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廟前野台到國際影壇

五代傳承 一脈堅持 
霹靂國際寫下布袋戲傳奇
布袋戲是台灣傳承百年的藝術，也曾面臨市場大幅萎縮的困境，但霹靂國際多媒體卻以創新經營模

式，成立全球最大的布袋戲製作中心，並於去年掛牌上櫃，成為首家股票上櫃的文創業者。

撰文／陳婉箐 攝影／邱如仁 圖片提供／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農
曆春節向來是電影院的大

檔期，今（2015）年春節

檔期有部另類國片躋身於諸多國

內外強片當中，是由霹靂國際花

費3年、斥資上億自製打造的全

球首部3D偶動漫電影《奇人密

碼：古羅布之謎》。更令人意外

的是，這回主角不是「半神半聖

亦半仙」的霹靂首席男主角素還

真，而是一個機關木人，此舉雖

讓廣大戲迷出乎意料，卻也顯現

出霹靂國際的創新之路。

�掛牌上櫃�文創企業首例

去（2014）年10月掛牌上

櫃，創下台灣文創企業先例的霹

靂國際，以家族傳承的布袋戲為

起點，跨足各個娛樂消費領域，

成為台灣本土文創產業的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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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MAGAZINE46



負責行銷業務的霹靂國際副總經

理黃文姬表示，在董事長黃強華

的創新思維帶領下，霹靂布袋戲

從文本內容、拍攝方式、發行通

路到行銷策略，不僅跟上時代的

腳步，甚至領先潮流，寫下布袋

戲新頁。

受到3D電影《阿凡達》的啟

發，黃強華於2012年即籌拍《奇

人密碼》，大手筆斥資購買先進

攝影機，以3D真偶拍攝，結合電

腦特效；更成立大畫動畫公司，

整合全台動畫公司，打造媲美好

萊塢等級的視覺效果。實景拍攝

加上後製作業，整整花了3年才完

成，開創台灣電影產業新格局。

這部電影也是霹靂家族第5

代接班人黃亮勛的暖身作，黃強

華將編劇與後製的重責大任交給

兒子，他自己則擔任該戲的總導

演，展開一場絲路奇幻冒險之

旅。黃文姬表示，除了台灣與中

國大陸巿場之外，目前也已規劃

英文版及日語版，未來將在海外

上映，且不只是電影，還推出周

邊產品，目前授權包括遊戲、文

具、小說及音樂等，希望能將電

影效益最大化。

�創新內容�擴展多元路線

霹靂這回並未延用戲迷耳熟

能詳的素還真、一頁書、葉小釵

等當電影主角，主因在於2000年

推出的首部電影《聖石傳說》，

雖然刷新當時的國片票房紀錄，

海外行銷卻踢到鐵板。黃文姬

說，要將文言文的口白翻譯成英

文，難度非常高，發行商光是譯

文就花了5年，且饒富哲理的對

話，老外看不懂，更讓發行到處

碰壁。這回霹靂國際記取教訓，

改推全新文本的《奇人密碼》，

以淺顯易懂的對白來說故事，

「改變也許會造成老戲迷的反

彈，但必須擴展多元路線，才能

走出台灣、進軍國際。」

其實，對於從雲林虎尾起家

的霹靂布袋戲而言，「創新」

DNA已傳承百年。已逝國寶級大

師黃海岱承繼父親黃馬的家業，

自行研發機關，讓戲偶動作更靈

活；第3代的黃俊雄將布袋戲搬

上電視螢幕，《雲州大儒俠》

史豔文曾締造台灣電視史上最高

的97％收視率；到了第4代黃強

華與黃文擇兄弟手上，則變身為

「科技布袋戲」，稱霸台灣錄影

帶及影音光碟出租市場，更於

1995年成立霹靂衛星電視台，成

為第一個以布袋戲為號召的電視

頻道，掀起一股霹靂狂潮，估計

有百萬以上的戲迷固定收視。

從1991年發行至今，霹靂

系列已發行逾2,000集，死忠粉

絲緊緊追隨，能有如此魅力，兩

位靈魂人物黃強華與黃文擇居功

厥偉。被戲迷尊為「十車書」的

黃強華身兼總編劇，融入古冊老

戲及儒釋道佛等哲思，更將社會

現實反映在劇情中，亦正亦邪的

角色讓粉絲著迷；被譽為「八音

才子」的黃文擇則專注於聲音藝

術，出神入化的「一人口白」，

不僅演活所有戲偶的生命力，更

完整呈現台灣珍貴的國寶技藝。

兄弟倆同心協力，將傳統布袋戲

經營成一種全新型態的企業。

霹靂國際的行銷策略不斷推陳出新，不僅要滿足忠實戲迷的喜好，更積極拓展多元路線，
進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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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潮流�打造高品質劇集

綜觀霹靂布袋戲能振興傳統

技藝，成功轉型為文創企業，創

新優化內容與掌握發行平台，是

兩大關鍵密碼。

在霹靂工作近20年的黃文姬

說，黃強華在接棒後很清楚時代

的變化，布袋戲也要跟著改變，

才能讓新一代觀眾接受，因而

在虎尾蓋起全球最大的布袋戲製

作中心，占地逾6,000坪，以專

業分工，將傳統戲班編制化，分

設編劇、造型、錄音、配樂、布

景、導播、攝影及道具等部門，

一條龍式地生產劇集。

霹靂布袋戲揚棄電視3機作

業，改用電影單機拍攝手法，做

細部分鏡切割，並大量運用剪接

與特效，加上電腦動畫效果，聲

光效果十足震撼，使戲偶個個成

為武林高手，如同奇幻武俠電影

般吸睛。

黃強華表示，「一個文化創

意產業的經營者，必須站在流行

的角度看傳統，站在商業的角度

看藝術，才會有未來性與持續

性。」因此從戲偶造型上就要跟

上流行，素還真的樣貌就越來越

年輕，從七頭身變十頭身；而扮

演霹靂最大命脈的編劇，更是由

黃強華親自領軍，帶著8名編劇

新血腦力激盪，不斷推演發想出

一個個好故事，確保進入製作流

程能順暢拍攝。

�多元多用�開拓品牌商機

多年來，霹靂布袋戲不斷推

陳出新，發行通路也與時俱進，

從出租店轉型到超商，每周新片

先在超商發行，舊片則進入霹靂

電視台播放，雙重獲利之外，也

透過電視的影響力，持續累積觀

眾群。「成立電視台使霹靂從單

純的內容提供者，有了推廣品牌

的利器。」黃文姬說，除了自家

電視台，去年也將高畫質布袋戲

劇集推上中華電信MOD。而隨著

愈來愈多人使用網路視頻，霹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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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霹靂國際小檔案

成立時間：1996年
董 事 長：黃強華（右）

總 經 理：黃文擇（左）

重要事蹟：

霹靂布袋戲對台灣人而言，不

僅是一個傳統文化技藝，更是

台灣本土文化的代表。其作品

《霹靂九皇座》榮獲2005年電視
金鐘獎、2011年榮獲經濟部國貿
局「台灣百大品牌」－文化創意

服務類殊榮、2012年榮獲文化部
「台灣文創精品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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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陸續和中國大陸網站談判，

已授權土豆、愛奇藝、搜狐等視

頻網可合法播出，進一步拓展收

視群。

從錄影帶、電視到電腦，霹

靂充分掌握運用播放平台，以多

角化經營策略，讓布袋戲熱潮持

續延燒，但不可避免地也面臨瓶

頸，目前戲迷主要介於17至45

歲，如何向下拓展是一大挑戰。

黃文姬說，黃董事長提出「多元

多用」的概念，雖然用一個霹靂

布袋戲可以衍生很多周邊商機，

但他認為在故事方面應走多元路

線，開發不同型態的故事，例如

走奇幻冒險路線，也許可培養出

喜歡宮崎駿動畫風格的偶戲迷；

另外也可以針對學齡兒童，製作

具教育功能的布袋戲。

為強化與粉絲之間的互動，

霹靂更藉由異業結盟開發出多樣

化的周邊商品，除了公司本身推

出的公仔、馬克杯、拆信刀、拼

圖、玩具等，並授權城邦出版集

團發行畫冊、小說與寫真集等；

在最夯的電玩遊戲也不缺席，授

權科技公司進行設計製作。黃文

姬透露，近期將推出全球限量版

的精品公仔，以差異化產品吸引

金字塔頂端族群收藏。

�進軍國際�迎向偶戲新紀元

猶如演藝圈力捧偶像明星

般，霹靂也是偶像製造機，精心

包裝後的布袋戲主角，成了本土

文化的最佳代言人。此外，霹靂

群雄也曾於1998年登上國家戲

劇院演出《狼城疑雲》舞台劇；

2012年則在高雄衛武營舉辦霹

靂交響音樂會，向來被認為帶有

江湖草根性的布袋戲，已然晉升

國家級藝術文化之列。

靠著扎實的巿場支持，霹

靂布袋戲以創新走出一條文創

大道。其中，DVD影視銷售為主

力，約占營收6成，其餘為周邊

商品銷售與授權等。黃強華希望

透過公司上櫃，與資本市場產生

更有力連結，加速拓展霹靂布袋

戲的版圖，打造台灣文創產業的

「東方迪士尼」。

從傳統廟前野台戲，到充滿

飛沙走石實景拍攝的電視布袋

戲，再進化到融合科技特效的電

影布袋戲，虎尾黃家以創新經營

模式，打敗景氣蕭條，以及時代

變遷的困境，創造出許多傳統布

袋戲團的新里程碑。下一站，霹

靂將朝國際化目標邁進，以掌中

乾坤問鼎天下。■

1. 霹靂國際藉由異業結盟，開發出多樣化的周邊商品。
2. 霹靂布袋戲的首席男主角素還真，已經成為台灣本土文化的一個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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