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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裔芸幼承庭訓，自小隨父親陸雪濤學畫。陸雪
濤師從「中國水彩畫第一人」徐詠青，兼擅中西

畫理及技法，令陸裔芸也深受其影響。待年歲稍
長，陸裔芸跟隨山水大師梁伯譽習畫，成年後更周
遊歐洲列國美術館，遍覽世界名家巨作，終形成
了以中國畫的紙、筆、墨為基礎，配以西畫的構
圖及色彩的獨具個人特色的風格。

一筆走天下 拎廚紙作畫

陸裔芸創作路上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實，這
固然離不開父親與名師的傾囊相授，而勤奮
好學的他竟能從偶然看見長輩的建築圖則中
領悟出繪畫屋宇結構的要義。他筆下固然有
着世界各國的名勝古蹟、風土人情，但出現
次數最多的，還是昔日香港美景。他自認記
憶力超群，香港毋庸置疑已在他心中留下了

最深刻的印記，「多年來，我憑藉記憶畫出童年
時代的香港舊貌，只要我去過，或者在電視上見
過的地方，都可以在短時間內畫出來。」

他不願自己的創作被局限於一方宣
紙，而是嚮往着「一筆走遍天下」的灑脫，
開始在廚房紙上作畫則純屬偶然。他憶
述那是十年前的一次加拿大書畫家生日
聚會，自己隨手拎一張廚房紙作畫，驀
然發現廚房紙的某些性能不輸宣紙，且
加拿大的廚房紙並沒有分格，便於創作
長卷。他再解釋道：「加拿大的宣紙很多

都是由香港運過去，有些紙的吸水和暈染
能力都不夠好。」
陸裔芸時任加拿大安省中國美術會副會

長，參加過數次書畫聯展，也曾接受過當地

電視台訪問並即席揮毫。喧囂過後，他毅然在疫情
期間辭去所有職務，潛心創作，四年間完成了數百
幅作品。他樂於學習新鮮事物，常趁假期在各國教
堂與藝術館間遊走觀摩，「幾百年前歐洲的藝術家
將畢生精力投入於藝術創作中，這是我持續創作的
動力。雖然我已不再年輕，但會在時間和精力許可
的範圍內盡量做到最好。」

舊地重遊 感受香港變化

因疫情已闊別香港近四年，他上月終於再次回
到這方魂牽夢縈的故土，在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
裏，補充繪畫用品，亦找尋相熟的老師傅裝裱作
品，「加拿大無論用料還是手工都不行，還是香港
的老師傅才可以，中國畫如果裝裱的工序做錯，就
作廢了。」而更重要的，是他開啟了舊地重遊的旅
程，再次踏足長洲、赤柱、西貢、太平山頂、元朗
圍村……感受香港的變化，在新舊交織的衝擊中更
新記憶，累積素材，待回到加國後再次投入創作。

冀再遊歷祖國錦繡河山

陸裔芸直言，加國的實際環境無論對於創作還
是教學都不盡理想，中國畫的藝術氣氛更可以用
「冷清」來形容，「有些畫家幾十年都了無新意，
我不想這樣，希望自己的創作總能給人帶來耳目一
新的感覺。以前我在香港有很多學生，而加拿大的
學生數量少且分散，學生沒有耐性長期堅持學習國
畫，以教畫為生較為難捱。」儘管已移居加國三十
餘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並沒有使他對其建
立深厚感情，「甚至風景都是單調的，沒有香港般
豐富多彩。」如今，他更期待重回故土，繼而北上
遊歷祖國錦繡河山，激發無窮的創作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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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鐘樓與紅色舊雙層巴士》

■《香港仔珍寶海鮮舫》

■《中上環區舊街巷》

■陸裔芸即場
創作水墨畫。

■水墨畫家陸裔芸

■《舊日港島南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