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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展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畫家的新作
《我的孩子們》。放眼望去，「黃玉郎

式」粗眉大眼的標誌，相信熟悉作者本人的人都
不會感到陌生。黃玉郎告訴記者，他選如此「眉
眼」作為代表他的標誌，讀者一見便知，彼此心
照。而藏於眉眼間的，是他在1968-1970年間所
創作的人物形象，為此題名《我的孩子們》，畫
家對自己作品的深情，可見一斑。而從「經
典」、「鉅著」、「封面」、「十大神兵」四個
系列中，漫畫迷不僅可飽覽經典齊齊重現，更可
感受到港漫變身為當代藝術所帶來的震撼。

「巨幅漫畫」具視覺衝擊力
「鉅著」系列是以長110厘米、寬70厘米的尺

寸融合了《天子傳奇系列》及《神兵玄奇系列》
眾多人物、以史詩式體裁繪製的作品，均為黃玉
郎於近兩年內所作。若不是「經藝聯」創始人黃
經國先生的提議，他並未想過做出這樣的嘗試。
「黃經國評價我的作品是當代藝術，我才意識到
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但漫畫始終比較細幅，當
代藝術是講究視覺衝擊力。」於是，他開始以
「巨幅漫畫」的處理方式來重新演繹自己的創
作，以迎合當代藝術的潮流。
儘管花了一些時間才開始適應巨幅寫畫倍增的
工作量，但黃玉郎笑着表示習慣了就覺得很容
易，畢竟自己已從事這一行業50多年的時間。
上手後，他便將許多有價值的作品重繪：「我希
望當年的讀者，以當代藝術的形態再重新認識我
的作品。」面對半世紀裏自己設計的數萬個造
型，黃玉郎也看到了新的生機。除了重繪，他提
及自己也在想一些新創意，預計之後會將《我的
孩子們》按照不同年代創作的人物形象做出一個
系列作品。

識變通者可得市場
上世紀七十年代從業之初，黃玉郎堅持自己
想、自己畫，一人包攬創作。1974年之後他開始
收徒，訓練他們從簡單步驟做起，直至承擔除了
起稿、設計人物形象之外的所有工作。黃玉郎認
為，這種明確分工合作下「流水作業」式的製作
方法，不僅可以達到高產，更令作品的每個部分
都越做越精細。不過，當問及哪位徒弟最得真傳
時，黃玉郎笑言：「他們每個人有各自的長處，
但沒有面面俱到的，只有我，才最全面。」
和所有創作者一樣，黃玉郎所擔心的，一來是
自己的靈感「山窮水盡」，二來則是作品無法面
世，然而這兩種情況，亦是能考驗作者變通能力
的。對於前者，黃玉郎坦言自己沒有太多靈感乾
涸的時刻，唯有 1969 年開始出版的《小流
氓》，灣仔七虎、柴灣四鱷、油麻地十三龍的形

象令港人饒有興趣，然而把香港各區的故事畫完
了，讓他一時感到「無以為繼」，不過很快想
到轉圜方案：「當時香港人開始喜歡去日本，
我雖未去過日本，但也有情意結，因此想到把
故事背景換到日本，才又一路畫下去，到韓
國、泰國……」而於後者，則是眾所周知的
1975年政府訂立《不良刊物條例》一事，充斥
血腥暴力色情元素的漫畫作品一時間岌岌可
危，畫家下筆也難免疑慮重重。黃玉郎回憶
道：「當時政府沒有針對漫畫行業制定一個
詳細的規範，所以我們只能幾個行家一起商
議，自己研定了一個標準，就是以TVB電視
劇集的尺度為參照，確保大人小孩都可以
看，才令作品可以繼續出版。」

入內地善用動漫產業政策
也許所有作品得以熱銷多年的作者，骨

子裏都少不了一點商人的「天分」，黃玉
郎就坦誠地表示，市場非常重要，港漫目
前唯一正確的出路，就是「向北賣」：
「如果你做一個創作，為什麼不供應給幾
億人的市場，仲要在香港幾百萬人的市場
內掙扎求存？」2004年，內地頒布新政
策要大力發展我國動漫產業，黃玉郎便
抓住這一機會與中央電視台少兒頻道合
作，將《神兵玄奇》改編為《神兵小
將》播出。為了更適合兒童，就將人物
都由20幾歲的成年人改為十一二歲的少
年，故事也不再僅是打打殺殺，而是更
強調親情、友誼、懲惡揚善，還有中華
民族的傳統美德。劇集播出後反響甚
好，以至在2017年又推出《神兵小將
2》時，儘管已時隔多年，10年前的觀
眾都已長大，但仍有許多人在網絡上
追看。
黃玉郎相信香港漫畫有其獨特的魅

力：「一是畫風剛強，連女仔都是很
有英氣；二是故事節奏快，動作場
面好看。」如果能善於處理這兩個
方面的特點，可以凸顯強烈的香港
風格，從而吸引內地讀者。不過儘
管與內地合作往來多年，黃玉郎坦
陳自己還是在努力研究市場喜好的
階段，暫沒有創作新故事的計劃：
「內地收視率最高的漫畫，我們
也會拿來研究、分析，什麼風格
會受歡迎，而那種風格下，香港
的優勢又可否融合進去。要先研
究透徹，想清楚再做，成功機會
才比較大。」

妙筆生花50載 創「巨幅漫畫」重繪經典

尚未有動畫與電子遊戲之時，公仔書是普羅大眾的摯愛消遣。綿綿連載千餘期、圖文並

茂的精彩故事，吸引了無數小童、少年、成年人在報檔前駐足。但當年的讀者定未想過，

陪伴幾代人成長的漫畫亦可從手掌大小的開本中走出，成為躍然牆上的藝術品—近日，香

港「經藝聯」舉辦「迷戀當代」黃玉郎個展，以四大系列81幅作品，呈現畫家上世紀七十

年代的漫畫原畫及近年重繪的巨幅新作，在作品「由細到大」的變化中，可見身為「港漫

教父」的黃玉郎執筆50年，依然保持着心態上的開拓與進取。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山村小木匠」安旭在抖音等社交平台
上火了。僅兩年時間，這個貴州山村「九
五後」男孩就收穫了近900萬粉絲。在網
友眼裏，他有一雙「魔幻」的手——幾塊
不起眼的木頭，經過他的巧手，搖身一變
成了金箍棒、高跟鞋、嫦娥五號模型……
安旭家住貴州省遵義市鳳岡縣永安鎮龍山
村。過去，他曾輾轉浙江、上海等地，幹
過修車工、洗車工，還在奶茶店當過店

員。但這些都不是他感興趣的工作。直到
後來，他接觸到木匠活，並愛上這門手
藝。

癡迷木匠活 追求完美
打開抖音搜索「山村小木匠」，便能看
到安旭在木藝方面天馬行空的創意。許多
遊戲裏的道具，被他搬進現實，製作得惟
妙惟肖。安旭的視頻通常在家中木房子裏

拍攝，出鏡的也都是他
的家人或親戚。視頻展
示整個木匠活的過程，
簡簡單單，卻能以真實
打動人心。
視頻裏，他的父母經
常出鏡。「我瀏覽量最
高的一段視頻，是用木
頭給媽媽做一個手鐲。
媽媽大半輩子都沒有買
過首飾，想讓她高興一
下。」安旭說，他希望
看到視頻的網友們，能
感受到親情的可貴。

2019年初，在母親的建議下，安旭開始
跟着一位名叫黃冬的師傅學習家裝，比如
製作吊頂、櫃子、床……僅僅3個多月，
安旭便熟練掌握了別人幾年才能掌握的全
套製作方法。
安旭對木匠的最初印象，來源於他已經

過世的爺爺。爺爺是個木匠，現在安旭居
住的這棟木質老房子，就有一部分是爺爺
自己蓋起來的。這兩年，安旭也在不停地
學習，木工書翻了一遍又一遍，有不會做
的榫卯結構，他會去網上找教學視頻，一
點點摸索。
在安旭家裏，最顯眼、最常見的就是木

材、木工工具和他製作的木質手工藝品，
加上空氣中瀰漫着陣陣木頭的香氣，讓人
感受到真實的木匠生活和濃烈的傳統文化
氣息。
在安旭妻子王雙玉眼裏，安旭對木匠活

近乎癡迷，且追求完美，有時候能一天一
夜不睡覺地雕磨木料。除了外出，安旭幾
乎每天都會在自家院子裏做木匠活。他彎
着腰，手持鉋子一下一下地在木板上快速
推動。不一會兒，額頭上的汗珠滴了下

來。打磨木板發出的嚓嚓聲，如同音樂會
的前奏緊抓人心，總讓人對整個作品心生
期待。
拿到一塊木料，要先刨光，再粗磨，然

後細磨；濕木料容易變形，比如做劍就不
能用濕木料；做一個東西，腦子裏要出現
一張圖紙，用什么樣的榫卯結構……聊到
木匠活，安旭有說不完的話。

潛移默化中傳播中華文化
如今，安旭主要負責做木匠活，短視頻

選題的策劃則是群策群力。安旭提出創意，
全家人會坐在一起商量，各自提出意見想
法，可行的創意就繼續細化視頻腳本和拍攝
方案。安旭粗略算了一下，入駐短視頻平台
以來，兩年時間他賺了40多萬元，其中有
廣告收入，也有木質工藝品賣出獲得的收
入。兩年間，安旭製作了100多件作品。他
說：「李子柒是我的偶像，因為她能在潛移
默化中傳播並傳承中華文化。」
安旭曾製作一個墨斗發到抖音，但卻少

有網友知道墨斗是什麼。「木工是一門傳
統而古老的行業，木匠的鼻祖、春秋時期

的魯班，發明了墨斗。」
安旭說，自己現在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傳
承木匠技藝。他試圖尋找作品與傳統文化
元素之間的關聯，並將豐富的木工手法與
木匠文化元素烙印在作品中。前段時間他
製作的8層文峰塔模型，正是鳳岡縣一座
擁有百年歷史的地標建築。
從安旭家的院子向外望去，翠綠色的山

構成一條波浪線，連接着天空中的雲彩。
午後，陽光灑進院子，一派田園風光，如
同「世外桃源」。
安旭對從小生活的這片土地充滿依戀。

在他看來，做着自己喜歡的木匠活，同時
賺一些錢，還能有家人陪伴左右，就是最
好的生活方式。 ●文、圖：新華社

九五後「山村小木匠」安旭的木藝「網」事

●安旭和妻子王雙玉在拍攝短視頻。

●安旭正在設計製作木質手工藝品。

黃玉郎令港漫
提升為當代藝術

港漫的「黃金時代」消逝，隨着紙本書衰
落，全港報檔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的2,000
餘個，減少為目前不足400個。目前無論是
香港還是內地的漫畫讀者，大多都是用手機
看漫畫。不過，尺寸大又線條複雜的港漫，
當縮細到手機熒屏大小時，許多線條會變得
混亂，文字也會變得太小而令讀者難以閱
讀，黃玉郎指出：「香港漫畫的畫風並不是
很適合畫完後直接縮細，應該採用內地潮流
的模式，調整為畫成簡單、大方的畫風。」
電子熒屏亮起，紙筆也開始蒙塵，今時今

日，不少年輕創作者都開始使用電腦繪製漫
畫，黃玉郎覺得數位繪製固有其好處，但因
為線條固定、粗幼分別不大，因此成品就少
了傳統手繪的那種強烈「筆氣」：「雖然都
是畫一個公仔出來，但是會覺得它似卡通多
過似漫畫。」

畫漫畫需要熱血
近幾年黃玉郎接觸了許多做漫畫的內地年

輕人，非常欣賞他們的熱血與激情：「他們
創作的心境非常強烈，可以稱得上是種『迷
醉』。」相較之下，他覺得香港的行業情況
比較不樂觀：「內地很多大學都有動漫專
業，這種條件和大環境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很
大支持，香港不是沒有漫畫人才，是缺乏這
些外部條件，沒了這些，年輕人對漫畫的熱
情就低迷，漫畫是要有熱情才會不顧一切投
入去做的，唯有懷着熱情，才有機會做出好
的作品。」

紙媒衰落改變閱讀習慣
堅持手繪調整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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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郎介紹新作

《我的孩子們》。

●《天子傳奇》（壹）第163期《君臨天下》

●「鉅著系列」以史詩式體裁表現，融入眾多人物。

●黃玉郎的公仔形象。

●黃玉郎認為，港漫目前唯一正確的出路就是「向北賣」。

●展覽現
場「封面
系列」吸
引不少粉
絲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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