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數位匯流 挑戰產業跨界

蘇麗媚 
向世界爭取文化
發言權
打造多部收視與口碑雙贏的偶像劇，夢田文創執

行長蘇麗媚在數位匯流的趨勢下，帶領團隊實

驗跨產業的各種可能性，將戲劇延伸至網路、

APP、文創商品，甚至還經營書店，創造出新的

文創商業模式。

撰文／陳潔彌  圖片提供／夢田文創

今
年雙十國慶日下著雨，松

山文化創意園區裡一幢綠

色木造老宅裡，坐滿了來自全台

各地的幸運漫畫迷，伴著大提琴

家范宗沛的悠揚樂聲，迎來掀起

療癒風的日本漫畫《深夜食堂》

作者安倍夜郎，他的首次登台簽

書會選定「閱樂書店」舉辦，這

裡的前身為松菸育嬰室，因歷史

痕跡顯得遺世獨立，變身書店再

好不過。讓它得以重生的幕後推

手之一，正是夢田文創執行長蘇

麗媚。

跳脫戲劇框架  

打開國際巿場

拍偶像劇的人會經營書店？

這恐怕是不少人第一時間會冒出

來的問號，但若在網路上鍵入

「蘇麗媚」這個關鍵字，可能更

會嚇大家好幾跳，她在多家網路

媒體上開設專欄，最常談的不是

明星，而是數位匯流趨勢。她表

示，「我們必須強化打造『自體

生態圈』的意識，突破封閉性市

場環境，調整自己跨業去包容、

對話或合作；改變『我阻撓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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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勝過於自己進步』的思維，最終

回來認識自己、土地、文化，並在

這個基礎上，說好故事。」

所謂的「自體生態圈」是指，

從平台、內容、終端到應用等層面

串聯完備，這也是蘇麗媚帶領夢田

文創在做的事。因此，夢田在接連

出品《醉後決定愛上你》、《粉愛

粉愛你》等多部收視與口碑雙贏

的偶像劇之後，從內容上進行創新

突破，揚棄觀眾熟悉的戲劇公式，

以台灣特殊的人文風景獨立書店為

題，製作出清新文創劇《巷弄裡的

那家書店》，版權賣到28個國家

的視頻網站與電視台，寫下夢田自

2011年成立以來的紀錄，在大陸

劇、日韓劇攻占國際市場的現況下

異軍突起，創造出驚人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夢田還與大陸

視頻網站樂視網合作上映，截至今

年11月底，《巷弄》累計點擊次數

已逾800萬次。在全球掀起新媒體

風潮後，靠著優質製作，為台灣電

視產業打開一扇希望之窗。

深入閱讀台灣  

跨界經營書店

《巷弄》是文化部HD旗艦型

連續劇計畫之一，夢田團隊扎實地

進行田野調查一年多，結合台灣獨

立書店元素，拍出一部貼近土地的

電視劇。蘇麗媚邀請多位來自不同

領域的專業人士共同參與製作，包

括出版、設計、數位內容、獨立書

店、音樂、插畫家等，甚至說服知

名作家楊照擔任製作顧問，指導劇

本創作，刻劃出底蘊深厚的劇情。

閱樂書店正是《巷弄》的拍攝

場第，也在拍攝結束後實地營運，

這是台灣唯一戲劇主場景拍攝後保

留原貌，改裝為結合閱讀、音樂等

策展場域的文創空間，也讓蘇麗媚

更添一筆跨界創舉。但其實這與她

長久以來深入「閱讀」台灣有關，

她將獨立書店轉化為文化符號，把

台灣巷弄間的人情溫暖寫入戲劇

裡，又將戲劇裡的溫度延伸至生活

中，以書店作為媒介，和觀眾進一

步對話。

「在數位化的時代裡，價值的

創造不在於內容本身，而在於應用

與衍生服務。」蘇麗媚曾在平面媒

體上闡述對台灣戲劇前景的看法，

她直言不能再像過去只靠版權收

1. 閱樂書店原是偶像劇的場景之一，拍攝後仍持續營運，並改裝成結合閱讀與音樂展演的文創空間。
2. 夢田文創所出版的《書店本事》，介紹了全台43家特色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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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必須「一源多用」，將戲劇

這項題材發揮到極大化，進行跨

業聯盟，才能創造出更大的經濟

效益。

拍攝地變景點  

放大經濟效益

於 是 ， 夢 田 在 數 位 匯 流 的

趨勢下，實驗跨產業、跨平台、

跨市場的各種可能性，將戲劇延

伸至網路、APP、文創商品、書

店、紀錄片等。以《巷弄》為

例，還找來導演侯季然執導《書

店裡的影像詩》紀錄片，作為戲

劇前導片，以40家書店的故事展

現台灣獨特人文風景；並開發出

「巷弄小旅行」APP，吸引華人

地區遊客前來按圖索驥。此外，

也與本土特色工藝店結合，延伸

出周邊商品，如鑄字項鍊、手作

燈、創意包款等。

其實《巷弄》的成功，並非

隨意碰撞的結果，而是夢田從過

去作品中建立起一套模式，將台

灣特有的文化符號包裝成商品，

行銷到國際。夢田2011年推出

的首部偶像劇《醉後決定愛上

你》，就是第一號實驗品，在行

銷推廣上導入數位匯流概念，設

計出專屬APP，提供預告片、拍

貼等功能，並公開拍攝景點，方

便粉絲跟著偶像的腳步去旅行；

掃描QR Code，還能看到拍攝的片

段與花絮。此舉讓偶像劇的效益

從廣告收入延伸到城市觀光，成

為日後偶像劇的行銷模式。

連結內容、社群和商務的網

路平台「Fanily」，也是夢田深

耕文創的重點。從台灣自有OTT

（over the top網路內容傳輸服

務）的概念出發，如Youtube般具

備開放精神，歡迎任何人開設頻

道分享，「台灣必須要有自己的

OTT平台，才會有自己的文化發

言權。」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

蘇麗媚不只從公司利益去思考，

而是站在更高的視野，要向世界

爭取屬於台灣的文化發言權。

MIT原創故事  

也能與全球接軌

不墨守成規的蘇麗媚，運用

跨界串聯，讓創作者在不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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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蘇麗媚小檔案

現職：夢田文創執行長

學歷：國光藝校（現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經歷： 三立電視台執行副總經理、盧米埃電影營運長、
土豆網自製內容計畫首席顧問

作品：《 巷弄裡的那家書店》、《醉後決定愛上你》、
 《敗犬女王》、《命中註定我愛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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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聲，進而激盪出更多創意。

因為她很清楚，一源多用雖然可

以把餅做大，但先決條件是要有

「內容」，她表示，台劇如果不

重視內容產製與品質，很難拓展

海外巿場，「好作品從說好故事

開始。台灣要有具識別度的好作

品，這就是一個基礎生態圈，是

一種因勢利導。讓這個生態圈能

夠被引爆、蔓延，才有機會展開

所有可能。」蘇麗媚表示，台灣

戲劇生態圈能再造，才不至於在

數位經濟浪潮中，被挾著雄厚資

金與廣大巿場的陸劇所淹沒。

至 於 如 何 才 能 製 作 出 有 識

別度的作品，蘇麗媚也有一番見

解，「從自己的土地上取材，以

自己的生活說故事，唯有如此，

才能發掘屬於台灣的獨特性，進

而與世界競爭、和全球接軌。」

這也是夢田能在業界獨樹一幟的

主因，透過百分之百 「MIT」的

原創故事，將台灣人平常忽略的

美好放大，讓大家因感動而重新

發現屬於這座島嶼的幸福感。

幕前轉戰幕後  

創新文創產業

從 演 員 、 服 飾 店 、 電 視 台

到文創事業，外表清秀脫俗的蘇

麗媚，倒像是個身懷絕世武功的

俠女，一出手便展現深厚功力。

曾經她被很多人看扁，經過不斷

的勇敢逐夢，如今成為台灣電視

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經理。她用最

亮麗的成績粉碎蜚短流長，炒熱

多部偶像劇，打造出最賺錢的電

視台，卻又不眷戀光環地自立門

戶，創辦夢田，「只要努力就不

會太差！」她堅信比別人花更多

的心力，就能證明自己的能力。

柔中帶剛的蘇麗媚從來只向

前看，不沉溺於過往榮光，如今

夢田已經闖出一片天，將故事力

轉化為文化力，透過台灣戲劇結

合其他產業，創造出新的文創商

業模式，「台灣人有很好的應用

環境，可以測試許多新的模式。

當我們在抱怨環境不好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自己就是建立環

境的人。」蘇麗媚對於這座幸福

島嶼仍深具信心。

從幕前轉戰幕後，蘇麗媚的

文創之路更為寬廣，無論是做偶

像劇、建構影音平台、經營獨立

書店等，都透過不斷地冒險、創

新，找對方法達成設定的目標。

她用堅持，做出一檔檔好戲；也

用堅持，寫下自己人生中一個個

好故事。■

1. 夢田文創所製作的偶像劇，皆為百分百的MIT原創故事，希望讓大家因感動而重新認識這座島嶼。
2. 透過文創劇結合各地特色書店，是夢田文創跨界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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