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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握一方印石，右手執一支刻刀，
不使用印床來固定印石的本地篆刻家李
玉生，嫻熟使用衝、旋、轉、剔多種刀
法，在自己的工作室凝神聚力地創作
着，在輕重緩急的節奏中，一隻動態十
足的小兔子跳躍欲出……
癸卯兔年春節來臨之際，李玉生接受
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在中國傳統文
化中，生肖兔代表的是寧靜、善良、溫
和和活潑，尤其是剛剛過去的幾年受疫
情影響，人們更渴望早日走出疫境、生
活祥和美好，他就決定創作一方生肖兔
印章，來表達和傳遞這種願望。
也正因如此，在這隻生肖兔的下方，
李玉生特意又刻上「兔年大吉」四個篆
字，冀望新的一年「兔」飛猛進、萬事
如意、國泰民安。

癡迷收藏 走上藝術創作路
李玉生告訴記者，他鑽研篆刻藝術是
半路出家。他癡迷收藏近30年，在與陶
瓷、玉器、書畫等藏品打交道的過程
中，走上藝術創作之路。他起初拜師雷
少華和林堅璋學習書法，後又師從嶺南

畫派大師趙少昂高足、著名畫
家盧清遠和嶺南畫派名家伍月
柳等人，研習多年後形成了自
己格調清新的藝術風格。
「書畫作品上的印章同樣是

一門高深的藝術。」李玉生
說，美國學者威廉．羅肯特曾
稱讚中國篆刻藝術是「世界公
認的最高藝術」，而篆刻家是
「能使石頭唱歌的藝術大
師」，他潛心觀察每一位名家
的用印並從中領悟印章和書畫作品的融
合之美，繼而又開始癡迷篆刻，在西泠
印社名師鄧昌成和西泠學堂林墨子導師
的指導下學習篆刻。
此前學習書畫的沉澱也給他的篆刻帶

來便利和靈感。「書法有筆法，篆刻有
刀法，使刀如使筆。」李玉生說：「其
實，在印石的方寸之間表達藝術語言需
要嚴謹的推敲，需要人文的修養，方寸
之間有大天地。」
在篆刻水平精進之後，他把創作思路

轉向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他要
將《蘭亭序》全文用印章表現出來。朱

文白文靈活協調、邊款用字摒棄雷同，
他潛心用力數月之久，終於將全文324
字的《蘭亭序》刻在了64方印章上，在
拓印印屏時，他為了作品的豐富性，又
特意嘗試了篆刻書聖王羲之的人物肖
像，作品完成後受到名家的充分肯定。
一發不可收的李玉生，又創作了《陋

室銘》、《心經》、《愛蓮說》等全文
印屏，從人物肖像篆刻到象形物篆刻乃
至鳥蟲篆，也成為他在方寸天地間縱橫
馳騁的暢意表達。
在2022年中央援港抗疫期間，李玉生

用篆刻來記錄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內地

醫護人員逆行而上的付出，身着防護衣
懷抱兒童的醫護人員、運送抗疫物資的
列車、方艙醫院、中西醫結合治療等，
都在他的刻刀下一一呈現，這幅以幾十
枚印章組成的《壬寅年香港抗疫印
屏》，在香港抗疫美術作品展覽中亮
相，吸引眾多人士觀賞讚嘆。

「香港與內地已經實現了首階段復常
通關，很多三年沒有和內地親人團聚的
香港市民已經北上，兔年裏我也要去內
地好好走一走，從中獲得更多的靈
感。」李玉生的臉上寫滿期待，他說：
「祝願大家在新一年『兔』來運轉、
『兔』飛猛進」。 ◆文、圖：中新社

篆刻家李玉生：冀望新一年「兔」飛猛進

◆李玉生
潛心創作。

◆李玉生介紹他創作的《蘭亭
序》全文印屏。

◆李玉生治印生
肖兔，冀望新的
一年「兔」飛猛
進、萬事如意、
國泰民安。

李廣添現兼時裝連鎖店負責人、畫
好香港國際藝廊創辦人、畫好香

港慈善基金會主席及法國Mondial
Art Academia的香港大使，他曾擔任
4A廣告公司的創作總監及黎明的形象
顧問，品牌企劃屢獲殊榮。他自2015
年開始舉辦「畫。好香港」世界巡迴
展，亦多次舉辦個展及應邀參與國內
外藝術家聯展。他的個人畫展繼2019
年1月在中央圖書館舉辦之後，今次
新展選擇重臨該館，展出「畫。好香
港」系列33幅作品，包括獲獎的新、
舊作品，以及由藏家借出的已被收藏
的作品。是次的展出，他選擇以「力
爭上游」作為主題，期望新一年大家
再度啟航，力爭上游，以正能量團結
更美好香港。

「偷得浮生」與黎明投緣
1992年，李廣添彼時仍在廣告公司
供職，機緣巧合下與黎明合作完廣告
項目後，在與其傾談之下，發覺大家
共同的愛好和追求，「我最記得在當
時做的廣告叫『偷得浮生』，講的是
一個人在工作的時間去摩羅街買眼
鏡、看古董，其實那個角色是我自
己，我將自己放進主角裏面，所以當
時就有了黎明的那個故事。」由此，
李廣添便開始了與黎明長達五年的合
作生涯，包括為黎明設計形象、舞台
以及專輯封面等等。
這罕見的機遇與經歷除了為李廣添
的藝術人生添上了漂亮而豐富的一筆
外，也令他在經商這「生計」之外，
更能始終堅持自己對藝術的追求。從
形象顧問到商人，再到畫家及藝廊創
辦人，李廣添如何做出這樣出人意料
的跨度？他能適應身份上的這種巨大
轉變嗎？對此，他表示：「無論你當
下在從事什麼，在經歷怎麼樣的事
情，只要心中那份情懷和精神仍在，
這份驅動力就不會改變。」

畫好香港的「獅子山精神」
事實上，李廣添本就是科班出身，
他上世紀八十年代畢業於香港理工學
院（現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緊接
着便馬不停蹄地與同學、師兄開辦了
聯合畫展，嘗到了為藝術而生的喜

悅。但由於單純從藝的風險及被生活
推着走的壓力，他之後便進入了廣告
行業，並成為了時裝連鎖店的負責
人。
時間來到2004年，距離上一次提筆

作畫已有20餘年，李廣添在太太的提
議下，決定重新拾起畫筆，他以
「畫。好香港」為題，用十年的時間
進行了籌備。「以香港為題，首先是
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這裏
的感情深厚，」然而，在他生活的這
幾十年間，香港卻一直在經歷或大或
小的變動，「經常聽到保育，但是我
覺得保育的速度是趕不上拆毀的，很
多人會用不同的形式，比如攝影、畫
畫等，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記住在每一
個不同範疇裏去發展香港的特色，建
築的消逝當然會很遺憾，但不同的表
現方式亦能夠保留下香港文化。」他
說道。
有了這樣的想法，李廣添便以香港
各個地區的特色、即將消逝的文化、
歷經滄桑的建築等等為主題開始作
畫，一畫便是十年。以寫實風格描繪
城市及人物景象，又總在色彩之間透
視出生活的喜樂與正能量。2014年，
李廣添終於得償所願，將自己畫筆下
的香港公之於眾，並在隨之的很長一
段時間做成了世界巡迴畫展。他七年
間榮獲逾百國際獎項，是首位獲國際
雜誌《Acrylic Artist Magazine》邀請
作專題深入報道（10頁專訪）的華人
畫家，被美國《Southwest Art》2019
年1月刊物評為「作品最值得收藏的
九位風景畫家之一」，至今累計接受
過逾60份國際藝術刊物專訪，他的作
品曾在香港、昆明、德國、荷蘭、美
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獲私人永久
收藏。
然而，畫展的觀者畢竟是有限的，
李廣添思考的是，怎麼才能讓更多人
認識香港呢？於是，他開始在網絡上
參加很多比賽，讓更多人接觸他的
畫，以認識香港。對他來說，他的作
品的名字便是他對香港的感覺，比如
「迎難而上」、「力爭上游」、「自
強不息」等等，「雖然用的是香港的
人、景、建築物，但是內裏所代表的
精神才是最重要的。」他說。

從懵懂無知到年少彷徨從懵懂無知到年少彷徨，，人的一生或奔波忙碌或操心牽掛人的一生或奔波忙碌或操心牽掛，，按按

部就班地照着外界給自己設定好的方向前行部就班地照着外界給自己設定好的方向前行，，能停下腳步來認真能停下腳步來認真

地想一想自己究竟想幹什麼地想一想自己究竟想幹什麼，，能幹什麼能幹什麼、、要幹什麼的卻寥寥無幾要幹什麼的卻寥寥無幾。。大大

部分人儘管意識到了自己內心的想法部分人儘管意識到了自己內心的想法，，卻因為種種顧慮卻因為種種顧慮，，認為認為

為時已晚為時已晚，，但李廣添博士但李廣添博士（（Dr. Lee Kwong Tim JacksonDr. Lee Kwong Tim Jackson））

的舉動的舉動，，卻給出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卻給出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從黎明御用形象顧問到重拾畫筆從黎明御用形象顧問到重拾畫筆

李廣添對於香港的感情之深厚無須李廣添對於香港的感情之深厚無須
贅述贅述，，他的畫作中除了文化特色之他的畫作中除了文化特色之
外外，，最主要的對象便是面向最主要的對象便是面向「「小人小人
物物」，」，從推着沉重紙皮上坡的阿婆到從推着沉重紙皮上坡的阿婆到
離島漁民的辛勤離島漁民的辛勤，，無一不展露出獅子無一不展露出獅子
山下的堅持與對生活的不妥協山下的堅持與對生活的不妥協。。這這
些些，，顯然就是李廣添心目中真正的香顯然就是李廣添心目中真正的香
港港，，亦正應了他自己的多重身份的適亦正應了他自己的多重身份的適
應和設下目標便會達到的決定應和設下目標便會達到的決定。。
「「永不放棄永不放棄、、迎難而上迎難而上、、堅持到堅持到

底底、、守護香江守護香江。」。」他的初心三十年沒他的初心三十年沒
有改變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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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添李廣添力爭上游力爭上游 描繪美好香港描繪美好香港

三十年三十年
愛港初心不改愛港初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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