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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对话

齐白石“五世同堂”艺术展首次亮相广州

日前，“五世同堂”——
齐白石家族传承艺术展开
幕式暨广州文艺市民特色
空间（珠江钢琴创梦园）揭
牌仪式在广州市荔湾区珠
江钢琴创梦园举行。回顾
过往，齐白石曾四次到广
东，三次踏足广州，齐白石
更曾回忆说：“这是我生平
最可纪念的事，老来回想，
也还很有余味。”

“勤奋执着，勇于创新”
收藏周刊：作为齐白石先生的

后人，您早期有过怎样的学艺经

历？

齐思玉：受爷爷的启蒙，我大

约从六岁就开始画国画，家里的氛

围很好，家人都会画画，印象中很

小的时候我已经对软软的毛笔能

在宣纸上画出各种形象感到非常

有趣，并一直钟情于这。爷爷是一

位要求很苛刻的人，但每每得到他

的鼓励与夸奖，都成为我继续努力

的动力。

收藏周刊：在您看来，齐白石

先生艺术精神上最值得传承的，有

哪些？

齐思玉：就是勤奋执着，勇于

创新，现在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心

流状态”，就是高度集中专注于一

件事情，有高度的激情和充实感。

白石老爷爷也是这样，一遍一遍地

在草图上构思，反复推敲，尝试每

一笔的浓淡，勇敢地去创新，不断

地思考，最后能够在自己的艺术领

域有所造诣。而且在当时，白石老

爷爷的绘画并非主流风格，但他仍

然会执着地去雕琢自己的风格，勤

奋地练习，不管是在他的笔法、布

局，还是思想精神，最终通过绘画，

都让世人看到了他的才华。

此外，他的处事态度也非常

棒，他总能有一种悠闲自在的感

觉。可能这样的心态比在艺术上

急于有所成就，对于艺术家来说反

而是更重要的，这样更有利于艺术

家向内挖掘自己的内心想法，从而

创作出更动人的艺术品。

回忆四次来粤三次踏足广州，齐白石曾言：这是我生平最可纪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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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同堂”，展出近百幅作品
8月 19日，广州文艺市民特色空间

（珠江钢琴创梦园）落户园区，“五世同

堂”——齐白石家族传承艺术展作为首

发活动开幕，本次展览由齐白石家族成

员发起，首次在广州展出齐白石家族五

代成员的艺术作品，涵盖绘画及篆刻作

品、研究成果、历史文献等。

展览展出齐白石及嫡传三子齐良

琨、四子齐良迟，孙辈齐灵根，曾孙辈齐

艳芳、齐艳喜、齐驸，玄孙辈齐思玉，齐

白石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坚、齐派艺术家

陈鹏翔、周学林等近百幅作品。

齐白石《虾蟹图轴》和家族几代对

绘虾的传承和变革创作集体亮相，并由

齐白石嫡传后人齐思玉对白石老人的

作品进行导览赏析。

彼时广州人看画喜“四王”
对齐白石更多是找他刻印

根据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

《白石老人自述》记载，齐白石前后来过

广东四次，其中三次来到广州，广州在

齐白石“五出五归”的艺术创作历程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纵观齐白石四

次来粤的经历，彼时他的声名尚未显

赫，其游历更多是个人与朋友之间的交

流探讨，并没有在大众艺术范围引起广

泛效应。三次来穗的经历成为齐白石

艺术人生“行万里路”中的重要足迹，对

其绘画及诗文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

影响。对这些经历，齐白石回忆说：“这

是我生平最可纪念的事，老来回想，也

还很有余味。”

据齐白石自述，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7 月中旬，广西提学使汪颂年

约他游桂林。在桂林过了春节之后，齐

白石打算回家。正想动身时，忽接其父

亲来信，说四弟纯培和长子良元从军到

了广东，家里很不放心，叫他赶快去追

寻。齐白石就取道梧州，到了广州，这

是齐白石第一次到广东。

两年后的春节，齐白石随同郭葆生

到了广东肇庆。游鼎湖山，观飞泉潭；

又往高要县（今高要区），游端溪，谒包

公祠。独特的岭南自然与人文景观，让

齐白石目不暇接，极大地开拓了其视

野。从肇庆回到钦州（钦州当时属广

东，今属广西）后，正值荔枝上市，在郭

葆生的鼓励下，齐白石三天画了七八幅

荔枝图，很快被抢购一空，他的荔枝画

轰动了钦州城。关于他与荔枝的趣事，

齐白石介绍道，曾有人拿了许多荔枝，

专门来换他的画作。由此，齐白石不禁

感慨道：“这倒可算是一桩风雅的事。”

这算是齐白石第二次结缘广东。从现

有出版物统计可知，齐白石存世荔枝图

共计 45幅。其中 23幅集中在上世纪 40
年代创作，而最后一幅荔枝图创作于

1955年,两年后，他便与世长辞。

1908年，齐白石的好友罗醒吾在广

东提学使衙门任事，邀约齐白石到广州

一聚，当年 2月，他动身到了广州，在这

期间，他仍以卖画刻印为生。“那时广州

人看画，喜的是‘四王’一派，我的画法，

他们不很了解，求我画的人很少。惟独

刻印，他们却非常夸奖我的刀法。我的

润格挂了出去，求我刻印的人，每天总

有十来起。因此卖艺生涯，亦不落寞。”

1908年秋，齐白石第四次南粤行正

式开启。他先在广州度过了 1909 年的

春节，于正月到达钦州，到了夏天，便带

着亲人经广州往香港，在香港逗留了八

天，后换乘海轮，直达上海。

齐白石求人篆刻遭冷遇
激起他的斗志

本次展览主题“五世同堂”取于白

石老人一方印章。谈及篆刻，不得不提

齐白石曾经的那次“冷遇”。有一次，齐

白石在白石铺一大户人家描容，偶遇从

长沙来的篆刻名家。人们送来不少名

贵石料请他刻印，齐白石怀揣一块寿山

石，也希望这位刻印人为他雕琢一番。

他按规定日期找到那位篆刻名家，

深施一礼，恭敬地问：“先生，前几天我

送的石料刻好了吗？”

“你是谁呀？”刻印人答非所问。

未等齐白石开口，一个管家模样的

人说：“他是我家老爷请来的描容匠。”

“描容匠？”篆刻名家漫不经心地从

箱里翻出一块石科，“是这块吗？”

“你晓得此为何石料？”

“寿山石”，齐白石从容答道。

篆刻名家想不到眼前这个平庸的

小字辈答得如此爽快，便不敢再问了。

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他举起寿山石，

面对众人，口若悬河：“这种以叶蜡石为

主组成的石料，品类繁多，我手中的寿

山石是治印的上品。因该石产于福建

省的寿山……”

齐白石见篆刻名家滔滔不绝，好像

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急忙问道：“先生，

我的印到底刻好没有？”

篆刻名家不耐烦地把石料往桌上

一扔：“不平，拿回去磨平再来！”

受此冷遇，齐白石不免怒火中烧。

他冲上前，一把抓起那块心爱的石料，

回到住处，卷起行李，撕掉未画完的人

像，不辞而别了。

他不知自己是如何跌跌撞撞地赶

了几十里山路回到家的。他胸中燃着

一堆火，憋着一股气。

蓦地，他瞥见窗台上那把铮亮的修

脚刀。他想：别人用刀能刻印，难道我

就不能开始卓有成效的铁笔生涯？他

左手握石，右手持刀，把全身的愤懑跟

满怀的情志凝聚于刀尖，平生第一方印

章“金石癖”终于刻好了。这“愤怒之

作”布局合理，刀法苍劲，隐隐有一股刚

毅之气。他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闷气

也驱散了不少。

当他把那方“金石癖”拿去请教黎松

安的时候，后者甚感惊喜：“了不起，了不

起，妙趣天成，颇有韵味，与长沙名家所

刻，大有雅俗之分嘛！”“这是被逼出来

的。”于是他讲了自己遭受冷遇的经过

后，又拿出几方印章求教于黎松安。

黎松安打趣道：“这有何难。南泉

冲有的是‘楚石’，你挑上几担回家，随

刻随磨，随磨随刻，等刻的石粉能装满

三四点心盒，功夫就到家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此，齐白

石白天描容作画，晚间操刀刻石。功夫

不负苦心人，他的刻印技巧在同辈中后

来居上，很快独步一时了。在师友们的

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下，他从所刻众多

的印章中精选出一部分，刊出了自己的

第一次印稿，共四本，题名为《寄园印

存》，每印均附拓边款。而收在印稿中

的第一方印章，便是当年奋发图强之时

用修脚刀刻的“金石癖”。

广州文艺市民特色空间
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是广州市

文联打造的文艺为民新平台，目前

已建立了11个广州文艺市民各区

空间、13个广州乡村文艺空间、8个

广州乡村文艺空间服务站和6个广

州文艺市民特色空间。通过不断

拓展文艺志愿服务阵地，广泛开展

文艺惠民活动，建立了文艺志愿服

务“广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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