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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完之后，第一印象是小日本也真是有够狠的，不光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对自己的国家，动不
动就来个全灭、崩坏、摧毁⋯⋯末日情结那是相当相当的严重大概是因为岛国自然灾难相对频繁岛民
们普通对天灾人祸存有强烈的危机感进而将内心的恐怖以文字、画面等形式表达出来，作为发泄有时
也会想，明日世界终结时，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是循序渐进，还是突如其来如果可以，宁
愿是后者结局若已注定是悲剧，那么起码选择后者可以让痛苦少些与阿照同一班列车的其他同学，在
突然来临的灾难中死去，但，未必不是一种幸福在黑暗中挣扎求存，那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多么强悍
的神经！所幸，阿照不是一个人，在他身边，还有濑户！任谁也不能否认，不管是阿照还是濑户，如
果只有一个人幸存那么绝不可能支撑着一路走下去人类是群居性的生物，他人的存在，绝对是一种必
需品尤其是当面对毁天灭地的巨大灾变更需要有人在身旁，握住自己的手去一起面对，才不会被黑暗
所吞噬在阿照与濑户之间，不知不觉间萌生出的微妙情感——关心、信赖、依存，以及，隐约的爱情
⋯⋯还有两人之间的约定那都是支撑着两人最终相聚的关键濑户对阿照说：“我不要在世界末日时孤
独一人”时相信追看到最后一节的人，都为被这句话所打动阿照、濑户你们，永远不会独行
2、10年前，看了朋友在旧书摊买的4本日版。每本5元。当时处于咨询断粮期，所有资讯获得都非常艰
难。而且同时囊中羞涩，就算有原版摆在面前。也是完全买不起。就一直吊着，偶尔想起来。会想想
后面的发展。那时候时间确实格外空余。我和职高的同学聊起来，他告诉我初中的时候。遇到《JOJO
奇遇记》出到20集忽然断档(就是梦里杀人的死神那集)。他实在百无聊赖，自己动手画了后续。那时
候我还不知道同人志这个词，现在想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了。在高三时，整天穿梭于几个同学家中。我
们这帮孩子当年都没人看管，每天出入游戏厅，晚上熬夜打各种格斗游戏的隐藏人物。换班时在同学
家里翻到日版月刊漫画杂志一本，里面竟然有一段《末日》！可惜故事和我以前看的断层太多，完全
连不上。杂志里的故事，自卫队的直升机已经坠毁，阿照看到地上由废弃物摆出的指示箭头，开始缓
慢的进入废墟东京。接着国内著名的非主流漫画咨询杂志《漫画无限》出版，我殷切的去了封信询问
《末日》的出版情况。凶铃同学亲切的在杂志里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假如看漫画是从画王开始，那很
多连载追起来简直就是和时间赛跑。终于，首先在网络上下载到《末日》电子版。接着又买到日版全
套。接着又出现清晰版《末日》电子版。接着又买到台版全套。这套漫画对我也算是历尽波折。在《
末日》之前，已经辛苦的把望月峰太郎除《万祝》之外的中文版漫画购买妥当，一一看完。回忆到此
结束。《末日》日版原名叫做《龙头》。漫画中关于龙头的描述出现了2处。分别是为了除去恐惧而
做脑部手术的人，被称为“龙头”。另外故事中反复提到的北斋的富士山画作，也有巨龙出现。在画
面方面，作者使用了大量的黑色。而且竟然出现了跨页的整整2页全黑画面。很难想象当初连载在16开
杂志时，这2页全黑稿是如何计算稿费的。全篇的拟声字使用非常精彩，那种从黑暗中隐约传来的拟
声字，把黑暗中的神秘和恐怖烘托的极为到位。在细节方面，写实类题材的漫画集。有意把熟悉的品
牌融入画面内，让人看时会有更强的代入感。当然同时也不得不说，望月峰太郎同学是一位酷爱描绘
球鞋的画家。从《座敖女》到《龙头》再到《万祝》，从来都不缺给光着脚裸穿的球鞋一个特写。在
服装搭配上，和越来越喜欢直接给主人公套上印有大LOGO T恤的古谷实一样(考证癖同学请去看《白
昼之雨》男主角换穿的几件Tee)，望月峰太郎也在作品里直接给诸位青少年穿上了有名有姓的真实品
牌。这和非现实类题材刻意回避LOGO也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事方面，本来可以大肆发挥感情戏的灾
难题材。孤男寡女经历磨难，竟然只在结尾出现了一个拥抱。非常让人震撼。最后，希望阿照和憧子
能幸福的在一起。
3、前：恐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很久以前看过的漫画，还记得在幽暗屏幕反射光下看这本漫画
中雾蒙蒙的底稿，和那些不知道有没被打磨过的翻译对白。想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是因为恐怖漫画的
噱头才找的这本漫画，看完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书里对恐惧的反衬，也许会让人心里发毛，背
脊发凉。但是故事却和恐怖没什么关系。反而可以说，我们欣赏的却是主人公恐惧时候的状态。喜欢
把这个漫画和《漂流教室》进行类比，在这部漫画里边，恐惧的阴影到后期才蔓延到了大众，最终到
达整个日本。而漂流教室则一开始就是群体在与世隔离的情况下的惶恐。确切的说我喜欢前者，因为
群体惶恐大多是发生内战，而主角恰恰又怎么也死不掉，我们恐惧的事情——死亡，根本就不会发生
。而《末日》，我们恐惧的除了死亡，还有那个未知的外界。外界到底和以前一样吗？死里逃生的我
，能回去吗？这些再说出来，就属于剧透了。现在来说说正题，关于恐惧，以前和朋友讨论过，为什
么恐惧和疼痛一类，不会被人类慢慢地适应。也许是因为那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试想人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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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了，死亡也离他不远了。恐惧呢？人不会恐惧后会是什么样？我们首先会想从高处落下，并且义
无返顾；可以不去躲避那些锋利而阴冷的器刃划过自己的身体；可以站在沙滩欣赏迎面下压的海啸；
一脸欢笑地任人屠宰。活着就等于死去。因为让你死去的机会多于你每天呼吸的次数。但是我们为什
么要选择遗忘恐惧，是那无边的黑暗和黑压压的阴影始终压制着我们自由呼吸的权利。想要逃避。呼
，算了吧，真正的恐惧不是勇敢地去死，而是坚韧地活下来。真正的坚强也是一样。
4、望月峯太郎90年代的作品。在讲谈社旗下的週刊ヤングマガジン连载，结集10卷出版。1997年此书
获得讲谈社漫画奖（一般部门）；2000年，又获得手塚治虫文化奖（优秀漫画）。全书销售了650万部
。1.现代人与末日后世界的存活力现代人所谓的骄傲都是建立在发达便捷的现代生活文明之上的，而
一旦灾难不期而至，在灾难后的世界存活其实是相当不易的。在漫画里，很多幸存下来的人，并非缺
少饮用水和食物，却因为无法克服恐惧，而异化为人形的野兽。Hannes  Lindemann在1956年的横渡大
西洋实验已经证明人的精神可能先于肉体达到极限，从而导致二者的集体崩溃。可是，即使精神不崩
溃，转而进入一种臆想的世界，同样是可怕的。不管是开始时困居于隧道中的高桥同学，还是青木和
濑户在净水厂附近看到的那群通过自残达到某种内心平静的少年。他们都屈服于无尽黑暗，黑暗在弱
小的阳光里转化除了一个类似恶魔的样子。这其实是现代社会的折射——信仰缺失造成的焦虑终于在
末日这样无法无天，不知何时终结的情况下爆发了。2.恐惧中毒症到底人为什么会感到恐惧？恐惧到
底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青木和濑户在和那群自残少年分别后，又遇到了脱离陆上自卫队，自行
决定行动的四个自卫队士兵：仁村，岩崎，大池和山崎。一场大乱之后，只剩仁村和岩崎幸存。相比
岩崎这种老好人的常见设定，仁村是个有趣的角色，自私，冷漠，对人性失望。第一次出场，他在看
成人杂志，再一转他又看起了Theodore Sturgeon的SF大作MORE THAN HUMAN（日文版“人間以上
”矢野徹译，1978版）这是一本讲述超能力人类的作品。书里的孤独感非常浓烈。探讨了人格结构三
部分之间的关系。在之后的故事中，仁村迫于生存威胁，不得不保护濑户，这是他偶尔展现正常感情
的时候。青木因为之前在隧道中没有救助高桥，而陷入了自责；濑户则经常性的发生心因性的嗜睡。
他们碰到一个脑部做过手术，叫做“菊村”的家伙。因为手术，菊村的记忆功能基本丧失，进而也对
恐惧和痛楚感到麻木，或者说是视若无睹。3.东京的集合终于来到东京。满目疮痍。富士山变成了深
渊，东京都内却隆起了新的火山。青木和濑户失散了。青木进入东京后受到某种收音机里的召唤，来
到比地铁更深处，这里是都内紧急避难处，到处都堆放着食物和饮用水。青木饮用后，立刻感觉异样
。而周围竟然出现了大量伤残者，还有许多像“菊村”那样的脑部手术者。他被带到一个房间，一个
只穿内裤的光头胖子，像教主一样坐在那里。他告诉青木，那些应急食物里都被政-府事先放置了药物
，防止真正灾难时出现的抢夺骚乱。但是现在聚集在此处的人，都自觉去食用，因为能够使人消除恐
惧，获得平静。另外那些自残的人，是为了获得在末日存在的理由，为了体验“失去部分肢体后依然
能够感知那部分的存在”（幻肢）的感觉。他们都徘徊在此处，不再回到地上世界。还有一部分人，
戴着面具，身上画着花纹，就像之前在隧道里的高桥一样，他们是地底黑暗世界的守护者。他们攻击
来东京解救幸存者的部队，杀死他们。青木拒绝留在此处，去地上的学校，找到了失散的濑户。故事
在此处差不多就戛然而止了。末日依旧继续。整个故事里我最欣赏的就是伊豆的那个大婶。家人都死
去了，房屋也毁坏了，归来的路上看到了幸存的人变成暴徒。可是她依然很淡然，漫画中的这一段时
间，也表现得仿佛是不断紧张后的小憩。最后大家坐直升飞机去东京的时候，大婶没有走，“因为这
里有我的家人。”10卷本漫画前期紧张，中期焦虑的令人失语,不断萌生快进的想法，结局草草。不管
这是唯心漫画，或是唯物。最后想说的是：不要把人生想得太复杂，因为人生的真实面目恐怕是再简
单不过的东西。这是契诃夫说的。根本没有能克服绝望的办法。我们只有继续向前进而已。这是《20
世纪少年》里阿区的师父说的。末日真正到来之时，也许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一支《摇篮曲》就够了。
5、一直，阿照和濑户都在一起，为生存而努力。希望如此的渺茫，荒芜的大地，废弃的城市，疯狂
的丧失人性的人们。在无法挥去的黑云之下，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更为恐怖的是人心的黑暗，主角
也一样，一次次面临着绝望，终极的绝望，幸好，虽然他们的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但至少还有两个
人在一起，不会孤独，感情的升华如此自然，也许漫画从头到尾都未有过爱情，只是两个遭遇相似的
人之间的互相关怀。濑户是勇敢的，善良的，就像是绝望的黑暗中的一道光，照亮了身边的人，在疯
狂的人群中，显得格外亮眼。没有她，这个故事要逊色很多，特别喜欢她在直升机上用枪逼着某人回
去就阿照的眼神，特别喜欢她和他说要永远在一起的率真，还有最后那句，幸好世界末日，能够不是
孤单一人。作为十大恐怖漫画之一，我觉得当之无愧，它并不像别的恐怖漫画一样，用血腥或恶心的
画面来表达恐怖，而是直接用人内心的恐惧来表达。最为恐怖的不是多少多少人死了，或以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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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死了，而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活着的人们对黑暗恐惧而迷失而渐渐放弃希望。
6、选材“世界”末日，视角聚焦突发灾难下求生的小人物，意图引发读者对于恐惧和人性的思考，
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局。画风不错，阴暗面描写很日本，气氛渲染力极强，侧面铺张到位，只不过
剧情过于俗套和拖沓，主角光环如有天助。非常推荐看下，时下应景！=====剧透=====某日，东京
城下的超级火山爆发，喷射出巨大的火柱。*A*、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断开，地面隆起裂开，日本
全境发生毁灭级大地震；*B*、大火山隆起地表破毁东京全城，富士山塌陷成无底巨型深坑；*C*、伊
豆及半岛被大海啸吞没，海面上涨成为孤岛；*D*、东京城外圈形成高辐射区黑云屏障，无法透过阳
光；*E*、火山灰像大雪一般持续数天落下，掩埋整个日本北部。男女主角二人（中学生设定）随学校
师生一同在返回东京的新干线上遇到地震，在隧道中列车脱轨，事故仅存活三名学生。（第一部）三
人互相介绍认识，学会如何在黑暗中生存并等待救援。——黑暗中被困，求生意志便会直面死亡的威
胁，恐惧到底是什么？（第二部）三人的求生行动发生分歧，第三人因害怕黑自闭发狂，决计杀死三
人一了百了。男女主角最终通过风道逃离事故隧道。——很多人为了克服外来恐惧感，便把自己伪装
成恐惧的来源。（第三部）男女主发现外面世界的样子*E*，在遇到其他幸存者之后，决定在废墟中去
东京找亲人。——就算一切都没有了，信念也一直可以存在。（第四部）在某小镇废墟遇到叛逃组织
的自卫队直升机及机组，自卫队逃兵为刷存在感和满足生理需要与男女主展开对峙。小镇废最终墟被
天火*D*彻底毁灭，幸存者搭直升机逃离。——活下去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活下去！（第五部）为
了补给和去东京，达成共识的自卫队幸存者和男女主来到伊豆，碰上关键NPC大妈。剧情分两支，女
主和自卫队男一同去附近城市找补给，其余人后方整顿。在城市废墟，因为*C*的关系，幸存的人决
定自杀并烧毁整个城市（放弃生存），与女主等展开对峙，欲与之同归于尽。——死亡是容易的事情
，但对生者便是罪恶，如何才能消除这种罪恶？（第六部）剧情同第五部，对峙。最终惊险逃脱。—
—杀死这些暴徒，和这些暴徒想杀死自己又有什么分别？！（第七部）充分得到补给之后，一行人告
别大妈穿越黑云，继续前往东京，一路上讨论和目睹*B*的出现让所有人惊恐。——回忆已经发生的恐
惧，应该是度过之后的幸运和轻松感，但依旧无法抑制对于又将到来的恐惧的绝望。（第八部）因为
天气变故，飞机失事，自卫队男一和女主一失踪，男主一个人在前往东京的路上遇到了末日邪教组织
，目睹了东京的现状*A*。——留下来只是等死，这样想，恐惧感就没有了。（第九部）男主邪教组
织一日游，了解到灭世的环境下，人性的扭曲与脆弱。这些人要自行放弃却又害怕放弃，但又不容许
其他人不放弃。男主不接受这种观念，继续踏上回“家”路。——没有了恐惧，生命便没有了意义。
（第十部）女主摸索到了男主家原址，废墟中两人相逢。此时火山再度爆发，巨大的吞天火柱。一个
拥抱，两位主角都表示一定要在一起，一定要活下去。——（自行脑补作者想表达什么）
7、又一部让你喘息着挣扎在黑暗与死亡边缘的经典。《末日》是望月的末日三部曲中最为重要的一
部作品，在日本积累销量超过六百五十万，我却很少听人提到。一群高中生在毕业旅行回程中乘坐的
新干线突发事故，青木照醒来时，发现整个车厢被尸体占据。被困在崩塌的隧道中，幸存的青木照、
高桥信雄和濑户憧子将如何生存和摆脱困境呢？这样凌厉的开篇，以及在大片的黑暗和杂乱中仍然有
力的笔触，强烈地吸引着你投入恐惧的末日。后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部以两个中学孩子做主角，
没有怪物色情镜头出现，连暴力程度在今天看来都相当克制的漫画，会在封面上大书“未满十八岁清
勿观览！”：那种节节推进的绝望和恐惧真的会给某些意志不那么坚定的孩子烙下永生的阴影。绝望
的黑暗封闭空间，更加绝望的末日景象，不散的黑云，失散和杀戳，背叛和死亡——一切都像要破纸
而出，将你吞噬。你，真的准备好这旅程了吗？永沉黑暗中的信雄是一个记号，而那些失去了恐惧感
的自残人是另一个记号，他们牵着手把整部漫画推向末日。就像直升机冲出黑云后进入的那个巨大的
黑洞：整整两页的墨色，没有光亮，没有情节，却让人无法移开目光。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漫画，却让
我开始妄图重新打量这个世界：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孩子，在无数绝境挣扎中始终没有抛弃彼此——
憧子昏睡时阿照始终保护着她，而阿照生命垂危时憧子在漫天毒尘和失去理智的暴徒中取得了疫苗。
当阿照循着憧子在已经化为废墟的家中留下的记号找去，那重逢的刹那，所有恐惧退却，有泪水升腾
。这世界真的有太多不圆满，我们常常会沦为陷入黑暗和恐惧中的孩子，可是跟末日中的人们比起来
，我们真的有太多理由敬畏生命，敬畏死亡。我久久地注视着《末日》最后一小节的名字：“我不要
在世界末日时孤独一人。”很温暖，不是吗？
8、即便到了结尾漫画也没给出一个引发末日的理由，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获取大事件原由的方式是单
一的，绝对屈服于官方与媒体，而末日销毁了它们，所以我觉得谣言和乱七八杂的线索是漫画的亮点
而不是缺陷，这样粗糙杂乱且无章法的叙事和末日这事太对味了。再者，漫画最后大段的独白渐渐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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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末日后世界的景象，恐惧，一个母题，自原始社会起，一直发展到现代社会，躲避恐惧是一条隐
线，到如今的社会，个体已经无法明晰的感受到对未知和黑暗的恐惧，现代人是麻木的，所以末日后
会出现大量异化的人类，靠妖魔化自己内心的恐惧寻求认同，靠自残寻求内心的平静等，而故事讲到
这里，作者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视角，人类是靠什么发到这般场景的呢？茹毛饮血的野人成长为唯
唯诺诺、可有可无的个体，答曰：想象力。从大海中的生物想象走入陆地后的生活，到猿类想象直立
行走，在到独立个体想象国家生活，再到想象机器代替手工，一切的生活都是想象力推动的，这是浪
漫的，也是恐怖的，末日后的人也陷入了想象力的局中，日本的毁灭是自然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
因？世界也沦陷了？救援队的有无？说道这里，末日类作品的主线渐渐明晰，由想象力进化出恐惧，
有恐惧而生异变，异变消解社会和道德意义，进而表现末日场景，所有末日类的作品表现手法上不外
如是。而末日类作品只是一个形，而非实质，所以每一部作品都有要展现的东西，比如望月峰太郎的
这部《末日》是要说恐惧，楳图一雄的《漂流教室》是要寻求救赎，麦卡锡的《路》是要说宗教意义
，戈尔丁的《蝇王》是要表达民主与政治进化，格拉维尼奇的《一个人到世界尽头》是要表现孤独，
不管它们的焦点在哪，让一个人面对赤裸裸的末日，个人内心潜移默化的变动都是彻骨的，是深刻的
，所以所有的末日类题材的作品都有一种特质，靠想象架构一个‘桃花园’，所有变动和细节都是作
者内心的投射，这样场景产生的故事，纯粹且妖艳，我由衷的喜欢这种题材，因为我也时常想象末日
后的种种。再者，这种题材作品的结局甚是多态，不过我还是喜欢这部漫画的结局，没有明晰的结局
，不知救赎的有无，男孩和女孩就坐在这里，看着喷出火龙的大山，女生说：谢谢你，最起码，末日
的时候我不是孤独的。此时，即视感乱入。
9、其实望月画的不是末日，而是在末日底下人类慌乱迷茫的绝望。所以原名叫做Dragon Head(龙头）
。这会在漫画中间被点题，是由一副日本的国画，里面画着从富士山上冒出的烟中，一条若隐若现的
黑龙。而因为害怕死亡，人类在火山爆发的情况下开始自我麻痹，有的用药物让自己失去痛觉（隐射
现实生活中用酒精，烟草，毒品等逃避世界残酷的人类），有的因为极度害怕，而最后开始发狂，即
爆发出因为害怕死亡而产生的非常战斗性。龙头，在漫画中其实象征的就是人头。暗喻人在极度环境
下，渺小，荒谬，无能的绝望和悲剧。
10、这部漫画几乎可以说是一口气看完的，从头到尾，始终沉静与恐惧与寒冷之中，虽然说不上是多
喜欢，但就算是再如何喜欢的漫画，都很难让我像这样投入其中，似乎见证这这场末日的正是自己。
于是，在看《末日》的过程当中，情绪差到了极点，这漫画无论如何都不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看，
因为太过绝望。但依然很遗憾的是，结尾地太过仓促，与前面比起来，结局显得太弱了。
11、通篇bug不少，節奏感不協調，初期拖沓，中期緊湊，後期倉促。作者把攤子擺太大最後只留下一
堆坑。什麼也沒有說清楚，災難的本質到底是人對自然的破壞還是空想具現化的唯心論，抑或是政治
陰謀，這些會影響作品主題的根本原因沒有點明。這是留給讀者想像的吧，這麼想的時候卻突然覺得
脊背發涼了。對，作者不止給我們展現恐怖的末日景象，也逼迫讀者自己去想像。恐懼便是想像所生
出的怪物，人類因失去了恐懼而妄想更大的恐懼，終於給自己帶來了毀滅。地底的倖存者頭領在最後
表達愈演愈烈的異變皆因終極恐懼所生之後我不禁也害怕起想像來了我的心中也生出了名為末日的怪
物，讓我感到恐懼也許這只是狂信者的信仰，並非造成異變的真正原因通篇貫穿“恐懼”二字，作者
不斷花大量筆墨闡述恐懼與人類存亡的關聯兩個傷頭佔的篇幅很多，作者也不斷明示傷頭的病與主治
醫生的特殊，大眾所不知的機密，北齋的畫。傷頭的藥也不吝給了多處特寫想要揣測災難的根源，傷
頭必然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那麼自然而然一些“人類破壞自然得到懲罰”以及“政治陰謀”的猜想便
淡化了確實第一個傷頭提到龍脈，我還猜測是類似《食靈》，想說人類破壞靈脈遭到懲罰——總之一
切都導向了一個唯心主義的結論：怪物皆由心生。——作者不止一次在漫畫中如此提到。你把它想像
出來，它便存在了。這部漫畫最恐怖的原來並非作者展現給我們看的恐懼而是由讀者發自內心生出的
恐懼。那麼我不得不承認這個看似爛尾的結局成功了。用最深入的方式讓讀者直接體會了作者想要傳
達的感覺。雖然看完了10本，但從頭到尾我都無法喜歡上這部作品。因為我只是個活在平和世界的軟
弱人類。我覺得沒有恐懼感地度過每一天比較幸福。哪怕是對生存的感覺麻痺了。
12、读这本书时能身临其境，酷热，死亡，鲜血淋漓，错乱，歇斯底里。。。尤其是狂乱的人迷离的
眼珠神经质地乱转也被刻画得很到位，那种感觉有点象看电影，更令我觉得漫画本来就是和电影十分
接近的一种艺术形式。
13、我很偏爱的一类题材，完全非现实的极端，生或死都不再遮掩，感情来得特别直接而强烈。面对
死亡的时候，人性暴露得最彻底。堕落、绝望、忏悔、重生⋯⋯，每一种都美得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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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本漫画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一直想找到纸质书籍可惜未能如愿，好在手机上一些漫画软件助我
弥补了这一遗憾，此书故事其实并不复杂，男主青木照在毕业旅行结束后搭乘由京都到东京的新干线
列车回家，在路过兵松的一条隧道时异象发生了，火车侧翻出轨，隧道也随之崩塌，在他醒来后陆续
找到了仅存的两位幸存者-高桥申雄和女主憧子，青木照和憧子为求生而努力，但是申雄却从被黑暗吓
破了胆逐步极端到所谓的“与黑暗融为一体”用口红在身上画了许多诡异的图案，把菜刀绑扎在木棍
上当长矛，拿最痛恨的老师“老怪物”的尸体点火焚烧祭祀，可以说此时的申雄已经不是人了，而是
披着人类外皮的野兽！在好不容易摆脱申雄，逃出幽闭的隧道之后二人发现天地剧变，一片苍凉，随
后二人便以东京为目标奋力前进，期间他们遇到了一群靠割肚皮获得平静的人、离队的自卫队士兵、
伊豆半岛好心的大婶、伊东市中早已兽化的市民以及怪异的谜题“龙头”，所谓“龙头”是指接受开
颅手术摘除了海马体的人，他们是不知道恐惧为何物，不仅不怕棍棒殴打，甚至连烈火焚身的剧痛都
无法震慑的怪人，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手术更是一个谜。随后青木照和憧子及自卫队士兵因为事故分散
，在他历尽千辛万苦踏入东京的一刻，他懵住了，原来东京也被摧毁了，当青木照回到自家的公寓下
时，公寓已经满目疮痍，家已经被毁了，他念叨着终于到家了跪倒在地上...在寻找憧子的途中他在地
下铁车站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仓库，里面储存有粮食、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又渴又饿的青木狼吞虎咽
吃了一顿又偶遇另外三个“龙头”，并在于他们对话时晕倒，苏醒后青木看见了一个胖子和一群打扮
居然和申雄雷同的怪人，在与胖子的对话中得知原来政府为了防止灾害发生时出现因恐惧而发生的混
乱及哄抢等现象发生，粮食和水中都加入了一种类似镇定剂的药物，可以让人们暂时忘却恐惧，但奇
怪的是这些丧失恐惧的人们居然喜好恐惧、寻找恐惧！因此他们割破了肚皮、折断自己的四肢。面对
“龙头”的挽留，青木选择了拒绝并毅然回到地面，而此时胖子带领的那群怪人将海外救援队斩尽杀
绝之后又和荷枪实弹的特遣队打的火热，此时青木也在学校与憧子团聚了，青木突然像是理解了什么
要去阻止特遣队射杀已经兽化了的东京市民们，因为他知道其实这些人都是被恐惧击败了呀！他们只
是在害怕！故事到此也基本戛然而止，一座形似富士山的新火山从东京地下拔地而起，至于男女主角
的最后命运和异变的起因则没有明确介绍，这样也好，给予了读者大量的想象空间。本漫画前半部分
中申雄指着不远处的黑暗战战兢兢的说那边有东西，实际上那边的黑暗里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申
雄和青木照打斗时烟雾中显现出了一个巨大的人影，他们以为那是恶魔，其实那可能只是错觉 ，看得
见的实体恶魔根本不存在，但隐形的幽灵恶魔却是有的！它就是恐惧！在极度的恐惧之下有些人就会
被兽化，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野兽”...其实本漫画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天使存在，她也是恐惧，恐
惧是心中潜藏的恶魔，但是失去恐惧的话世界末日才真正的来了！如果没有恐惧对人的约束，人们便
会胡作非为，乱打一气，恐惧之前人人平等，这句说的甚妙！无论是以前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
恐惧之前不分高低贵贱，恐惧既是敌人又是朋友，人们不该消灭恐惧，也不该被恐惧击败，而是要学
会如何抑制住恐惧！或许在那片恐怖的人性荒漠中，你只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一片安眠药和一支舒
缓的摇篮曲吧...
15、很漂亮的开头。蹊跷的列车事故，三个幸存者，被困在封闭隧道里，收音机传来断续的末日信息
。我以为作者是给自己出难题的那类人，以为故事要在封闭隧道里完成，螺蛳壳里做道场，期待值暴
增。然而越往后，才发现作者越会给自己台阶下，故事环境越走越开，旁枝末节也越来越多，一度就
是老套追逃戏加上末日奇观。倒不是说就不好，事实上，因为完成度高，确实是精良的末日漫。让人
感慨的是，既然不是铁肺唱将，就别起那么高，一个失落接一个失落，整体上九十分的玩意儿，七十
分的感受都没有。每一次，当望月峰太郎把环境封闭起来，人物最少，故事最简，那一派绝望又颓废
的末世感才出来。所以整个故事，最差的是中段，非常顺畅，但是非常俗套，因绝望而生的邪教，与
大兵、女孩一番追与逃。这实在太毁了，说一个通俗的故事，是一部高逼格末日漫该干的事吗？好在
结尾还算漂亮，没解释，没终点，只是那句“我不要在世界末日时孤独一人”让人担心，文艺逼一看
，还不得感动到屁滚尿流？
16、从七年前第一次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便被开头的设定吸引七年时间中有意无意地搜寻着这本书和喜
欢的&quot;末日感&quot;而今日终于看到了整十本的书时就一口气看完了.果然精彩.&quot;恐惧面前,人
人平等&quot;而末日来临之时,第一个被麻木的,原来却是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于是杀戮.愈加的疯狂.
同样想起了《21世纪少年》两部作品如同皮肤的里外表层通透离析着人性。关于死亡关于意志关于希
望。关于“人”这个东西。或物种。面对怎样的绝望时人才会接受现实。面对怎样的末日时，我们才
会用他人腐烂的尸骨来埋葬...祈祷。
17、望月峰太郎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把这个世界毁灭掉 然后靠内心的力量重新建立一个来我相信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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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一定是处于那种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孤独他内心是一个黑夜 笔下的那个世界也已经崩塌 那需要
一丝微弱的爱和信仰来解救他那些人都在世界尽头的某个黑暗角落慢慢地成长起来 呼吸微弱 但是绝
不停止我心中也永存着那样一个日子 或许是在梦里 或许真的经历过那么一次四周无人 静谧无声 百无
聊赖你想要结束这一切 但是别无他法 最后只有在长久的睡眠之后才得以暂时解脱因为你丢失了恐惧
感 不要以为那是勇敢 那将会是比恐惧更要可怕的事我知道 在经历过无限的黑暗与悲哀之后 是多么担
心曙光刺伤了你的眼http://wakaka1986.blogbus.com/logs/345311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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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末日(10)》的笔记-「我不要在世界末日时孤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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