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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克，本名蔣子軒，七十年代生於香港，是本地著名的跨媒體創作人，堅持創作「屬於香港
的藝術」，其作品不論是漫畫、插畫還是歌詞，均緊貼本土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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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變得很快，二十年一眨眼就過去，至今已經踏入人

生另一個階段。回想當年，香港的漫畫生態尚有連載雜

誌，《東 Touch》等雜誌平台為一眾新舊畫家提供揮灑

空間。我與楊學德連載作品，每星期各畫一個短篇，有

時更會在專欄中以畫對話。我當時的作品風格多元，內

容既有社會時事、城市觀察，也有自我情感、生活瑣事。

2006 年，跟香港三聯合作，結集《東 Touch》精選短篇，

第一本《偽科學鑑證》出版，算是自己創作生涯的一個

小里程碑。

隨著時代演變，雜誌停刊、平台消失，實體出版江河日

下，一切彷彿按下了暫停鍵。2016 年後，專欄完結、我

創作的角色的周邊產品店結業、婚姻出現重大變故，人

生彷彿進入一個「重啟」狀態。這種失重與迷惘，成為

我藝術生命的另一個轉捩點。

不正統反而走出一條路
  

寫漫畫，從來不單單追求故事情節或純娛樂。早期的專欄和單行本，內

容多圍繞香港日常，例如城市更新、舊樓拆卸、街坊情誼、家庭衝突、

戀愛無力感、社會氣氛等。有時借漫畫發揚廣東話的精髓，「食字」、

改寫香港流行曲歌詞，得到不同背景的讀者共鳴。

有時，索性將漫畫當作日記，甚至「自白書」。有些篇幅直接記錄個人

情緒、生活困擾、對未來的茫然。這種自白式創作，某程度上是一種取

長補短。我的分鏡不算精細，節奏把控有時未必出色，畫功亦未必稱得

上乘，就要思考如何突圍而出。作品結構缺乏「正統」漫畫的起承轉合，

卻讓我有機會用極個人化的角度，將內心世界暴露出來。

這種「不正統」的漫畫，既是能力的限制，亦是內容解放。很多漫畫迷

後來跟我說，他們不是被情節吸引，而是被這份「真」和「坦率」所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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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克創作的月餅盒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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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多變，創作依然
  

這些年來，我的創作觀念也經歷極大轉變。年輕時追求形式、

追求突破，總想「畫出一番事業」。但經過人生起伏、靈性經歷、

家庭磨煉，我越來越明白，藝術的意義未必在於外在評價，而

在於「誠實地面對自己」。

近年，不再執著於「做大事」，反而學會順其自然。畫畫、寫歌

詞、照顧家庭，每一件小事都可以是藝術。尤其近年 AI、科技

發展飛快，很多人擔心創作會被取替。但我認為，真正的創作

價值，在於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

這十多年間，漫畫界變化巨大。傳統雜誌式連載幾乎消失，取

而代之的是 KOL 化、自媒體、即時碎片化的內容。年輕一代畫

家多以網絡、Instagram、YouTube 發表作品，創作門檻降低，

但被人注意的難度提升。稿費與出版收入大不如前，多數人改

以接廣告、接商業案，或經營個人品牌為主要收入來源。

然而，無論平台如何轉變，創作的「本質」從未改變。當一個人

內心有感受、有故事、有想法，就會尋找屬於自己的方式表達。

無論是畫畫、唱歌、寫字，都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能否讓內容

觸動自己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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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創作重心由漫畫轉向歌詞。2019 年後，香港樂壇突然復興，新一

代樂隊、獨立歌手湧現，不少人主動邀請我填詞。於是歌曲、歌詞成為

我新一階段的創作媒介。

我寫歌詞的方式，與漫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同樣重視「內容的真

誠」，同樣將個人經驗、時代觀察、情感起伏融入作品。譬如很多歌詞

都圍繞夢境與現實、愛與失落、城市孤獨、個人成長等主題。

在填詞過程中，我特別著重語言的流動感和多重詮釋空間。廣東話有

其獨特的節奏與押韻，寫得好時，歌曲既能表達情感，又能隱含時代背

景。例如，我會用一些隱喻或雙關，既可理解為愛情故事，也可映射社

會現實。

最令我感動的是，這些歌詞常常被聽眾轉化為自身經歷。有些年輕人

告訴我，某首歌陪伴他們走過難關，令他們覺得「有人明白自己」。這

種創作的連結和回饋，已經遠遠超越了畫畫時代的成就感。

小克創作的黑膠唱片封面

小克創作的黑膠唱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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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本質：生活、責任與無限追問

一直以來，我都很重視「創作的集中力」這件事。每當到學校或

大學作分享，現場學生總會第一時間舉手發問：「創作能不能

為生？畫漫畫、寫歌詞，有沒有出路？」這個問題幾乎成為每個

講座的必經環節。說到底，他們關心的是，藝術是否可以成為

一份職業，是否能「搵到食」。

其實，這是最現實、也是最表層的問題。它反映了社會對創作

的普遍想像：創作者必須「成功」、必須「被認可」方為有價值。

真的嗎？多年來，遇過不少網絡作家、兼職創作者，大家大多不

是全職，而是憑著對創作的熱情，利用工餘時間、生活縫隙，堅

持寫下去。

以前常常鼓勵年輕人：你想成為作家、漫畫家、填詞人，不必強

求以此為業，更重要的是——你能否在生活之中，留一個空間

給創作？你能否在柴米油鹽、職場壓力、家庭責任之外，仍然

保留一點心力和熱情，將所思所感化為作品？

當然，這只是創作最外層的意義。每個人創作都有不同的理

由。有些人為了生計，有些人為了自我療癒，有些人單純為了技

術上的鍛煉，或是想幫助別人，亦或是單純想記錄自己的人生。

這些動機沒有對錯之分，每人有每人的答案。更何況，這些答

案隨著人生不同階段、不同經歷，可能每一天都在變。

為什麼要寫？即使畫得再好、寫得再多，最終又是為了什麼？事

實上，這些問題從來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最重要的是，你能否

誠實面對自己的初衷，保留那團不會熄滅的火。這團火，或許無

法用語言完全說清，但它決定了你能否在困難、迷茫，甚至無人

認同的時候，仍然繼續創作。

《讀者好》雜誌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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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 《偽科學鑑證》

個人跨度最長的漫畫創作，內
容涵蓋本地情懷、時事、愛情與
自省。風格鮮明，既有娛樂性亦
富哲思。

小克 作品選   

楊學德的漫畫作品 

分鏡、節奏、內容皆有電影感，讓我明白
漫畫可以如電影般抒發情感。

1954  | 《火之鳥》 |   手塚治虫

對生死、永恆、輪迴的深層探討，啟發
我不斷思考「現實與夢境」的本質。

小克 漫畫推薦   

創作的本能，「想說」、「想畫」、

「想寫」的衝動，是無法由外界取

代的。即使將來 AI 能畫畫、能填

詞、能模仿一切風格，那也不會熄

滅你內心的火。AI 能做的，並不代

表你不能做。每一種表達工具、

每一種藝術形式，都有屬於它的

價值和侷限。

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是帶著

一套專屬的劇本。你選擇走上創

作路，無論中途堅持還是放下，都

是這個劇本安排好的一段風景。

既然如此，最重要的，不是外界如

何評價你，而是你能否對自己負

責，承認並承受自己選擇帶來的

一切後果，無論是成長、是遺憾，

還是收穫與失落。

創作其實沒有對錯，藝術與商業不一定對立，所謂「好作

品」、「壞作品」也難以一刀切。正如一個小孩亂畫一通，

你未必覺得有技巧，但你可能會被其中一條線、一種情緒

所打動。藝術的價值，往往就在這種不確定與多元之中。

為什麼畫？為什麼寫？你有什麼想留給這個世界？這些

問題，不必急於尋找標準答案，每個人都可以有屬於自

己的理由，只要你肯誠實面對自己，這已經足夠了。

小克創作的手機殼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