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專題6 ◆責任編輯：李吉欣 東南亞版
2024年3月9日（星期六）

◆◆麥羅武於麥羅武於20232023年創作的年創作的《《脫穎脫穎》（》（之一之一）。）。

◆◆麥羅武於麥羅武於20182018年創作的年創作的《《盛放盛放》。》。

◆◆麥羅武於麥羅武於20202020年創作年創作
的的《《如意如意》（》（之一之一）。）。

◆◆麥羅武麥羅武19591959年的炭筆畫年的炭筆畫。。

◆◆麥羅武的荷花融合了油畫的風格麥羅武的荷花融合了油畫的風格。。

◆◆麥羅武於麥羅武於20142014年創作年創作
的的《《獨鳴曲獨鳴曲》（》（之一之一）。）。

◆◆麥羅武年輕時就喜歡到戶外寫生麥羅武年輕時就喜歡到戶外寫生。。

由商轉藝由商轉藝
以以畫畫為為善善

的第二次人生的第二次人生麥 羅 武

◆◆麥羅武曾跟隨多位水墨名家學麥羅武曾跟隨多位水墨名家學
畫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麥羅武麥羅武（（右右））與夫人恩愛多年與夫人恩愛多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麥羅武非常享受作畫的過程麥羅武非常享受作畫的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追尋熱愛這件事，從幾歲開始最合適？答案是：任何年紀。由商人轉為藝術家的麥羅武就

是一個從將近60歲才開始追求幼時繪畫夢的人。現年84歲的他自2000年起，尋遍內地及香

港的水墨名家，勤力求教，在老師們的引導中融會貫通，發展出獨有的繪畫風格，也創作出

引人入勝的荷花與山巒雲海。他每幅在佳士得拍賣出的作品都在幾萬元至幾十萬元不等，而

「以畫為善」的他常將部分收入捐給各慈善機構，將藝術與社會關懷結合，實行他「讓自己

開心，也讓他人開心」的人生哲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羚、雨竹

麥羅武點明，自己的畫融入了西方油畫的風
格，但他兒時從沒學過油畫。他指出，自己沒
有「大天分」。他認為一個人若要取得一點成
功，除聰穎與興趣外，勤力與不畏困難也是非
常重要的特質。「只要你肯學習、肯問，怎樣
都會有一定的效果。」
他也常教導年輕一代：學問、經驗、人際關係，
是取得成功的關鍵三點。對於人際關係，「你首
先要有本事、有學問，還有真誠，才會交到好的
朋友。假如你狡猾虛偽，是交不到好朋友的；假
如你真誠、他不真誠，那你們就會離開彼此，交
不久的。」他將交友喻為乘火車：「你這一站碰
到這個人，他下車了，但有些人從始至終都跟你
坐在一起，那你就認識這個人嘛。」
畫家一般喜歡有自己的畫室，麥羅武只在家中
整理出一個繪畫區。他原本於紅磡有一個8,000
呎的寫字樓，他也考慮過將其一半分出來做畫室，
但為方便，他將家中原本的餐區改成繪畫區。前
些年的他經常連續創作到忘記吃飯，但近幾年因
為年齡原因，他會在畫幾個小時後就休息。為保
持健康，麥羅武從40至50歲就開始養生。從前
他一年四季都去室外游泳，現在改作兩日散步三
次。他也會一周進行兩至三次按摩。疫情前，他
曾由男士每日分別按摩頭部、腳部兩小時，再由
女士推油三小時。而持之以恒的保健便是他老當
益壯的秘訣。

半途出家的成功要素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學會香港創會副會長、
香港理工大學院士麥羅武生於1940年的廣東潮汕。

2000年，近60歲的他賣掉經營多年的生意，去實現自
己自幼就有的藝術夢。現在每天與水墨紙筆打交道的
他，神采奕奕、健朗豁達。而他精神矍鑠的原因便是
在做自己喜歡的事的同時，注重養生。他每天都會打
沙袋 、耍太極 、步行。

從何時開始圓夢都不晚
近日，一向低調的麥羅武為即將舉行的「荷語境．
雲山行—麥羅武水墨藝術」慈善展，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訪問，並分享他學習水墨畫的經歷與多年來的人
生收穫。
麥羅武的父親在他幾歲時就已過世，他由母親撫
養長大。二戰爆發後，他隨母親遷到香港。那時生
活很艱苦，麥羅武深知母親的不易，於是盡自己所
能補貼家用。從前的他喜歡西洋畫素描，也曾嘗試
在街頭為路人畫肖像，以賺取收入，但後來迫於生
活壓力，他放下迷戀的畫筆、選擇從商。
起初，麥羅武為生產籐器等工藝品的貿易工廠打工。
為吸引客人，他會在籐編籃上做藝術加工，為工藝品
插上塑膠花或棉花鳥。後來，他決定創業，並製作起
籐傢俬、塑膠皮包、真皮皮包。隨客人數量的增漲，
麥羅武又做起襯衣、開起出口貿易行。那些年的忙碌
讓他無法接觸自己熱衷的繪畫，然而他的藝術細胞仍
非常活躍，且早已被他不知不覺地運用在生意上。
後來麥羅武舉家移民到澳洲，並在澳洲開起麥氏
貿易公司，將澳洲海鮮、肉類等進口香港。當年時
勢也大好，那時生意興隆、業務廣泛的，除了「大
昌行」就是麥氏公司。 雖然移民澳洲，但麥羅武與
香港的聯繫沒有中斷。2000年，有人想買下麥羅武
的公司。那時的麥羅武已經有了些積蓄，兩個兒子
和三個女兒也都上了大學，而他們也不願接手他的
生意。於是將近60歲的他賣掉公司、回流香港，專
心投身於自己熱愛的繪畫藝術中。
麥羅武是個有毅力又勤奮的人，他一心想將自己
下決心做的事做到最好。他明白歲月不等人，60歲

的他不可能再從基礎開始學習，只有踏在巨人的肩
膀上前行才趕得上。於是他到各地買回名家畫冊進
行研究學習，還向多位繪畫大師虛心求教。他回
憶，他的第一位老師是廣州的「嶺南荷癡」梁業
鴻。而他後來又跟擅長畫水墨玫瑰與水墨牡丹的香
港畫家司徒乃鍾學了兩年多，還跟香港嶺南畫派畫
家林湖奎學了幾個月的動物畫。
二十多年來，香港新水墨運動的著名大家之一王無

邪，是對麥羅武影響最大的老師。他在教麥羅武前，
只在校教畫，因此麥羅武是他第一個私人學生，而麥
羅武跟王無邪學了長達8年的畫。麥羅武回憶道：「王
無邪老師很注重畫作的節奏和光，他認為一幅畫就是
一個大的交響樂隊；他點明，一幅畫要能吸引人，畫
的節奏至關重要。其實就等於唱歌。」愛好唱歌的麥
羅武唱了幾句《在那遙遠的地方》，接說：「畫也
是一樣的道理，就是要有節奏感。」
學水墨伊始，麥羅武畫的是經典的梅蘭竹菊。後來

他思考：在他這個年齡，樣樣都學是很難精通的，而
他發現自己最喜歡荷花，於是他開始專心畫荷花，同
時想辦法畫出荷花的各種姿態。他也將自己畫西洋畫
的技巧與色彩運用在作品上，這樣一來，他的荷花無
論是色彩還是構圖，都有別於傳統水墨荷花。
為了畫出不同形態的荷花，麥羅武還會去深圳的

洪湖公園、東莞、中山、佛山三水荷花世界等地寫
生。他回憶，有一年自4月至10月，他每周都去洪
湖公園寫生、拍攝荷花狀態；風雨天都阻擋不了他
想捕捉荷塘美景的熱情。而就是在風雨交加的一
天，隨風擺動的荷葉為麥羅武的《獨鳴曲》（之
一）提供了創作靈感；這幅畫也於2014年入選第十
二屆全國美展邀請展。
看牆上名為《如意》的作品，麥羅武笑稱，這

幅畫的創作就是一種「不理性」的天馬行空。此作
品以中國傳統工藝寶品「如意」為靈感，將多片荷
葉拼成「如意」的形狀，並在中間填上幾朵彩色荷
花；整個作品與畫作上柔和朦朧的光，共同散發出
一種恬靜又極具生命力的美感。更有人以60萬元
（港元，下同）的價格訂購這幅畫。

雄獅終睡醒
2009年是麥羅武藝術生涯的轉折之年。這一年，黃

孝逵、沈平、熊海等幾位繪畫名家在香港中央圖書館
看到麥羅武的畫，便邀請他參加水墨展。麥羅武欣然
同意，幾位畫家便當場許諾給他一個獨立展廳。於是
麥羅武後來在獨立展廳展出二十逾幅畫，大受歡迎；
不少人指出，他的荷花很平和，亦很有靈性，令人感
到愜意。疫情前，更曾有上千人在酒會上為麥羅武的
畫拍照，「非常有滿足感」，他說。同年，麥羅武的
畫也首次被佳士得拍賣行拍賣，第一幅畫就拍了十八
萬多元。而後，麥羅武的作品在佳士得連續進行了12
年的拍賣。麥羅武表示，對於如此佳績，不少人都形
容他這個「半路學畫」的人為「睡醒的獅子」。
2018年，麥羅武登上嚮往很久的黃山；回港後，

他開始創作一系列描繪黃山與雲海的作品，畫出四
張大幅黑白畫。中國畫學會香港中，見過這些畫的
畫家沒有一個不讚。此外，因為麥羅武較晚開始畫
山景，他非常勤奮地練習，有時畫一棵樹都會練上
十幾次。
有些畫家喜歡將作品收藏，不捨得輕易捐出；但在

麥羅武這裏，只要有人喜歡，他就會割愛。他說：「有
捨才有得，人不能把所有錢帶走；如果讓自己開心，
也讓他人開心，人生會更有意義，也更幸福。」

「賣畫」求三個「開心」
喜歡以作品收入做慈善的麥羅武奉行「以畫會

友」。他通常將畫作公開，讓有心人認購收藏，認
購的價錢會全數捐贈給認購者指定捐贈的慈善機
構。他也會為作品裱上幾千元的金框，連裱畫錢都
自己貼。對他來說，框的品質會影響畫的美感。麥
羅武希望拍賣出的作品能涵蓋三個「開心」：他作
畫的開心、作品收藏者的開心、受捐者的開心。這

是他認為的「賣畫只為行善」的意義。此外，他一
般將部分畫作收入放入他與太太成立的慈善基金，
而大部分賣畫收入都由買畫人指定捐贈。
2009年，以鄺美雲為代表的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
轄下籌募委員會，問麥羅武是否可以拿他的畫進行
慈善拍賣，並將籌款捐給理大，麥羅武欣然應允。
起初，鄺美雲等人向他要來一幅畫，但因特別喜
歡，又向他要來第二幅。後來，在理大年度慈善晚
會上，兩幅畫共籌得三十多萬元。麥羅武還捐出他
另一幅畫在佳士得拍得的十幾萬元。由此一來，理
大共獲得四十多萬元善款。
2011年，麥羅武因為對理大的幫助，以及他自
2000年起舉辦千人年度敬老大會、為內地白內障患
者捐款等社會貢獻，獲理大授予「2010/2011年度大
學院士」榮銜。他也開始通過繪畫做更多慈善，也
一直在疫情前的每年為理大捐款，而敬老大會這個
慈善活動一直持續至今。
麥羅武透露，今日在佳士得拍賣行舉辦的「荷語境
．雲山行—麥羅武水墨藝術」慈善展亦有很多人支持。
他「捨得」與「意義人生」的做人處世哲學，也是他
收到眾多支持的原因。「假如之前不種下個因，我看
很難有人支持我。」他說：「在這種經濟環境下，要
人捐款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我其中一幅《脫穎》（之
一），已被人以50萬元的價格訂購，而這幅畫最初的
定價是15萬元。」麥羅武表示，他幾乎沒為這次展覽
做推廣，但準備的四十幾幅畫中，已經有近30幅被預
訂。因為反響特別好，他才想到多做些推廣，希望籌
多些善款幫助獅子會、香港理工大學、榕光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