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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愛上漫畫？影響你最深的動漫作品？

我從小看日漫長大，也喜歡畫畫，但兩者之間沒有絕對的關聯，是各自分開的興

趣，也都各自讓我沉浸其中。印象最深刻、影響我最早的一部動畫是宮崎駿的「魔法公

主」。對於當時還是國中生的我，覺得日本動漫對世界觀的詮釋少有如此強烈的，「魔

法公主」是第一次讓我感受到創作中有信仰和生命，對於「作品能傳達什麼樣的理念」

有很大的啟發與衝擊，激盪了我對題材的構思。

第一次發表的作品？

我的創作大抵有兩個路線，一個是商業發表的作品，一個是同

人誌。商業路線第一次發表的單行本就是《柯普雷的翅膀》；同

人誌的部分，我做的則是原創。談起同人誌第一次發表的作品，

嚴格講起來是在高中時期。台灣的同人活動，早期較像地下社團

模式。以前，喜歡漫畫創作的人，會去影印店作簡易印刷與裝

訂。高中時期加入漫畫社，我們將大家的作品集結，拿到影印店

製作合輯，影印店老闆會在店門口放上一個書櫃，讓同人誌的同好夥伴擺放影印稿或手

稿，讓人借閱。不管是印稿或原稿，這是我最早開始交換創作意見與閱讀同人作品的管

道，也是我把平日創作系統性的整理集結，放在平台上分享的開始。而後轉網路平台持

續與同好交流，並把發表過的作品集結出書在販售會上販賣，則是第一次的獨立出版。

創作的漫畫時代背景多以日據時期為主，是你的偏好？

起初，應CCC創作集之邀，創作一個有關1935年台灣博覽會的短篇企劃，即是《北城

百畫帖》的第一篇〈飛翔少年〉。在此之前，我對日治時代可說是完全不了解，直到閱

讀博覽會相關以及當時台北的資料，眼睛為之一亮，人文與物質的條件，並不如我印象

中那般缺乏，1930年代的台灣，是摩登時尚且與世界潮流接軌的，爬梳完資料之後，讓

我相當衝擊，也開始注意到這段阿公阿嬤的年代，離我們雖不遙遠，但有很多歷史教育

中沒有提及的事，因此決定以日治時期作為創作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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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北城百畫帖2》

章節夜盜紳士的第1頁

分鏡稿。／右：單行

本第105頁，成稿。

筆名緣由？最喜歡你筆下創作出的角色是？

國中時期在數學課本塗鴉了一個勇者擊敗大魔王的故事，主角我取名英文亂拼，誤打

誤撞成了AKRU。高中時期同人圈子交流，作品集上的筆名我取了角色的名字來用。一路

沿用至今。

我喜歡任何性格鮮明、定位清楚的角色，也會努力想經營好每個不一樣的角色。例如

《北城百畫帖》百畫堂的老闆，就是一個穿針引線的角色，每一個故事中他不是主角，

但可以串連整個系列。

對香港的漫畫作品及其漫畫環境有何認識或看法？

一般印象的「港漫」的風格很鮮明，個人感覺是美漫皮（畫風注重人體結構和光影）

日漫骨（故事節奏和表演比較像日漫），混合香港讀者會感興趣的題材來創作。不過香

港也有非「典型港漫」風格的作品，似乎就不那麼主流。

請推薦喜愛的台灣小旅行地點？

我喜歡大稻埕一帶老台北的樣貌，新與舊是連在一起的，很多在地的行業與生活都看

的到這塊地方百年前或更久以前的痕跡，並且這些人事物都還活者，不是博物館裡的標

本。我筆下百畫堂所在的城中區雖然也還留有部份老建築，但和過去的歷史多半是斷開

的，保存狀況通常也不是很好，比較可惜。迪化街附近百年老字號的商行店鋪、教會廟

宇、學校、港口等等延續著，社區也有共識發展地方特色、推動地方文史工作，不管在

旅行的深度還是廣度都很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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