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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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紙可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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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偶然看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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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不息 創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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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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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至2025年是中俄文化年。在此背景下，如何
看待中國國畫藝術在俄羅斯越來越受到專業人士和普通
民眾的喜愛和追捧？如何看待中俄繪畫藝術理念的異同
和交流互鑒？就此，中新社專訪了安娜．冬岑科（中文
名「冬青國」），她是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現代亞洲研
究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也是中國國畫藝術家、
書畫展策展人。
安娜．冬岑科的中文名字叫「冬青國」，「這個名字

是中國畫家杜衡幫我起的。當時我要去杭州的中國美術
學院學習，在北京停留了幾天。當她得知我還沒有中文
名字後，便問起我的俄語姓氏讀音，於是給我推薦了這
個名字——冬青國。」她很喜歡自己的中文名字，因這
三個字有很深的含義。「俄羅斯的冬天十分漫長，但我
相信俄羅斯正走在積極的發展道路上，國家將會更加昌
盛繁榮。『冬青國』三個漢字的組合對我而言就代表着
我的祖國——俄羅斯。」

拜師學畫 解開中國山水畫奧秘
中學時期，冬青國就對中國文化和繪畫產生了興趣。
當她第一次走進莫斯科東方藝術博物館，就喜歡上了中
國展廳。她說：「展廳裏陳列着很多中國藏品和繪畫作
品，我端詳了很長時間，試圖理解中國畫的繪畫過程。
我發現，中國繪畫作品的構圖、線條、色彩，包括樹
木、石頭、山巒等的描繪手法與俄羅斯繪畫方式大有不
同。中國藝術家的繪畫技巧使我驚嘆，寥寥幾筆就能畫
出令人稱奇的花鳥畫。這讓我萌生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
繪畫以及中國的想法。於是我開始在圖書館尋找有關中
國歷史、哲學和文化的書籍。但當時有關介紹中國繪
畫藝術方面的書籍很少，在俄羅斯也很難找到中國的

筆墨、顏料和宣紙來練習國畫。直到中學畢業好多年
後，我才實現了作為一名中國國畫家的夢想。」
有很長一段時間，她在俄羅斯通過一切可以利用的信

息資源，自學中國書法和繪畫。但她明白，這種藝術知
識無法完全從書籍或者視頻中獲取。終於，俄中友協第
一副主席加林娜．庫利科娃和時任中國駐俄大使李輝注
意到她在學習中國藝術方面的努力和成績，並給予她大
力支持。由此，她獲得了獎學金和在中國為期一年進修
的機會，赴中國美術學院系統學習中國繪畫。
在學期間，她師從知名畫家戴光瑩。她在杭州不止學

習中國繪畫、書法、篆刻等課程，還飽覽了中國多地的
文化習俗，觀賞並拍攝了各種奇異的自然景觀。回到俄
羅斯後，她繼續研學中國畫，畫下那些她曾經到過的地
方。
2016年，在莫斯科舉行的一場中國畫展開幕式上，
她結識了中國知名畫家顧大明。她憶述道：「當時顧老
師的畫作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願稱之為真正的山水畫
傑作。於是，我當年再次來到中國，作為顧老師的弟子
繼續學習中國山水畫。他教會我要看到自然之美，通過
揣摩理解這種美好，用中國畫的方式展現在畫紙上。顧
大明老師給了我寶貴的知識和動力，讓我更加深入地學
習中國畫，他對我的耐心指導讓我深受感動。在他的指
導下，我掌握了中國繪畫技巧，幫助我解開中國山水畫
的奧秘。」

計劃在俄羅斯舉辦中國畫個展
在冬青國看來，俄羅斯繪畫以寫實為主，許多俄羅斯

藝術家更擅長在畫作中展現自身周圍所見之事物，而中
國畫家則善於描繪事物的特性。俄中兩國畫家都希望以

充滿美感與和諧的作品，喚起觀眾的情感共鳴。「對我
來說，中國畫不僅是一張畫紙，除了畫作表象之外，還
蘊藏很多含義：可能是隱含其中的神話傳說故事，也可
能是一些歷史事件或各種美好願景。中國筆墨技巧的運
用讓我着迷，黑色墨水在白色宣紙上渲染暈開，婉轉幻
化出不同的色澤。由於宣紙的特殊材質，錯筆無法被修
改，這使得畫家需要對下筆有精準的力道和控制，才能
通過一個動作達到理想效果。這確實很難，需要多加訓
練，但我覺得很有趣。」
除了從事研究工作和創作之外，冬青國還經常組織、

參加各種活動，並通過舉辦展覽、講座、大師班等各種
活動，為俄羅斯受眾講述中國傳統文化。她說：「每當
我談起中國文化藝術時，都會發現俄羅斯觀眾發自內心
的喜歡和興趣。他們會向我提出很多問題，我亦樂於與
其分享關於中國的一切。通常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通過
交流之後，人們對中國文化更加感興趣，他們開始閱讀
有關中國的書籍、觀看有關中國的電影，還有人決定嘗
試用毛筆畫一幅中國畫或者學寫毛筆字，然後這個愛好
就會伴隨他們很多年。我的不少學生已經成為國際書法
比賽的獲獎者或是中國畫展的參與者。」
中俄文化年之際，冬青國計劃在俄羅斯的多個城市舉
辦個人畫展，讓俄羅斯民眾不僅能看到充滿中國風的畫
作，更能深入了解中國文化。 ◆中新社

冬青國在俄羅斯
推動中國繪畫潮

尖沙咀鐘樓尖沙咀鐘樓、、中上環街巷中上環街巷、、南南

區漁船區漁船，，這些港人司空見慣的日這些港人司空見慣的日

常景致常景致，，在水墨畫家陸裔芸在水墨畫家陸裔芸

（（Raymond LukRaymond Luk））心中心中，，卻都卻都

散發着無窮的魅力散發着無窮的魅力。。他早年為他早年為

子女而移民加國子女而移民加國，，身在他鄉身在他鄉，，

始終心繫故土始終心繫故土，，更從未放下更從未放下

手中的畫筆手中的畫筆，，長長久久地描長長久久地描

繪着昔日香港美景繪着昔日香港美景。。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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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
聽陸裔芸直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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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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青國在俄羅斯舉辦中國畫
講座。 中新社

◆冬青國中國畫作品。
中新社

◀◀ 《《尖沙咀鐘樓與尖沙咀鐘樓與
紅色舊雙層巴士紅色舊雙層巴士》》

◆◆《《中上環區舊街巷中上環區舊街巷》》
◆◆《《舊日港島南岸舊日港島南岸》》

◆◆《《香港仔珍寶海鮮舫香港仔珍寶海鮮舫》》

融匯中西繪昔日香港融匯中西繪昔日香港
畫家畫家陸裔芸陸裔芸
身在他鄉身在他鄉 心繫故土心繫故土

▲▲《《山西懸空寺建築群山西懸空寺建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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