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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掐》

内容概要

香港漫畫家智海，以台灣詩人鴻鴻之時報文學獎得獎小說〈木馬〉為藍本進行創作，繪出短篇漫畫〈
火車〉，小說與漫畫同時收在本書《灰掐》裡。
「灰掐」是台語裡「火車」的意思，從書名可見文字與圖像、或不同語意界限的互相轉化與落差，造
成奇妙有趣的閱讀。
本書已推出意大利文譯本。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2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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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掐》

精彩短评

1、在哪里能买到啊 谁有啊 二手也行 
wechat   c1169799969  求求求求求
2、读过2页。。算不算
3、　　
　　香港作家在台湾出版，继而以台币定价反攻香港，读者或许司空见惯；香港漫画家与台湾作家交
换笔迹，则较为罕见。《灰掐》与《大骑劫》（江康泉、智海）几近同步出版，《艺讯》12 月号更以
此书漫画部分作封面。恰好「喝咤」智海漫画十年展始在月内展出。
　　
　　此书漫画占大部分篇幅，内容灵感来自台湾诗人、剧作家鸿鸿短篇小说《木马》。如我这等书面
旅游人士，乍看文本主角正在旅程中途，已足够想象：环岛铁路的无始无终、被植入大部分城市设施
（银行除外）的车厢、车厢内转瞬即逝的爱情幻境⋯⋯而智海则以「没人写信给上校」式的开首：主
角在码头彷佛等待着什么，忽见一艘船泊岸，涌出一抹人群，海边忽尔转为车厢场景，人群窜进车厢
内，呼应文本「为什么会搭上这班火车，我不知道」的不知所以。
　　
　　智海获多个城市的漫画家认同，更被瑞士琉森Fumetto 漫画节顾问Christian Gasser 形容为诗人。此
书是他首次在台湾出版的作品。事缘06 年9 月初，鸿鸿到港宣传诗集《土制炸弹》，我就亲身见证二
人握手的情景。想不到，他们的手这么一握，就爆出一本好书来，可见书腰所写「连手构筑魔幻写实
」的贴切程度。九龙、新界青年穷者，大可步行到尖沙嘴天星乘船过海，到湾仔睇睇智海，当作圣诞
旅行。
　　
4、!!!!!太好看了!!!!!
5、旅途 隐晦如人生
6、看第一次不懂沒關係，看多幾次會很愛很愛這本書
7、我怕灰机，我爱灰掐 ！
8、书的封套设计很棒
9、鉛筆呀
10、pg.lost night
11、漫畫比文字還好。
12、耐人寻味令人着迷充满想象力与延伸阅读的值得一读再读反复思量的绘本。
13、117。
14、太谦虚
15、最近在美院的日本新视觉展中刚好有智海在后记的尽头热切呼唤的偶像。
16、书如其名。我喜欢这看不见尽头的灰色。
17、一直都非常愛智海這本書。
18、天啊好棒
19、非常棒的书，无论是鸿鸿的文字还是智海的漫画，不同的风格演绎同一个故事，得到的全然是两
种印象深刻的体验
20、！
21、在忽略了一些政治隐喻以后，智海的画对原著的意境传达得很好。
22、　　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文字和漫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将要展开的故事是一个旅
人的诗意手迹还是一段灰色的回忆？
　　
　　《灰掐》有一个一看便令人成瘾的黑白灰封面：沉重的积雨云悬在海面上，面朝大海的人似乎在
凝望远处海面上的孤舟，又似在凝神想着自己事情。让人无法克制的想到漫长单调、孤独冷寂的旅途
。像一列凝滞沉重的火车，在每个站点都无法避免的晚点；像那些在冬夜依然亮着颤抖白光的车站，
在每个站台都有错过某趟旅程的彷徨旅客。“灰掐”是闽南话发音的“火车”，印在这样的封面上，
却像渐积渐厚的回忆之灰那斑斑喘息着的最后余烬，在生命里续续断断，任何遗忘或更改的企图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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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掐》

法抹去掐不断的灰色印记。
　　
　　从鸿鸿的小说《木马》派生出来的是智海这部名为《火车》的69页漫画。看之前我犹豫了一下，
不知道应该是先看小说部分还是先看漫画部分。尽管图画的内部空间比文字小，但图画在感染人的速
度上总是遥遥领先于文字的，与其抵制着巨大的诱惑去读小说，不如就顺应排版，将一本书从头看至
尾。智海在《火车》讲了一个关于生命的寻找和错失的故事，交错着梦境和现实的故事像人生（我真
的需要如此乏味的概括么？我总是不得不/无法提及这些太过具体又最为抽象的词）。人生蜷缩在每一
个时刻同时又包含所有时刻。每次提起人生和生命这样的词语，我们总像面对着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将会被大雨和风暴覆盖的海洋。
　　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观点是，如果你一直呆在一个车站，只需3年时间便可以见到
所有旅人。从那时候开始，这个令人迷惑又惆怅的命题一直使我非常疑惑：即使有这么幸运，却怎么
才能在见到的时候认出那个要找的人呢？就像文德斯的那张摄影：分别带着双胞胎的一对夫妇在车站
走散，隔着行色匆匆的人群呼唤彼此的名字。离散无处不在，哪怕近在咫尺。更何况是在智海调度的
这趟随时接驳各类车厢的火车上，人们失散再重遇（擦肩而过）的几率一生只得三次。拥挤慌乱的人
群在这列似乎没有终点的火车上贪心的想实现每一种可能性，却和火车一样不知所终。他一直寻找的
女人和那个似曾相识的女人终于失散在他的遗憾、犹豫和肆意汪洋梦境中。那个想要重遇所有人而一
直呆在行李箱里的小孩如此害怕静止，甚至在与他第三次重逢的告别来临前做了一个寓言般徒劳挣扎
的梦。
　　“你有没有想过火车外的世界啊？”那个小孩问他。
　　外面的世界只是一趟向相反方向疾驰而去的火车吧？他想。所谓另一种现实，谁知道是不是另外
一个梦境呢？
　　
　　两分格的漫画像一个轻轻被吹出麦管的泡泡，沉重得近乎轻盈，抽象得有如现实，像为鸿鸿名为
《木马》的小说做了个诗的注脚。
　　《木马》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不是同样也在漫画部分出现的那句“另一个现实，另一个梦
”，而是“这里的夏天又湿又热，冬天则又湿又冷”，这样关于天气的贴切描述会立刻拉近你和这部
几乎可以用轻盈来形容的小说的距离，就像远方之远总让人莫名怀念一样。在过于无聊的旅途中蓄草
放牧的妇人和借车窗外转瞬即逝的光阴放投影的男人，和我们一样一直在翻阅关于现实和虚构的两本
书，每次更改一点，添加一点、删除一点。我们这趟在隐秘的火车上开始的旅途像旋转的木马一样没
有终点，怀念和遗忘也没有终点。
　　虽然在结构上《木马》和另外一部著名的小说相仿，但却有一种自然的美感。他说，有一对情侣
在不同的车门上车，竟花去十年的岁月才得以再度相见。他说坐在一起的一对夫妇终于渐渐落落寡欢
。我在公共汽车上读这样的文字，在几千米的高空中读这样的文字，感觉那架秘密火车带着凌厉的风
驰过所有的荒野和人烟。那些关于青春里慌乱、拥挤、被迫、抛弃、孤独、距离、麻木和不安的情绪
溶解在这样的文字里，有时又闪闪发光的结晶离析出来，所以在看到“景象如此圣洁，我忍不住哭了
。”这样的句子时，丝毫不会感觉到做作，只能感叹他精确的描述了每个人都体验过的脆弱。
　　
　　其实这样的图画和文字，你总会觉得这样说，怎样说都无法说出它们原来想说的。任何表面的描
述、复述和介绍文字都是多余的，正如你所憧憬的远方，无论你看过多少细致入微的旅行指南都是徒
劳，唯一的途径就是亲自上路，去丈量那些风景和寂寞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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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掐》

精彩书评

1、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文字和漫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将要展开的故事是一个旅人的
诗意手迹还是一段灰色的回忆？《灰掐》有一个一看便令人成瘾的黑白灰封面：沉重的积雨云悬在海
面上，面朝大海的人似乎在凝望远处海面上的孤舟，又似在凝神想着自己事情。让人无法克制的想到
漫长单调、孤独冷寂的旅途。像一列凝滞沉重的火车，在每个站点都无法避免的晚点；像那些在冬夜
依然亮着颤抖白光的车站，在每个站台都有错过某趟旅程的彷徨旅客。“灰掐”是闽南话发音的“火
车”，印在这样的封面上，却像渐积渐厚的回忆之灰那斑斑喘息着的最后余烬，在生命里续续断断，
任何遗忘或更改的企图都无法抹去掐不断的灰色印记。从鸿鸿的小说《木马》派生出来的是智海这部
名为《火车》的69页漫画。看之前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是先看小说部分还是先看漫画部分。尽
管图画的内部空间比文字小，但图画在感染人的速度上总是遥遥领先于文字的，与其抵制着巨大的诱
惑去读小说，不如就顺应排版，将一本书从头看至尾。智海在《火车》讲了一个关于生命的寻找和错
失的故事，交错着梦境和现实的故事像人生（我真的需要如此乏味的概括么？我总是不得不/无法提及
这些太过具体又最为抽象的词）。人生蜷缩在每一个时刻同时又包含所有时刻。每次提起人生和生命
这样的词语，我们总像面对着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将会被大雨和风暴覆盖的海洋。小时候看过一篇文
章，里面有一个观点是，如果你一直呆在一个车站，只需3年时间便可以见到所有旅人。从那时候开
始，这个令人迷惑又惆怅的命题一直使我非常疑惑：即使有这么幸运，却怎么才能在见到的时候认出
那个要找的人呢？就像文德斯的那张摄影：分别带着双胞胎的一对夫妇在车站走散，隔着行色匆匆的
人群呼唤彼此的名字。离散无处不在，哪怕近在咫尺。更何况是在智海调度的这趟随时接驳各类车厢
的火车上，人们失散再重遇（擦肩而过）的几率一生只得三次。拥挤慌乱的人群在这列似乎没有终点
的火车上贪心的想实现每一种可能性，却和火车一样不知所终。他一直寻找的女人和那个似曾相识的
女人终于失散在他的遗憾、犹豫和肆意汪洋梦境中。那个想要重遇所有人而一直呆在行李箱里的小孩
如此害怕静止，甚至在与他第三次重逢的告别来临前做了一个寓言般徒劳挣扎的梦。“你有没有想过
火车外的世界啊？”那个小孩问他。外面的世界只是一趟向相反方向疾驰而去的火车吧？他想。所谓
另一种现实，谁知道是不是另外一个梦境呢？两分格的漫画像一个轻轻被吹出麦管的泡泡，沉重得近
乎轻盈，抽象得有如现实，像为鸿鸿名为《木马》的小说做了个诗的注脚。《木马》里最让我印象深
刻的一句话不是同样也在漫画部分出现的那句“另一个现实，另一个梦”，而是“这里的夏天又湿又
热，冬天则又湿又冷”，这样关于天气的贴切描述会立刻拉近你和这部几乎可以用轻盈来形容的小说
的距离，就像远方之远总让人莫名怀念一样。在过于无聊的旅途中蓄草放牧的妇人和借车窗外转瞬即
逝的光阴放投影的男人，和我们一样一直在翻阅关于现实和虚构的两本书，每次更改一点，添加一点
、删除一点。我们这趟在隐秘的火车上开始的旅途像旋转的木马一样没有终点，怀念和遗忘也没有终
点。虽然在结构上《木马》和另外一部著名的小说相仿，但却有一种自然的美感。他说，有一对情侣
在不同的车门上车，竟花去十年的岁月才得以再度相见。他说坐在一起的一对夫妇终于渐渐落落寡欢
。我在公共汽车上读这样的文字，在几千米的高空中读这样的文字，感觉那架秘密火车带着凌厉的风
驰过所有的荒野和人烟。那些关于青春里慌乱、拥挤、被迫、抛弃、孤独、距离、麻木和不安的情绪
溶解在这样的文字里，有时又闪闪发光的结晶离析出来，所以在看到“景象如此圣洁，我忍不住哭了
。”这样的句子时，丝毫不会感觉到做作，只能感叹他精确的描述了每个人都体验过的脆弱。其实这
样的图画和文字，你总会觉得这样说，怎样说都无法说出它们原来想说的。任何表面的描述、复述和
介绍文字都是多余的，正如你所憧憬的远方，无论你看过多少细致入微的旅行指南都是徒劳，唯一的
途径就是亲自上路，去丈量那些风景和寂寞的深度。
2、香港作家在台湾出版，继而以台币定价反攻香港，读者或许司空见惯；香港漫画家与台湾作家交
换笔迹，则较为罕见。《灰掐》与《大骑劫》（江康泉、智海）几近同步出版，《艺讯》12 月号更以
此书漫画部分作封面。恰好「喝咤」智海漫画十年展始在月内展出。此书漫画占大部分篇幅，内容灵
感来自台湾诗人、剧作家鸿鸿短篇小说《木马》。如我这等书面旅游人士，乍看文本主角正在旅程中
途，已足够想象：环岛铁路的无始无终、被植入大部分城市设施（银行除外）的车厢、车厢内转瞬即
逝的爱情幻境⋯⋯而智海则以「没人写信给上校」式的开首：主角在码头彷佛等待着什么，忽见一艘
船泊岸，涌出一抹人群，海边忽尔转为车厢场景，人群窜进车厢内，呼应文本「为什么会搭上这班火
车，我不知道」的不知所以。智海获多个城市的漫画家认同，更被瑞士琉森Fumetto 漫画节顾
问Christian Gasser 形容为诗人。此书是他首次在台湾出版的作品。事缘06 年9 月初，鸿鸿到港宣传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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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掐》

《土制炸弹》，我就亲身见证二人握手的情景。想不到，他们的手这么一握，就爆出一本好书来，可
见书腰所写「连手构筑魔幻写实」的贴切程度。九龙、新界青年穷者，大可步行到尖沙嘴天星乘船过
海，到湾仔睇睇智海，当作圣诞旅行。

Page 6



《灰掐》

章节试读

1、《灰掐》的笔记-第42页

        其實我沒有怎麼想過外面的世界，反正都是一樣。

2、《灰掐》的笔记-第76页

        我永遠弄不清楚那節車廂在前方或後方，只有在一定的時刻，看見全車的人都朝那方向湧去，才
恍然大悟。

3、《灰掐》的笔记-第80页

        對災禍或幸福一概無動於衷。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好事，雖然錯過了幸福，但也躲過了災禍。我敢
保證，就算下一站停在埃及的金字塔前面，也沒有人會大驚小怪，大家頂多拍個照就繼續打瞌睡了。

4、《灰掐》的笔记-第67页

        我知道這一切 分明是場夢，
人一下車，夢便消失了。

5、《灰掐》的笔记-第68页

        也許我將學會另一套規則，另一個現實，卻同樣是夢......

6、《灰掐》的笔记-第86页

        為了活著，我必須呼吸。為了活得自在一點，有時又不得不閉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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