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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齐白石是20世纪我国成就最大、影响最广、最受人喜爱的大画家。
他的诗、书、画、印作品传承和发扬了中国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融合了民间工艺美术的精
粹，注入深厚的思想感情，以其独特的个性作出形象的诠释，为人民留下一笔丰厚的艺术财富，为祖
国的美术史写下浓郁深厚的一笔。
不妨说，他的作品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表达了儒、释、道三家的哲学内涵和人文精神，
取得了前人未能达到的境界与成就，具有历史的厚度，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众所周知，齐白石不仅仅为国人所津津乐道，就像世界各地的京剧爱好者，谈起京剧艺术来离不
开梅兰芳一样，在亚洲及欧美各国美术界对齐白石的作品也有极高的评价。
信手拈来一个例子：有一位法国教师克利多就曾对齐白石说，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许多画家，无
论中国、日本、印度或东南亚各国，画得使他满意的，“你是头一个”。
其间更具代表性的是，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就曾悉心临摹过齐白石几十幅名画。
他对张大千说：“中国画真神奇，齐白石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颜色，没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
了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
⋯⋯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
”这就是说，齐白石的画同时也丰富了世界艺术的宝库。
　　我们三人都喜爱书画，虽然我们所从事的职业与书画无直接关系，但业余还是写过不少评论书画
的文字，或发表于报刊，或出版成图书。
最近两年，我们面对数以百计的书报杂志关于齐白石的介绍，使我们深受感染，虽然问世的专著已不
少，但我们仍觉得余言未尽，于是不避浅陋，也想写一写齐白石，把我们对他作品的喜爱、感悟和评
论记下，聊作引玉之砖而已。
　　齐白石的艺术理想与创作方法的形成，有个渐变的过程。
我们初步认为，主要取决于三点：一、勤奋；二、天赋；三、机遇。
　　众所周知，齐白石出自农家，没有进过什么正规学堂，全靠超乎常人的勤奋，学文化，学绘画，
终生不息。
他一生作画不辍。
自言：“一天不画画心慌，五天不刻印手痒。
”一生画作达四万余幅，诗三千余首，印三千余方。
其中，齐白石画过的乌就有三十多种；花卉八九十种；树木、虫鱼、蔬果、人物、走兽、器什、山水
每项也达数十种。
仅这笔数字就能让人望尘莫及。
而在这笔数字的另一面——质量，则是精品叠出、珍珠颗颗，更使人叹为观止。
　　他的天赋之高，也让人羡慕。
自小读书识字，过目成诵。
他的老师陈少蕃称赞他：“你的天分，真了不起！
”年长后仍每日读书诵诗，均能牢记不忘。
其对艺术的独特领悟与见解，亦非常人可及，天赋独具。
　　齐白石的机遇亦是令人羡慕的。
他虽未进过正规学校，但得遇恩师胡沁园的悉心教导，又得王湘绮、樊樊山、陈散原、陈石遗、金松
岑等当时一流学者、诗人的教诲。
定居北京后，又遇到画家陈师曾、大画家徐悲鸿的赏识与提携，其机遇之难得，亦属罕见。
还有一层，我们想说的是齐白石的高寿亦是可遇不可求的。
常言道：“画人不可无年。
”意思是说，书画家应该高寿。
高寿意味着成熟，设若齐白石不是长寿而仙逝，他的成就绝不可能达到现在的地步。
齐白石的成就主要在晚年的艺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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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其好友陈师曾，当年陈师曾的学识、画艺、见解均高于齐白石，在北京画名亦高于齐白石多多，
但天不怜才，活了四十八岁，正值艺术创作黄金时段就去世了，因而他的画名在画史上终不显赫。
齐白石则愈老画艺愈精，终达于化境，岂非拜长寿之赐？
百岁画家朱屺瞻、刘海粟及书法家林散之亦是如此。
诚然，这样说亦非绝对，西洋画家拉斐尔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活了三十七岁，凡。
高也只活了三十七岁，我国画家年轻即成名家的—也很多，随时可以举出十几个名字来。
故而画家是否非长寿不能成名，则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但写意画家、书法家则一般尤须长寿，那是因为书法家、写意画家更须有充实的学养、广博的知识以
及洞察世事的阅历，而要臻此一步尤其需要有充裕的时间，短时间不能得其真谛之故。
 　　齐白石的画，我们认为其最大的特色有“三化”：民族化、大众化、人性化。
“三化”在齐白石所有的作品中，互相映照，互相烘托，达于妙造自然、巧夺天工之境。
本书即以“三化”为出发点，对齐白石的诗、书、画、印中的七八十件作品一一加以评点，尽力避免
与别人雷同、重复，或许说这就是本书的一个小小的特色吧。
我们三人均非专家、学者，仅是普通的艺术爱好者，因此我们只能用普通人的眼光、普通人的笔墨去
评价齐白石的作品，评述不及以及不当之处肯定不少，我们希望它成为一块引玉之砖，引起更多同好
帮助我们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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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齐白石是20世纪我国成就最大、影响最广、最受人喜爱的大画家。
他的诗、书、画、印作品传承和发扬了中国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融合了民间工艺美术的精
粹，注入深厚的思想感情，以其独特的个性作出形象的诠释，为人民留下一笔丰厚的艺术财富，为祖
国的美术史写下浓郁深厚的一笔。
不妨说，他的作品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表达了儒、释、道三家的哲学内涵和人文精神，
取得了前人未能达到的境界与成就，具有历史的厚度，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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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代琇，本名杨代磅，笔名代琇，曾用笔名杨杨、杨滔等。
湖南衡阳人。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电影家协会会员。
离休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文学部党支部副书记。
作品大部分与老伴庄辛合作。
“文革”前出版有《母子闹革命））、《万里航行》、《女海员》等八种。
“文革”后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文章五百余篇。
出版有（（画廊漫步》、《中国古代画家故事》、《情系中华——周颖南传》、《东方之星》、《桥
梁力学专家李国豪》、《谢晋传》、《丹青情》、《柯灵纪事》等。
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文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和盲文出版，并有几篇作品得奖。
　　庄辛，本名庄晴勋，笔名庄辛，曾用笔名庄稼汉、庄持、日青、苏萨、力复等。
广东梅县人。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离休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副编审。
离休后曾参加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的革命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一书的编写（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
本人作品大部分与老伴代琇合作撰写。
应友人之邀编辑出版的有《南国情思——周颖南海外创作四十五年》、《周颖南与中华文化》（与诸
园合作）、《大师华翰——刘海粟周颖南通信集》；组稿出版的有胡华令教授、张茂荣首席代表的著
作各一部。
　　余耀康，浙江慈溪人。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虹口书画院菡师。
其作品入选《现代国际临书大展））、《中日书法交流展》、《上海·浙江书法篆刻联展》、（《走
向当代》等重大展览，散见于国内和日本、新加坡多种报刊、作品集，有的被艺术馆、纪念馆收藏。
在书法报首届“黄鹤奖”书法篆刻比赛、“丝绸之路”国际书画大赛等赛事中多次获奖。
出版有《应用文钢笔系列字帖（第六册）》（上海书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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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应该说在广袤无垠的农村土地上，孕育着多少富有聪明才智的各类人才呀！
然而由于贫穷、落后，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更饱受列强的侵略与欺凌，以致很多农家子弟受
不到教育、得不到正常的发掘和培养，最终像一颗颗深埋在泥层里的珠宝一样，发射不出一丝光芒，
显露不出无穷智慧，默默无闻地自生自灭。
翻开我国的绘画史，不知出自于农村最底层的杰出画家，在画史上熠熠生辉的究竟有多少。
我们只能举出元代牧牛少年王冕，当然也还有不少出自农家的画家，但我们觉得王冕和齐白石的童年
更加相似，最终都成为传世的大家，辉耀画史。
　　农家穷人的孩子，有一顿没一顿地艰辛长大，最后能崭露头角成名成家的，确实寥若晨星。
齐白石之所以能出人头地，一是勤奋；二是天赋；三是机遇。
也就是说，造就他的既有先天的又有后天的条件，更有外界的推动力。
　　齐白石出生于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4年1月1日）。
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书中这样写道：自己出生于湖南湘潭县杏子坞的星斗塘。
稍长，祖母常常背着他到田里干活，十分疼爱。
再长大一些，他便参加一些轻便的农活了，如牧牛、挑水、扫地、砍柴。
齐白石九十二岁追忆儿时情形时画了一幅《牧牛图》（图1），读之令人怦然心动。
这是一幅写实的水墨画。
画上是一个回眸牵牛晚归的孩子，沿路而行。
路边除左侧有两簇丛草之类的黑色墨团外，别无他物。
就画论画，它简约平实，无任何特异之处，是农村常见的景象人物，仅真切可信而已。
然而引起人们注目的是画上的题诗：　　祖母闻铃心始欢，也曾总角牧牛还。
　　儿孙照样耕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
诗中夹注日：“璜幼时牧牛，身系一铃，祖母闻铃声，遂不复倚门矣。
”画家画这样的画无疑是“意在笔先”，且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故形诸成画后产生了
无尽的艺术感染力。
凡艺术创作皆发乎“情”。
法国雕塑家罗丹径直说：“艺术就是感情。
”我们说无病呻吟的作品令人厌恶，那是因为它缺乏真情实感。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
”说的都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说《牧牛图》之所以感人，正是由于它传达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齐白石在《自述》中接着写道：三九隆冬季节，祖父常常拾些松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抱着他蹲
在炉边烤火，拿起通炉子的铁钳，在松柴灰堆里比划着写个“芝”字，教他认识自己的名字。
祖父认识的字不过三百，但他是教齐白石认字的第一位“老师”。
从此，祖父每隔些日子就教他识一个字。
齐白石聪明，教一个识一个。
在三年里，齐白石把祖父教的字全能写出来了。
齐白石的母亲常把烧饭的稻草上撸下来的稻谷集积下来，本想积了一些以后拿去换钱，请银匠打个饰
物戴戴。
但当她看见祖父盼望孙子上学缺少银钱而为难时，立即把稻谷卖了，买了笔墨纸砚，送儿子进外祖父
的蒙馆上学读书。
八岁时，齐白石到外祖父的蒙馆正式读书。
齐白石有一段很动情的文字记其事：“每天清早，祖父送我去上学，傍晚又接我回家。
别看这三里来地的路程，不算太远，走的却尽是些黄泥路，平常日子并不觉得什么，逢到雨季，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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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很哪！
黄泥是挺滑的，满地是泥泞，一不小心，就得跌倒下去。
祖父总是右手撑着雨伞，左手提着饭箩，一步一拐，仔细地看准了脚步，扶着我走。
有时泥塘深了，就把我背了起来，手里还拿着东西，低了头直往前走，往往一走就走不少的路，累得
他气都喘不过来。
他老人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真是难为他的。
”　　那时候的齐白石还常常和邻家的小朋友玩“打柴叉”。
有一首诗回忆其事：　　来时歧路遍天涯，独到星塘认是家。
　　我亦君年无累及，群儿欢跳打柴叉。
　　看到这首饱含亲情的诗，使我们了解了齐白石一生对故土、对亲人的时刻思念，且离乡愈久、年
岁愈长，情思更深更切。
因而对他的不少作品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怀恋，有了恰切的答案。
翻开任何一位画家的回忆或传记文字，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不断地在作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
亲身感受的乡情和亲情。
其后才逐渐开拓出去，去拥抱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然后画在纸上。
从爱乡、爱亲人拓展到爱人民、爱祖国！
这在齐白石的绝大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体现得更加明显突出，更加真切，更加深沉，因而也更
加扣人心弦，更加具有艺术魅力。
　　儿时读书，齐白石既聪明又用功，深得祖父、外祖父的欢心。
童年勤学，为日后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齐白石天天在描红本上描字。
描呀，描呀，描个没完。
有时描得厌烦了，就在纸上画起画来。
画画就是这样开始的：　　有个同学的婶娘生孩子。
家乡的风俗，新产妇家的房门上要挂雷公神像镇邪。
同学跟齐白石商量，让齐白石在纸上画了起来。
但画来画去画不像。
于是，齐白石就搬了高脚凳子，取下挂在邻居家门上的雷公像，并找到一张包过东西的薄竹纸，覆在
画像上，用笔勾描下来。
画好一看还真有点模样。
同学又叫他另画一张，他也照画了。
从此，齐白石对画画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这就是齐白石画画的起步。
其时，那同学在蒙馆里一声张，别的同学也让齐白石画。
于是，他把写字本裁开，半张半张地画。
最先画他常见到的钓鱼老头。
画了多次，越画越像，同学们见了啧啧称赞。
后来，又画花卉、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等十分熟悉的常见东西。
再后来题材越画越广，画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螃蟹、麻雀、青蛙、喜鹊、蜻蜒、蝴蝶
⋯⋯全是日常能见到的熟悉东西。
倒是画雷公像、神仙时，因没有见过，画着画着心里觉得不踏实而没有把握。
以后，齐白石坚守着一个信念：不画自己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
虽然做木匠时雕过龙，后来画过神仙妖怪，但那都是应客人的要求做的，不是他的本意。
不画没见过的东西，看似简单，要坚守也非易事，尤其是以卖画为生，每每不能不应求者所请，否则
“生意”就成泡影了。
从这一守则而言，用现代的话说，齐白石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
　　外祖父给齐白石用来写字的描红本，一转眼就被齐白石画光了，这很使外祖父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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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外祖父见他读书用功，也就光嘴巴叫打，没有真的给他挨手心。
那时，小小的齐白石画瘾已深，不让他画也已经无法停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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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画家：齐白石》即以“三化”为出发点，对齐白石的诗、书、画、印中的七八十件作品一一
加以评点，包括“勤学”“似与不似”“怪”“四绝”等，尽力避免了与别人雷同、重复。
齐白石的画，其最大的特色有“三化”：民族化、大众化、人性化。
“三化”在齐白石所有的作品中，互相映照，互相烘托，达于妙造自然、巧夺天工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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