的買氣？李總編不諱言地指出，銷售量只有略微提升，原因在於臺灣漫畫以

短篇為主，影視化需大量擴編其內容，觀眾回購漫畫補足情節的動機較小；若是

小說則剛好相反，小說的文本較豐富，買氣提升的狀況相對明顯。 

    除了影視的跨界合作，蓋亞今年更將觸角延伸至博物館！與各大博物館聯手，

將館藏、館內場景等元素納入漫畫，共推出 6 部系列作品：《玦》、《雲之獸》、

《滬尾畫帖》、《無價之畫》、《畫電影的人》、《採集人的野帳》。其中《雲

之獸》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作，作者漢寶包和編輯團隊實地深入臺博館庫房內觀

察 7 隻保存完整的雲豹標本，將臺灣雲豹化身為漫畫主角，重現其栩栩如生的樣

貌。簡嘉誠老師的《畫電影的人》與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合作，描寫早期電

影海報繪師的故事。書中有一位愛看電影的麵攤老闆，在臺北市某個小巷牆壁上

貼滿電影海報，國家電影中心董事長藍祖蔚表示，小時候在西門町闖蕩的看過這

種海報牆，《畫電影的人》帶領讀者回味臺灣早期的街巷記憶。 

 



 

 

實地走訪老梅了解角色成長背景  改編《海龍改改》盼延續本土動畫能量 

    巴巴文化以往出版童書類作品居多，包含繪本、橋樑書、青少年小說三大類

別，林珈如企編表示，能將榮獲多項文學獎項肯定的小說《海龍改改》改編為漫

畫，對出版社來說是個嶄新嘗試。林企編將《海龍改改》跨界創作的成果歸功於

菊箱動畫，接著邀請菊箱動畫導演趙大威分享《海龍改改》改編為漫畫及動畫的

過程。 

    趙導演表示，當初看完《海龍改改》小說便深受吸引，認為該故事非常適合

視覺化，因此向原作者張國立老師及巴巴文化進行改編的提案，並獲得文策院的

支持。目前出版的第一本漫畫只講述小說故事的四分之一，後續還需要三到四本

的篇幅，才能完整交待原著劇情。為了深入了解文本，製作團隊親自到故事背景

的新北市老梅里進行田野調查。而在劇情的改編上，張國立老師給予製作團隊非

常大的創作空間，趙導演指出，團隊將原故事中一位負責機械、技術的男性角色

改編成女角「小賴」，以增加角色間的衝突性及火花，在感情線上能有更多著墨。

同時將小賴的設定從原本主角的臺北同學改編為老梅當地的孩子，透過小賴呈現

老梅青少年成長中所經歷的城鄉差距。 

    在動畫劇本的改寫上，趙導演表示，原作小說中探討了許多議題，包含親情、

夥伴成長、環境保育等內容，考量到電影需要有更明確的敘事主軸，如何取捨原

故事的支線，對團隊來說亦是一大挑戰。菊箱動畫過去曾擔綱動畫電影《幸福路

上》的執行指導和美術指導，陳怡靜進一步邀請趙導演分享相關心得。趙導演認

為，過去臺灣的動畫產業其實很蓬勃，影像代工、短片和廣告產業都孕育出許多

優秀人才，只是在製程、人才的特性上與長篇動畫仍有些許差異需要銜接，菊箱

動畫在製作完《幸福路上》後，著手進行《海龍改改》的動畫改編，便是希望繼

續推進臺灣原創動畫產業。 

 

《用九柑仔店》取材在地生活增跨界執行度  幕前幕後重視各項細節為成功關鍵 

    接著由遠流出版公司的黃靜宜總編以《用九柑仔店》為例，分享漫畫改編為

影視作品的各階段經歷。回憶 2015 年與《用九柑仔店》作者阮光民老師結識的

過程，黃總編笑著表示，她是在長大之後才開始看漫畫，比起少年熱血類的漫畫，

需要一些人生閱歷才能體會的「大人漫畫」更能打動她，而剛好阮光民老師的作

品便是屬於這樣的類型，因此兩人非常投緣。《用九柑仔店》榮獲多項金漫獎獎

項肯定，作品已授權日文、法文、阿拉伯文等多國語言，目前也正在進行劇場的

改作，預計於 2022 年搬上舞台。 

    談及《用九柑仔店》具備哪些影視化的優勢？黃總編認為，一切都從好故事

開始，阮光民老師的作品具備庶民精神卻不老土，真切掌握臺灣人的美好價值，

這樣的故事總能打動人心；而在現實層面，《用九柑仔店》方便在地取景，加上

角色戲份均勻、主支線皆精彩，有利於劇本改編，種種條件提高了影視化的可執

行度。 



 

 

    在授權部分，黃總編認為與作者建立共識，了解作者對於改作要把握的核心

精神及相關條件為首要之務；其次便是影視合作方的專業度及其對整體故事的熟

悉程度，包含拍攝團隊名單、對演員的想像、集數規劃、預計在哪些頻道上架等

等。《用九柑仔店》採雙製作人編制，由徐國倫和林知秦兩位電影出身的導演共

同執導，成功地在鄉土劇跟偶像劇之間找到平衡。後續拍攝階段，出版社、創作

者、影視團隊三方仍不斷相互交流及反饋，共同參與選角，甚至邀請阮光民老師

指導演員講臺語的口氣及腔調，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經驗。 

    一部好作品亦需要搭配有系統的行銷手法，才能推廣給更多人知道。《用九

柑仔店》共分為三個行銷階段，首先在影視作品播出前，在社群發布手稿創作，

強化漫畫的意象，並透過與網紅合作等方式，增加原作聲量；接著讓角色及劇情

曝光，提升讀者的期待；最後在戲劇上映後，舉行一連串線上及線下活動，包含：

導讀會、特映會、書店特陳、直播遊戲等等，提升話題熱度。 

 

影視方由被動化主動挖掘優質文本  堅持信念持續創作帶來無限可能 

    文化部多年來致力於影視媒合的推廣，過去出版社透過影視媒合會，努力將

作品推銷出去，影視方對文本內容較陌生；近年來則開始轉變，由影視團隊主動

找出版社洽談的案例逐漸增加。對此，陳怡靜邀請在場的與談人分享他們的看法。

李亞倫總編肯定地表示，由影視方主動出擊的狀況明顯增加，甚至有團隊曾提出

希望在故事翻拍成戲劇前，先將其出版為漫畫的案例。然而李總編也提醒同業，

雖然近年跨界風潮興起，過度一窩蜂改作恐導致泡沫化現象。黃靜宜總編則指出，

出版方從單向的推銷人員，轉變為雙向溝通的顧問角色，超越單純買賣的交易關

係，讓不同專業領域的人一同參與跨界創作。 

    有人曾問阮光民老師是如何製造出成功的 IP？阮老師回應，把作品推向成

功的漫畫 IP 不是創作的初衷，而是結果，對創作的信念堅持到底，好的作品就

會被看見。趙大威導演和林珈如企編總結時說道，跨界是出於對原著的喜愛，才

有後續改編的過程，只要把故事文本做到最好，不需要預想它未來的可能性，故

事自然會帶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