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赭石色的咖啡渣作為染料，進行反覆
多次浸泡染色，同時添加普洱茶一起着
色，一條紮染的小絲巾在張翰敏手中，短
短半小時就製作完成。
近日，39歲的女手藝人張翰敏帶着阿爸

阿媽和大兒子來到上海，在星巴克非遺概
念店，推廣雲南大理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白族紮染技藝，同時也向上海的
咖啡愛好者介紹咖啡渣和普洱茶的另類染
色固色功效，演繹了一番別致的紮染與咖
啡的「交響」。

紮染技藝融合環保文化
紮染古稱「絞纈」，是中國古老的紡織
品染色技藝，張翰敏的老家周城村被譽為
「紮染之鄉」。在雲南省大理市喜洲鎮周
城村，她帶頭開設的藍續環保文化發展工

作室，經過約十年發展，已經壯大起來，
在喜洲鎮、大理市中心、昆明市等地都設
有店舖，並有20多名全職員工，兼職員工
多達168名。
站在星巴克非遺概念店內，張翰敏身着

精美的民族服飾，現場展示了咖啡紮染技
藝，手把手教咖啡愛好者體驗傳統手工
藝。雲染、珍珠花、魚鱗紋等精美紋樣，
很快紮染而成。
張翰敏說，工作室用「藍續」起名，是

希望將記憶深處的「大理藍」傳承下去。
「從小照看我的奶奶離世之後，奶奶家中
那個落滿灰塵的織布機提醒着我，如果年
輕人不加入，這項技藝可能就斷代了。我
心中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緊迫感。」她說。
大約一年前，星巴克中國公司與中國相

關公益機構合作，啟動「星繡未來」鄉村

女性經濟賦能與非遺傳承項目，助力非遺
文化傳承和鄉村發展。這讓張翰敏有機會
奔走於全國各地，更好地推廣大理白族紮
染技藝。

「我們不僅用馬藍等植物進行紮染，還
可以用蘇木染出粉紅色，用梔子果、洋葱
皮、姜黃等染出黃色，用石榴皮染出黃綠
色，用核桃皮染出褐色，用咖啡渣和普洱

茶茶葉染出淺褐色。這樣製成的紮染絲
巾，不僅漂亮，而且能傳遞出促進循環和
可再生的環保生活理念。」她說。

◆文、圖：新華社

紮染藝人張翰敏
跨界咖啡店傳承非遺技藝

◆張翰敏與上海的咖啡愛好者
互動，分享環保生活理念。◆星巴克上海慎余里概念店的

設計融會非遺技藝。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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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鴻亮自2015年起攜正午陽光
於 香 港 國 際 影 視 展

（FILMART）設立展台，當年僅4
平米的展台無阻他與世界各地的業
內人士建立聯繫的熱情，「從那時
開始，我們就每年都來香港參展，
經歷3年的疫情後，我特別開心現
在可以再次見到老朋友，也結識新
朋友，希望我們未來有更多的合
作，也希望我們的行業能夠向更好
的方向去發展。」

內容創新促國劇出海
從1996年開始擔當製片人，到

2014年加入正午陽光至今，侯鴻亮
一路走來經歷了內地電視劇的數次
轉折，但他對「內容」的追求始終
不變。他坦言自己早年總覺得電視
劇的最大的市場在內地，在國際發
行方面並沒有投入特別多的關注，
或許當年來港參展也正助力為正午
陽光打開了面向國際觀眾的大門。
而正如資深製片人、也是今次論壇
的主持人王彧所說，不同國家的市
場有不同的好惡，觀眾也有不同的
選擇，中國劇集出海應去往何方？
海外觀眾是否只對中國古裝劇情有
獨鍾？侯鴻亮回應道：「我們去年
有一部懸疑題材的網劇《開端》，
在內地反響很好，沒想到在國際發
行上也不次於之前的古裝劇，在很
多國外平台播出的數字都很好，有
韓國的電視台也簽下了翻拍權。這
給了我們一個信心，也提醒我們要
不斷創新內容，讓觀眾有新鮮感，
以此打破觀眾對類型劇的固有判
斷。這個開端給了我們啟發，我們
之後的很多項目除了保持傳統，還
堅持要有更多創新的內容。」
機遇與挑戰總是並存，侯鴻亮憶

述早年常組織公司骨幹去荷里活各
大製片廠和影視公司交流學習，
「荷里活對每個影視人來說，都是
一個符號性的地方，但因為文化和
語言的差異，特別難達成合作，我
覺得當時投入了很多的熱情，卻沒
有獲得相應的回報。」於是他轉變
思路，也意識到中國文化走出去是
國家層面的大規劃，「我們和兩個
女演員跟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帶着
《歡樂頌》去了非洲，沒想到在機
場居然有當地粉絲來找她們簽名，
非洲觀眾可能不見得足夠了解中國
文化，但真的有很多人會喜歡我們
的影視劇。對我們來講，那或許不
是真正的市場，因為我們把片子以
低價賣給非洲電視台的時候並不能
獲得相應的版權價值，但這對逐步
培育中國劇集的海外市場具有重要
意義。」
數年間，侯鴻亮帶着
正午陽光的劇集跟團去
了東南亞的很多國家，
這也引發了他更多的思
考，「我個人認為，走
出去也並不是如理想般
的順利，我們肯定要付
出更長的時間，拿出更
好的創作，就像韓國這

幾年的《魷魚遊戲》等劇集獲得全
球化的成功，讓全球的觀眾和平台
都認同了韓國的製作，中國劇集出
海還任重道遠。」
侯鴻亮加入正午陽光之前是山東

影視製作的總經理，也是這段體制
內的經歷使他結識了孔笙、李雪等
導演，這三人組成的「鐵三角」，
可謂持續拔高正午陽光廠牌價值與
國劇精品化高度的助推器。回憶起
那段時光，他說：「在正午陽光的
團隊中，很多同事都是我在山影
（山東電影電視劇製作中心）的時
候認識的，孔笙是我在1993年拍
《白眉大俠》時的老師，他做攝
影，我做攝影助理，後來拍《偽裝
者》的導演李雪也是畢業後去了山
影，大家就變成了同事，也是家人
一樣的關係，在一起無論是談笑還
是創作，都能做到心照不宣。」當
年，幾位導演成立正午陽光公司是
為方便影片後期製作，直到2014年
侯鴻亮正式加入後，才將其重組轉
型為包括前期策劃、後期發行、娛
樂營銷等板塊的全產業影視公司。

「斷捨離」只為保持純粹
2017年，正午陽光放棄了藝人經

紀人板塊的業務，謝絕直播、短視
頻及大量非必要商務活動，數次上
市機會的誘惑也從未令侯鴻亮動搖
本心。他以「木桶理論」來形容自
己做這些「斷捨離」時的心路歷
程：「一開始的時候，我希望木桶
的每一片木板都在，但最短的一片
木板決定了木桶的水位，當我明確
了正午陽光的方向是要做專注內容
創作的公司，最後決定有些影響我
們精力的木板不見得要保留。我不
否認做公司一定要盈利，但分別是
通過好的內容盈利，還是通過各種
手段來盈利。我很難做到同時兼顧
那麼多方面，所以還是希望能做一
個相對純粹的、好的內容公司。」
當短視頻和手遊佔領大眾的娛樂

休閒時間，他認為未來長視頻的發
展仍面臨危機，也冀業界多打造如
《狂飆》般吸引觀眾沉浸觀看的劇
集。同時，他對中國影視市場的發
展持順其自然的態度，「很多事情
都可以交給市場去處理，如果現在
To B的方式可以使大家獲取感興趣
的劇集，這個模式就可以延續很長
時間，當To B走到一定階段阻礙影
視產業的發展，To C自然就會出
現。其實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
是，市場在繁榮，但能夠打破限制
的優質內容並沒有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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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出品正午出品，，必屬佳品必屬佳品。」。」憑藉憑藉「「內容為王內容為王」」的製作方針的製作方針，，內地知名影視製作公司內地知名影視製作公司「「東陽正午陽光東陽正午陽光」」((簡稱簡稱

正午陽光正午陽光」」於數年間快速崛起於數年間快速崛起，，成功推出成功推出《《琅琊榜琅琊榜》、《》、《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等一部又一部膾炙人口的佳等一部又一部膾炙人口的佳

作作，，不止在內地大受歡迎不止在內地大受歡迎，，在海外平台也成功吸納大批觀眾在海外平台也成功吸納大批觀眾。。精品劇是如何打造的精品劇是如何打造的？？東陽正午陽光董事長侯鴻東陽正午陽光董事長侯鴻

亮日前現身亮日前現身「「亞洲影視娛樂論壇亞洲影視娛樂論壇」，」，從項目策劃到內容生產全方面為業界剖析劇集的成功之道從項目策劃到內容生產全方面為業界剖析劇集的成功之道——在內容與商在內容與商

業間業間，，他專注創作他專注創作，，時刻創新時刻創新，，也摒除誘惑也摒除誘惑，，勇於抉擇勇於抉擇，，率領正午陽光堅守本心率領正午陽光堅守本心，，打造精品打造精品，，走向國際走向國際。。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張岳悅 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金源黃金源

對侯鴻亮而言，「正午出品，必屬佳品」的
讚譽是壓力也是動力，「這就意味着別的公司
拍一部戲得到60分便及格，我們最低也要做
到80分，我們享受了觀眾的關注和支持，也
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每部戲都很難做，每個環
節也都很重要，其實我們的劇並不是某個方面
做得特別極致，而是可能每個環節都不是那麼
差，整體風格是統一的，也沒有那麼多露怯的
地方，所以給大家留下了一個好的印象。」他
補充道，「我們首先要把每部戲做到自己滿
意，當然其中也許會有疏漏，但當時也是竭盡
全力去做更好的、更創新的內容。」
若將完成一部劇集的項目比作建樓，劇本便

是如地基般的關鍵部分，個人創意總會枯竭，
正午陽光便以「光合」作用煥發「新生」之
名，推出了一項旨在挖掘故事、培養編劇人才
的計劃——光合計劃。侯鴻亮稱：「以一個公
司之力來做這件事，我一開始並沒有抱特別大
的希望，只是覺得這個行業需要一些新鮮力
量，也需要更多機會給新人練習。於是我們面
向全社會徵稿，沒想到收到680多份投稿，後
來我們投資拍攝了12部，最後能播出的有8
部。我覺得這8部戲是我們和年輕創作者的一
次溝通，這些年輕人有電影學院的研究生，也
有業餘愛好者，大家都投入了特別大的熱情，
這讓我們很感動。」

聆
聽

創「光合計劃」求解編劇創意危機

◆◆東陽正午陽光的展館設東陽正午陽光的展館設
計具科技感計具科技感。。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侯鴻亮（右）為業界剖析劇集的成功之道。

◆《歡樂頌》阿拉伯語版2018年在埃
及舉行開播儀式。 資料圖片

◆《歡樂頌》曾於緬甸仰光舉辦觀眾見面會，吸引近百位緬
甸年輕人出席。 資料圖片

◆《瑯琊榜》廣受觀眾歡迎，成為電視劇經典。
資料圖片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曾於TVB晚間
黃金時段播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