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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遇，为敏感的少年时期人格塑

造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男人必

须这样生活，要找这样的男人做朋

友”成为几近信仰的哲学，五十年

后的今天依然在自己的心中。

冥冥中，《水浒传》仿佛在影

响着他的一生。早从中学时期开始，

他就试着改编水浒故事，当时只是

自画自写，给自己看而已。由于对

这一中国好汉的故事如此着迷，随

着《百花三国志》的大获成功，用

画笔画出梁山好汉，将《水浒》这

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推荐给大家，

让大家理解其中的忠义与豪情，成

了正子公也挥之不去的念头。

作为世界级的古典文学名著，

《水浒传》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人们

的想象。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部文学

名著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而在

《水浒》中，最为人接受的或许不

是故事本身，而是著名的梁山好汉

一百零八将，以及围绕他们的性格、

背景、特点所展开的悲欢离合的英

雄诗篇。也正因此，正子公也的水

浒画作，试图用绘画的形式捕捉人

物最鲜明的特征，通过原著中对人

物性格、外貌的描述，以及自己收

集的相关历史、艺术资料，几经构思，

最终用独具个性与艺术张力的绘画

形式将自己心目中的梁山好汉给读

者展示出来。

《水浒传》中非常有特色的一

点是使用了大量诨号去丰富人物形

象，通过短短几字的符号让读者在

第一时间对人物有所形象定位。正

子公也的水浒人物非常聪明地利用

了每个人物的诨号，去极力表现人

物的形象，这种先入为主的手法，

让观众即便没有阅读过原著，也可

以对人物留下强烈的印象，效果绝

佳——手托宝塔的晁盖，挥动禅杖

的鲁智深，一袭白衣顶风冒雪、孤

傲悲愤的林冲……在他的画作里，

年轻一代的热血幻想得到了极大的

满足。由于正子公也是站在自己的

角度去理解水浒，因此避免不了掺

杂了一些日本文化元素，例如服饰、

背景和环境的表现。但光从绘画角

色上来看，正子公也基本做到了尊

重原著，并没有将这些角色变得面

目全非，每一个角色都给人一种既

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一点都不突兀，

糅合得十分恰当。

一百零八个人物，僧人、道士，

樵夫、猎户、屠户、牢头……三教

九流无所不有，看起来好似一幅长

长的众生相。在这其中既有参考中

国的小说、戏曲、绘画等资料，人

物形象与国人想像中差距不大，如

林冲、鲁智深、周通……同时还能

充分调动剪纸图案、福字、壁画等

形式来丰富画面，这些传统图案与

人物重新组合又增添了新意。也有

运用日本画涂染的方法，加入东洋

服饰、浮世绘的表现方法等带有日

本审美情趣的人物。甚至集各路风

情为一身，百花齐放。欧鹏腰挎弯刀，

活脱脱一个阿拉伯战士，朱富画得

像个新疆人，段景住好似伊索的兄

弟，丁得孙一身罗马武士装束……

值得一提的是表现水军头领童威、

童猛、张顺的几幅作品，利用电脑

处理的水景惟妙惟肖，视觉效果强

烈逼真。

画完一百零八将后，并不过瘾

的正子公也正式开始了创作《绘卷

水浒传》的漫长历程，整整23年时间，

他与森下翠一起，用图文结合的方

式来讲述水浒英雄的故事。用正子

先生自己的话来说：“绘卷这一艺

术形式，是在漫画基础上，采用了

电影制作的一些手法，可以说是融

合了漫画、连环画、小说等多种艺

术形式的一种手法，也被称为‘视

觉小说’。我让插图与上下文和台

词保持同步，想方设法让读者更容

易共情、更有沉浸感。”从画面上看，

两人为创作《水浒传》作了充分细

致的准备工作，收集了包括中国历

次出版的有关《水浒》的文学书籍

与绘画作品。对于故事情节的展开，

也比较忠于原著，画册分为四部分：

“伏魔降临”“红尘江湖”“绿林

风云”“替天行道”，严格按照原

著中人物出场的顺序来描绘。纵观

整本画册，画风以写实为主，造型、

用色、肌理表现都有一定特色，那

群为世人熟悉的好汉形象到了画家

的笔下变得既亲切又陌生。虽然审

美习惯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这套

水浒英雄像还是一部具有相当艺术

特色的作品。

从来没有一个画家像正子公也

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地描绘着想象

中的水浒世界。“《绘卷水浒传》

的创作，已经超过了 2000 幅。这在

日本，在世界上也都是没有的，对

这一点，我很自豪，可以称得上我

的生平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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