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榮成當年前往學法的「山月畫室」，由香港著名
畫家陳中樞及資深美術教育工作者高寶怡於1979年
創立，以「培育藝術新一代」為教育目標。「山月」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廣為漫畫迷認識，源於當年多位漫
畫家經常在個人專欄中提及在「山月」學畫的點滴。
「山月」創辦人陳中樞接受本報訪問，分享與港漫

界的不解之緣。他憶述畫室創辦初期，現任香港動漫
畫聯會副會長溫兆倫是畫室首位漫畫從業員學生，
「當年溫兆倫偶然路過畫室，遂決定報名參加畫班。
我當時並不知道他是漫畫從業員，上課後交流多了，
才知他的職業，並從中了解到許多漫畫家並非正統美
術學校出身，大多是自學成才或通過師徒制學畫。」
溫兆倫是黃玉郎第五位「入室弟子」，在「山月」

上課後，認為學習正統美術技巧對漫畫創作十分有幫
助，因此建議黃玉郎資助員工前往學法。陳老師說：
「黃玉郎曾提議我到他的公司開班，可惜各種原因未
能成事，但他仍資助學費，讓員工前來畫室學習。」

與馬榮成商討課程內容

當年黃玉郎麾下多位漫畫家到「山月」報讀畫班，
畫室為大量漫畫家及助理打下正統美術基礎，包括以
畫技高超見稱的馬榮成、李志清及麥天傑等。陳老師
透露當年馬榮成來學法時已經是畫壇新星，「我對港

漫了解不多，馬榮成來上課時，曾經和我討論教授課
程的問題。」陳中樞指馬榮成建議他按照傳統美術教
學流程教授畫技。於是，陳老師從基礎素描開始教
起，包括鉛筆及炭筆素描等，隨着基本功打穩後，再
教授透視和色彩運用，包括粉彩、水彩等，不少漫畫
家及助理的畫技得以提升。香港漫畫壇曾經百花齊
放，陳老師應記一功。
對於「畫神」馬榮成的評價，陳中樞指他在學畫兩

三年期間，均是上課後便立即趕回公司寫稿，希望能
學以致用。「馬榮成基本功扎實，領悟能力高且迅速
上手，尤其是後期在色彩課上的表現更優於他人。」

如果說如果說，，黃玉郎是開啟港漫傳奇的黃玉郎是開啟港漫傳奇的「「漫畫教漫畫教
父父」，」，那麼馬榮成則是將港漫由市井風格那麼馬榮成則是將港漫由市井風格，，提升至藝提升至藝

術層面的畫技大師術層面的畫技大師。。馬榮成醉心鑽研畫技馬榮成醉心鑽研畫技，，將素描將素描、、
水彩及油畫等繪畫技巧融入漫畫水彩及油畫等繪畫技巧融入漫畫，，讓港漫人物讓港漫人物「「粗眉粗眉

大眼大眼」」的傳統風格的傳統風格，，轉為寫實風轉為寫實風。。他的代表作品他的代表作品《《中華英中華英
雄雄》、《》、《兩極兩極》》及及《《風雲風雲》，》，不但以畫技精湛見稱不但以畫技精湛見稱，，更更
引入電影般的分鏡處理引入電影般的分鏡處理，，令畫面更能推進劇情令畫面更能推進劇情，，開開

創了延續至今的港漫主流技法創了延續至今的港漫主流技法。。 記者記者：：雲遜雲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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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技大師馬榮成縱橫港漫半世紀港港漫

殿殿堂
畫技篇畫技篇

馬榮成馬榮成（（右下右下））為為「「港漫動力港漫動力」」
擔任評審擔任評審，，是港漫界唯一代表是港漫界唯一代表。。

名家專訪名家專訪

年僅14歲便入行的馬榮成，2015年完結連載26
年的代表作《風雲》後，近年並未有新作推

出。縱橫港漫界接近50年的他接受本報專訪時表
示，當年《風雲》完結時，只是推出了一個沒有文
字的純畫結局，並以展覽形式展出草稿，他透露目前
正在籌備為《風雲》繪畫一個正式的結局篇，勢令一
眾「馬迷」引頸以待。
馬榮成一生貢獻港漫，以畫功高超自成一派，

屢創經典，到今天仍然不斷鑽研畫技。回首半
世紀漫畫歲月，馬榮成對記者說：「多年來畫
風經歷了不同階段的變化，大致可分為四個時
期。最初是摸索期，上世紀七十年代剛入行，
繪畫首部寫實漫畫《徙置區風雲》，沿襲偶像
黃玉郎『粗眉大眼』的風格，亦是當時最流行
及最受歡迎的畫風。之後創作的《五兄弟》，
仍是模仿早期港漫畫風。」
馬榮成憶述當年出版社收藏了大量日本漫畫

雜誌《周刊少年Jump》，被當中連載的寫實
漫畫《愛與誠》等吸引，於是開始學習日漫的
表現手法。「對我影響最深遠的是池上遼一及松森
正兩位大師。」馬榮成被日漫細緻的鋼筆技法深深
吸引，於是嘗試把頭髮、實景的黑白對比法運用在
自己的作品上。由於當時推出的港漫屬於不定期
刊，讓他有時間慢慢揣摩。「純粹無師自通，
把他人的技法依個人理解實踐出來，慢慢便
萌生鞏固畫技的念頭。」於是馬榮成自費
到油麻地美專報讀課程，學習素描、美
術理論和透視等繪畫基礎知識。

寫實風格寫實風格 行內首人行內首人
馬榮成認為，經過初期摸索日漫的

寫實型畫風後，已逐漸找到了自己的風
格。「在創作另一部作品、講述殺手故
事的《風流》時，我開始在實景處理上下功
夫。《風流》其中一輯故事背景設在長洲，我特
意到長洲拍攝實景照片，然後對比照片畫出長洲
的真實景色及感覺，當年算是行內第一人這樣做。」
1981年，馬榮成加盟黃玉郎旗下，開始創作港漫

「神作」《中華英雄》。起初只是在黃玉郎的《醉
拳》及《如來神掌》內連載，因沒有太大銷量壓力，
令馬榮成有空間「試驗」畫技。為求進步，他前往著
名畫家陳中樞創辦的「山月畫室」學畫。「首先學習
素描，由於之前在美專學過基礎課程，比較容易掌
握。之後再學水彩、粉彩及馬克筆技法，同時自學使
用噴筆的技巧。」馬榮成把各種繪畫技巧運用在封面
及畫稿之上，成功破舊立新，使《中華英雄》大受讀
者歡迎。1982年12月28日《中華英雄》推出了第一
期單行本，其精湛細膩的畫功和創新意念，給整個漫
畫行業帶來衝擊與啟示。馬榮成將全副心機專注在
《中華英雄》之上，創下每期20萬銷量的神話。黃
玉郎曾經透露，馬榮成的年薪加花紅一度高達600萬
港元，當年只有27歲的他，可謂畫出彩虹。

《中華英雄》之成功，除了融入美
術技巧的畫面，精彩的武打場面及分鏡處理，亦是吸
引讀者的重要元素，這些全是由外表文質彬彬的馬榮
成親自設計：「我參考了電影的做法。由於電影分鏡
很密、很快，難以完全看清楚每一個細節，所以要加
以細想，左一拳、右一拳、起腳等招式要如何連貫才
合理。漫畫分鏡處理比電影間距寬闊，例如踢出一腳
的動作電影會分為十格，漫畫只能用兩格處理，第一
格剛起腳，下一個分鏡已經是第十格，對手被踢飛
了，中間的過程沒有展示出來，為讀者留下想像空
間。但有些情節則必須把步驟全畫出來，例如翻騰。
我喜歡看體操，曾經研究如何把一氣呵成的體操動作
用在漫畫創作上。所以在繪畫翻騰時會把所有分鏡畫
出來，展現優美體態。」馬榮成及他的助理團隊通過
鑽研和實踐，開創了一種嶄新畫法，不但影響了同業
的創作，《中華英雄》更成為其他漫畫家的參考書。

舉辦畫展舉辦畫展 完成完成心願心願
1989年，馬榮成自立門戶成立天下出版社，
編創《天下畫集》。在推出新作前他特意
籌辦個人畫展：「這是個小小的心願。

當年很多人看不起港漫行業，但我是
認真追求美術，努力作畫。自問當
時沒有人畫得比我及我的團隊更
好，辦畫展是希望改變社會對港漫
的看法，向外界表明港漫是專業
的，漫畫可以變為藝術品。」終
於，馬榮成成為首位在香港藝術中
心包兆龍畫廊舉行個展的漫畫家。
畫展以單元漫畫《兩極》為主

題，講述漫畫家在古裝世界和現實
世界穿梭。馬榮成回顧：「黑白稿
展品展示了港漫獨有的鋼筆線條及
水墨畫技法；彩稿則打造了現實世
界，使用水彩、噴筆及油畫等技巧
繪畫，營造與古裝世界的反
差。」當年畫展空前成功，馬榮
成笑言，若以網絡用語形容，
《兩極》絕對是港漫「天花
板」之作。就畫功而言，現今
仍未有人能夠超越，他坦言現

在亦無法超越當年巔峰狀態的自己。

留白風格留白風格 化繁為簡化繁為簡
在《天下畫集》推出第六期之時，馬榮成

再獻新猷，創作另一本代表作、古代武俠漫
畫《風雲》，此作亦是實踐他第三階段畫風的

經典作品。他指出那時嘗試化繁為簡，降低畫面密
度，突出畫技。他舉例：「繪畫草叢時，線條不會太

密集，尤其畫框左右兩邊的線條盡量減少，恍如國畫的
留白技法。人物不一定要全描繪出五官，只專注動作。我

叫助理即管『偷懶』，少畫一點無妨。」馬榮成坦言留白多與
少，不容易掌握，太多，會讓讀者以為有東西畫漏了；太少，留

白沒意義。比例協調全憑他的美術造詣作判斷。馬榮成不諱言，有
一段時間留白太刻意，鋼筆線條越減越少，助理都難以適應，令效果
參差。「反思過後，發覺留白處理比較適合靜態、神秘的畫面，武打畫

面始終需要鋼筆線條才能畫出技擊的速度、激情及情緒。」
《風雲》一度成為港漫銷量之冠，並屢次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等。縱然

一次又一次突破畫技，一次又一次創造港漫神話，但馬榮成並沒有停止追求
進步，並嘗試用另一種方法演繹同一種題材。這種嘗試需要拋卻固有思維，從

零開始。他解釋：「起稿時，提前定好黑白兩色的布局，並考慮整個畫面的技
法、構圖和色彩等元素。布局後才開始落筆。這種做法讀者從成品中難以察覺，但
細心的人或會發現。」成為港漫界「畫神」的他表示，這種改變純粹是自我追求，
在年復年周而復始的繪畫路途上為自己創造樂趣，這也是他入行近半世紀仍孜孜不
倦的動力。

聽港漫動力評審一席話
陳中樞在他的畫室接受本報訪問陳中樞在他的畫室接受本報訪問，，他大讚馬他大讚馬

榮成學畫悟性高榮成學畫悟性高，，上手快上手快。。 （（攝影攝影：：雲遜雲遜））

山月畫室 名家搖籃

過去兩年，香港動漫畫聯會得到政府「創
意香港」贊助，舉辦「港漫動力」比賽，資
助漫畫家出版新作，並把作品帶到海內外推到海內外推
廣廣，，令原本一潭死水的港漫市令原本一潭死水的港漫市場泛起漣漪，
也讓漫畫家看到一線曙光。
作為「港漫動力」唯一代表港漫界的評

審，馬榮成寄語仍有意在漫畫行業發展的後
輩要注意打好根基：「想將事情做好，必先
要擁有基礎知識。若想做好關於美術的事
情，應要學習專門的課程，如素描、理論及
透視等。漫畫也許和藝術繪畫不同，但只要
是出色的作品，同樣能感染他人。尤其是繪
畫技法，擁有足夠的美術造詣，在漫畫範疇
融合發揮，再用具吸引力的故事情節襯托畫
技，必會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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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忙於修訂正在忙於修訂
《《風雲風雲》》結局篇的結局篇的
馬榮成馬榮成，，原定這半原定這半
年不接受訪問年不接受訪問，，因因
今次專訪讓他細說今次專訪讓他細說
對漫畫美術的追對漫畫美術的追
求求，，才破例受訪才破例受訪。。

（（攝影攝影：：雲遜雲遜））

▼▼馬榮成的代表作品馬榮成的代表作品
《《風雲風雲》、《》、《兩極兩極》》及及
《《中華英雄中華英雄》》等等，，見證見證
了他的畫技變遷了他的畫技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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