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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漂亮！！！！！！好赞！！！想到了江沪团盗贼五叶233333武士的故事【【【
2、潇洒，写意。后半段故事感觉不如前半段惊艳。大三郎，日本第一！
3、清淡中见格调，如光又如影。
4、镜头感很强，难能可贵的东方写意，丝毫不见匠气。所能见到的最美江户。能看到这么优美的漫
画，何其幸也。
5、我变成了松本大洋的粉了
6、宗一郎大人///狐狸眼就是可愛。
7、大赞！！！
8、喵喵喵⋯⋯简直又萌又酷
9、很有江戶風情的漫畫
10、表现虽新颖，实质却是松本大洋最适合初心者，故事内核最喜闻乐见的一部，但我对这种武士拼
杀的热血故事还是毫无抵抗力啊啊啊
11、反正松本大洋就是DIAO～ 不过不是我的菜--
12、天地一竹侍
13、画风奇特
14、毫无疑问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充满了松本大洋的独特浪漫气质。
15、以一代全
16、看了两本看不下去了，画风不是我的菜。
17、太！！帅！！！
18、画风赞
19、松本大洋的确是大师、炸穿！6到头皮发麻
20、动物戏加分
21、棒
22、不能再好
23、井上雄彦现在的作品是举重若轻，而松本大洋则是国画里的大写意。
24、研究价值
25、TAT
26、偶尔脸盲
27、从钢笔到毛笔，从硬朗到飘逸，从尖锐到圆润。松本真是活得越来越透亮恣意了。海纳百川的大
师境界。
28、不太一样的松本
29、一类漫画画得是常人理想的故事，而这里有着作画者本人对故事的理想。
30、除了结局有点俗套，其他真是什么都好
31、非常喜欢
32、这部漫画带来了神伤的颤栗
33、大洋先生又讓我驚豔了一把 把幕府時代的浪人 町間的居民 人與人的關係 環境描繪的惟妙惟肖 難
得的佳作 不可錯過！！
34、2016.7
35、说禅和杀禅的神。
36、杰作。16年开年之卷。自我封闭也好被谁拿走也罢，最终你无法逃离的自我会在道路尽头显现。
37、真的超级喜欢松本大洋的画风。画面分割的镜头感一级棒。
38、好看啊，超好看
39、像儿童的大人
40、和井上雄彦想把漫画画成艺术相比，松本大洋本来就是一个在画漫画的艺术家
41、画风神奇特的一部短篇漫画，和浪客行差异很大。小格局大人物，有点意思。
42、我想了很久，决定放弃为它写短评——此时才深知语言的苍白
43、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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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除了恶童，最喜欢的
45、嗯，最喜欢的松本大洋作品之一。
46、太好看了！！！
47、厉害了
48、一旦适应了画风觉得每个分镜都美得不要不要的
49、自在
50、惊为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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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竹光侍》，为墨色、构图而战栗。在这样的灰色光线中，被故事蒙惑，心里有着蠢动。绘画
之事，不臻至极致就不可能驾驭形式，形式一旦低伏，图会有生命，透着内容想要传达的气息、温度
。在这样的作品面前，相似的题材或者人物便只是一张白纸了。
2、松本大洋的故事题材从不重复，覆盖从流浪儿童的街头械斗到孤儿院孩子的平淡日常，从少年的
热血乒乓到武士浪人的传奇江湖再到未来世纪的科幻战争，各个领域。题材始终在变，但作品背后的
气质，也就是读者常说的阅读中体验出的“美好”，却从未改变。气质是一种复杂而难以言说的东西
，但仔细想来，如果一定要将之命名，我会称其为“松本大洋式的狂欢”。个人认为，单从讲故事的
角度来说，松本大洋算不上顶级高手。相信他自己也并不醉心于叙事，以至于他坦言后来不想再构思
情节，就找到永福一成，于是才有了在叙事层面堪称其巅峰的《竹光侍》。宏观的叙事结构方面，除
去日常向的Sunny，松本大洋的作品大多在呈现冲突与冲突的和解，《乒乓》《恶童》《吾》《竹光
侍》莫不如此。最主线的冲突无非是对抗性的几对关系如何变得愈发紧张，直到剑拔弩张，交锋高潮
，最后以某种方式达成和解。在《乒乓》里的冲突是少年们的比赛，《恶童》里是几方势力对城市处
置权的争夺，《吾》里是虹队的成员对叛逃者的追杀，《竹光侍》里是宗一郎与木久地的决斗。作品
的结尾实际上通常是暧昧平缓甚至有几分潦草的：比赛结束了，它不过是少年成长中一出惊心动魄的
青春回忆；黑跟白团聚了，但城市改造的大潮终将来袭；吾与女人回到了沙漠，过着最自由的原始生
活，而星球的战争与和平难以预料；宗一郎没有死，仍然满脸笑意。松本大洋在作品中常提及四季变
迁，而其故事发展也如四季，起承转合富有节奏。到达结尾之时，仿佛又回到了最初未被打破的平和
。过往如同一部喧闹的戏剧。这种轮回状的叙事线在暗示，重点并不是事件的最终走向，而是在戏剧
中悉数登台的各角，他们的悲伤与欢喜，死亡或成长。松本大洋叙事中的一个特点很好地体现了其对
人物的关注：视角的转换。其作品的视角并不局限于故事的主角，主角的敌手、次要角色乃至过路人
，都被或多或少给予了话语权。在《吾》里，有追踪者的视角，有papa的日记，甚至还有过路女人的
心境。而发展到《竹光侍》，则到了万物有灵的地步。不仅有阿胜的视角，捕快与侍从的视角，连动
物的心理活动也被顺手提及。很多时候旁者的心境对于主线故事的发展并无推动作用，看起来更像是
一种跳脱与游离（猫狗的对话又如何影响决斗呢）。然而正是这种散漫的路数，说明每一部作品都并
不是独属于某一两个人的故事，而是众生的舞台。猫的情话。转换的视角得以支撑起丰满的人物。丰
满人物呈现出的是善恶的模糊，世事的矛盾复杂。具体的“故事”在拆解道德的“概念”。人内在的
矛盾冲突是松本大洋常涉及的一个主题之一。《吾》里面的王曾看见深不可测的黑暗洞穴，那本该
是Viktor这样残暴之人的居所，但Viktor自杀前志在必得地说，他将住进王的身体。至于《竹光侍》，
木久地也可以说是宗一郎挣扎着想要摆脱的仇恨与暴力的幻影。在邻里眼中和蔼可亲的宗一郎，也的
确具备那位刀疤大人所说的“恶鬼”之力。对于至善与乌托邦，松本大洋从不吝啬对它们的怀疑。他
相信它们的脆弱，其脆弱与其说在于无力对抗外敌，不如说在于无力抵御内部压抑元素的释放。自爆
带来土崩瓦解。《吾》里面的王在森林里造出幻境对士兵大开杀戮，被赶来的吾一枪射杀。表面上极
为诱人的“善”，隐藏着强烈的崩坏的倾向。这倒是日本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一种设定。脆弱之处。脆
弱之处。潜在的恶鬼。另一方面，纯粹之恶也并不存在。《恶童》里的黑社会的老大面对背叛了自己
的徒弟，意外地没有了脾气。更经典的是《竹光侍》里的木久地。他斩人如麻，但用“世界上最美好
的东西”给陪伴自己的那只老鼠命了名，也会毫不犹豫地救起陷进泥潭的老马。木久地和“阿饭”。
对于善恶的超越可能带来冷漠的旁观之感。然而松本大洋的作品中充溢着情感。有时候是来自某些人
物对周遭事物的温柔。例如Sunny里春男对女孩子的安慰，宗一郎对孩子们的关照。有时候是对个体
生命体验的抒情，此种抒情尤以死亡场景为代表。例如《吾》里面No.6和刚刚才爱上的女人道别，赶
赴更重要的追杀任务。临走前他决定跟女人的孩子再骑一圈马，敌人就在这时从远处击穿他眉心。一
颗血滴到小孩的脸上，让他以为下雨了。No.6向后倒下，脑海中浮现出跟女人以及她的小孩其乐融融
的景象。实际上这是一种经典的悲剧表现手法，暗示着死亡使得生的诸多愿望成为“不再可能”。但
更多时候，一些简单的描绘背后流溢的是漫画家本人的柔情。《竹光侍》中[朋友]一节尤为有趣。河
狸精怪变成小女孩，劝诱打水漂的小男孩。虽是诱拐儿童的情节，却传达得富有童趣。No.6的牺牲。
捕快的弥留。值得一提的是，松本大洋对于情绪的渲染与表达是极为高妙的。他擅长将情绪推到极端
，在接近顶峰时突转或骤停的悬置笔法，以克制为力道。《吾》中No.4和玛特罗西卡旋转舞蹈，大画
面。Viktor的暗杀其实就在这时候发生，但作者并未直接交代。之后吾走入沙漠，终于找到他们的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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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悲泣。大画面。接下来主线故事中止，进入了回忆。Sunny中，被放到托儿院的阿静想象自己乘
车回家，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大画面却跳转开，没有继续。想象中的归途。松本大洋对“自然”
的迷恋是其超越性的体现与结果。自然可以指动植物的自然界。《恶童》里白热爱动物；《吾》里面
有许多奇妙的动植物；《竹光侍》中同样有个性异常可爱的猫狗。但自然更是心性的境界，它以孩子
般的天真、疯癫、愚痴为表现形态。在《吾》里，玛特罗西卡原本是极智慧的造物，某天智识的部分
却不辞而别，成为只会暴食的女人。但显然这是自我保存的隐匿之道。《竹光侍》里，宗一郎来到江
户，心性却仍是那个跟山对话的少年。对一切抱有好奇，充满想象。他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和猫狗
聊天，甚至喊停雷神，也就毫不意外。大三郎是另一个天真的人物。其充满对古典时代的英雄怀想，
又有一保守的随从，于是很有几分堂吉诃德的影子。最后无异于自杀的一场“戏”，彻底模糊了现实
与戏剧、清醒与疯狂、悲哀与极乐乃至生与死的界线。令人惊叹激奋，也令人潸然落泪，十分精彩。
大三郎的戏。大三郎的戏，随从源次从鄙视到感动的转变令人动容。可以看到在大三郎之死一节中超
现实笔法的表现力。可以说，松本大洋的魔幻手法既符合作品的需要，也恰好流露出其本人的狂放恣
意。超现实的场景与元素在过往作品中便不罕见，及至《竹光侍》，其“狂”已在切换自如的蒙太奇
与水墨的肆意挥洒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松本大洋极好地利用了漫画这种平面视觉叙事媒介的特点，很
多时候让人一时分不清哪些是写实，哪些是幻想与传说。仿佛意在给读者以半醉半醒的微醺之感。幻
象之一。幻象之一。幻象之一。曾听到一些并不了解松本大洋作品的人评价其画风，称“不专业”，
“诡异”，甚至“丑陋”。对于其笔法专业与否，不必多说，相信有一定美术素养、阅览过其多部作
品的人自有定夺。对于美丑与否，笔者倒是觉得，这正是松本大洋另一层面的恣意。其躬耕于视觉表
达领域，但并不以传统的美丑概念为束缚，乃是对自身的超越。叙事中，面孔将不再以美丑为划分，
而被情节与情感雕琢出独特的神韵。只不过这其中奥妙是匆匆一瞥之人难以体会的。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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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竹光侍 1》的笔记-第127页

        很喜欢木久地弃杀的这段意境

一棹春风一叶舟，万顷波中得自由

2、《竹光侍 1》的笔记-第174页

        “吶，老師，您的家鄉是什麼樣子的？”
“嗯——家鄉啊⋯⋯現在這個季節，山上草木豐茂，鬱鬱蔥蔥⋯⋯陽光從樹葉的見習灑落，閃閃地發
著光，仔細聆聽，還能聽見過時從樹枝上掉落的聲音。”

3、《竹光侍 1》的笔记-第93页

        狐狸脸的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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