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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代艺术巨匠齐白石来说，中年时“五出五归”的远游至关重要，他曾
回忆道：“这是我生平最可纪念的事，老来回想，也还很有余味。”远游过程中，
齐白石一共到过岭南四次，其中三回造访广州，还在广州度过了1909年的春
节。去年元旦，“美意延年——齐白石的艺术世界”展览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
出，“156岁”的白石老人再次在广州“过春节”，引起巨大关注。

多次造访岭南，辗转广州、钦州、香港等地，这对齐白石的艺术生命产生
了巨大影响。仅题材而言，他就创作了以荔枝为代表的岭南佳果系列。“园果
无双，予曾为天涯亭过客，故知此果之佳。”齐白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
幅荔枝画中这样称赞荔枝的独特魅力。

荔枝、葵树、芭蕉、虾……画中风物寄托了白石老人对生活最朴素、最本
真的祈愿，承载着他对岭南风物与人文的喜爱与眷恋，也关联着画坛一代宗
师与岭南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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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实
习生张敏楠摄影报道：广州中山
纪念堂即将迎来建堂九十周年，9
月 27日，来自广东省收藏家协会
的 23 名藏家在中山纪念堂举办
的藏品捐赠仪式上，捐赠了徽章、
邮票、纸币、票证等与中山纪念堂
相关的藏品共计138件。

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安
葬）纪念章、当年中华民国邮政
发行的孙中山像邮票和国外发
行的中山纪念堂邮票、广东省银
行民国期间发行的印有纪念碑
图样的钱币……捐赠仪式上展
出的一件件藏品，都在娓娓述说
着那段历史记忆。中山纪念堂
相关负责人评价：“此次捐赠的
藏品，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稀
有之程度，十分罕见。”

捐赠仪式上，由广东省收藏
家协会徽章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建

和赠送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
碑开幕典礼纪念章”一经展出即
吸引了全场目光。这是一枚圆形
铜制镀银、背插杆式长针的佩章，
整体图文并茂、精巧玲珑，徽章正
面用艺术表现手法刻有广州中山
纪念堂和纪念碑的图案，建筑掩
映在绿树中，立体且富有层次
感。徽章顶部环刻着“广州中山
纪念堂纪念碑开幕典礼纪念章
民国二十年十月十日”字样。

九十年前，这枚纪念章曾见证
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落成。李建
和介绍，1931年 10月10日上午9
时，中山纪念堂纪念碑举行开幕
典礼，出席典礼的嘉宾凭来宾证
即可领取纪念章一枚，当年限量
发放纪念章约3500枚。据李建和
了解，目前此纪念章存量极为稀
少，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徽章。

记者了解到，今年 10 月 10

日，中山纪念堂将迎来建堂九十
周年。中山纪念堂接受该枚纪念
章捐赠后，将在建堂九十周年之
际，通过“以伟大之建筑 作永久
之纪念”大型展览进行全国首展。

据新华社电 辛亥革命110周
年银质纪念币27日正式发行。该
银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20000
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
告显示，定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
发行辛亥革命 110 周年银质纪
念币 1 枚。该银质纪念币正面
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

刊国名、年号；背面图案为“天下
为公”字样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纪念馆造型组合设计，并刊“辛
亥革命 110 周年纪念”“1911－
2021”字样及面额。

据介绍，该银质纪念币含纯
银 30 克，直径 40 毫米，面额 10
元，成色 99.9％，由中国金币总
公司总经销。

中山纪念堂落成纪念章终回家
《江山如此多娇》

特种邮票在广州首发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110110周年周年
银质纪念币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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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
开幕典礼纪念章

四游岭海 独开艺境
襄助革命 广获知音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唐盛
图/广州艺术博物院提供

展览“齐白石的艺术世
界”的展品涵盖书法、绘画、篆
刻、手稿等，主要来自齐白石
收藏最丰富的北京画院以及
广州艺博院。主办方称，展览
的缘起之一是 111 年前齐白
石在广州度过的春节。但说
起齐白石与广州的缘分，却不
只发生在1909年。

1902 年，40 岁的齐白石
收到好友郭葆生的来信，信中
写道：“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
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
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考察方
能得其中之真谛。”好友的建
议促成了齐白石艺术的转
变。根据齐白石口述、张次溪
笔录的《白石老人自传》（以下

简称《自传》）记载，齐白石前
后来过广东四次，都发生在对
齐白石艺术创作发生重要影
响的“五出五归”过程中。

据现有材料，纵观齐白
石四次来粤的经历，由于他
的声名尚未到显赫之时，其
游历更多是一种个人及朋友
间的行为，并没有在更广的
艺术与公共领域引起广泛效
应。但不管怎样，四次来粤
的经历注定成为齐白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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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经历，他说：“这是我生平
最可纪念的事，老来回想，也
还很有余味。”

1906 年，齐白石第三次
出游途中，在桂林接到家中
父亲来信，要他赶去广东追
寻从军的家人，因此他取道
梧州、来到羊城，这是他第一
次到广州。此次到广州后，
齐白石并没有过多停留，而
是匆匆赶往钦州寻找家人。
到钦州后，齐白石被时任钦
廉兵备道的郭葆生留下，既
教其夫人画画，也为郭葆生
代笔作画，赚了一些润资。

这是齐白石第一次到广
东（钦州当时尚属广东，今属
广 西），此行他最大的收获
是，从郭葆生那里看到八大
山人、徐渭、金冬心等诸多名
家真迹并临摹。

与 岭 南 渊 源 深 厚
的 另 一 位 国 画 艺 术 大
家 是 黄 宾 虹 。 1928 年
夏 ，黄 宾 虹 赴 广 西 讲
学，归途中经过广州。
9 月 9 日 ，广 东 国 画 研
究 会 为 黄 宾 虹 举 行 了
盛大欢迎会，他还拜访
了高剑父等当地名流。

两广、岭南是黄宾
虹 艺 术 创 作 的 重 要 对
象 。 如 果 说 游 历 江 淮
是 黄 宾 虹 治 艺 画 旅 的
第一个十年，那么桂林
之 旅 就 是 开 启 其 下 一
个 十 年 的 分 水 岭 。 他
先后于 1928 年、1935 年
两赴桂林写生，还曾描
绘过广东惠州、肇庆等
地风物，这促成了他艺
术的转折。

黄 宾 虹 在 上 海 即
与黄节、邓实等广东人

相契，后来又与黄般若
多 有 来 往 ，留 下 不 少
来 往 信 笺 、诗 文 与 画
稿 。 他 的 艺 术 思 想 与
广 东 人 密 切 相 关 ，其
艺 术 实 践 的 转 折 点 更
发 生 在 岭 南 。 黄 宾 虹
对 国 粹 学 派 美 学 思 想
的 吸 纳 实 践 ，离 不 开
他 与 广 东 学 人 、画 坛
的来往联络。

同时，广东人也是
黄 宾 虹 一 生 的 知 音 。
黄 宾 虹 作 品 最 早 的 藏
家就来自广东，其作品
许 多 也 流 向 粤 港 。 黄
宾 虹 的 朋 友 圈 中 出 现
了大量的广东人身影，
除了画家之外，还有诗
人 、出 版 商 、赞 助 人 。
美术史学者认为，没有
广东人的赞助，就没有
黄宾虹。

黄宾虹：
结缘岭南的另一位大家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
“五出五归”对齐白石艺
术人生的影响？

朱万章：真正决定
画家齐白石之格局、走
向的，是其定居北京后

“衰年变法”并逐步进入
主流艺术圈、被京城画
坛所接纳的过程，这最
终成就了他在二十世纪
画史上的地位。

早年的“五出五归”
是齐白石艺术生涯中最
重要的一环，滋养了他。
齐白石到过广东、香港等
地，这些游历极大地丰富
了他的早期艺术经历，助
他奠定根基，并对后来的
艺术推广及传播都起到
一定的作用。这都发生
在他人生经历中的艺术
生成阶段。

羊城晚报：齐白石曾
四次踏足广东，南粤大地
和他有着怎样的缘分？

朱万章：因地利之
便，齐白石多次踏足广
东，岭南风土人情在其画
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痕。比如，齐白石终生钟
情于画荔枝，也特别喜欢
画一些南国情调的花果、
风物，这都和其曾游历广
东的经历分不开。他的
作品雅俗共赏，且大多具
有吉祥寓意，这也和广东
大众的审美情趣相通。

羊城晚报：近年来对
齐白石研究有什么新的
发现？

朱万章：近年来的齐
白石研究，在同时期的画

家研究中，可谓拔得头
筹。其主要表现在挖掘
出了新的材料，信札、日
记及大量书画公开展示
和出版，极大地丰富了研
究视域。以北京画院齐
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
为主导的学术群体，近十
年来开展了对齐白石山
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交
游及其在二十世纪画史
中的地位等多方面研究，
成果丰硕，大量论著发
表、出版。研究队伍也呈
现多元化、年轻化倾向。
这在对其他画家的研究
中，是比较罕见的。

羊城晚报：在今天，
回顾白石老人的艺术，将
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朱万章：齐白石的成
功，带给后人很多有益的
启示，比如作品要应和时
代潮流，要有一定数量的
受众群体；审美方面要雅
俗共赏，题材要多样；在
推广上，要广泛得到主流
艺术圈和政界、商界的认
同；要有一定的文化传承
性，需要有一定分量的弟
子来继承推介其艺术；其
作品在重“质”的前提下，
要有一定的“量”；自己要
多才多艺；当然，画家还
要长寿……这些因素构
成了齐白石成为大家的
必要条件。

这些条件有些是可
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有
的则是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加持。因此，也可以
说，齐白石的成功是不可
复制的。

广东印痕深深刻在白石艺术中

被称为齐白石“山水第一轴”的
《芭蕉书屋图》

广东风物如画，广东人
更是齐白石的艺术知音。
1908年，齐白石接到在广东
提学使衙门任事的罗醒吾
邀请，于当年 2 月前往广
州，在广州住下，以卖画刻
印为生。

这一次，《自传》中如此
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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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白石 1902 年首度远游，到
西安时，曾主动为名士樊增
祥（时任陕西按察使）刻过
几方印，很受樊的欣赏。樊
增祥不仅给了齐白石五十
两银子作为润资，还特意替
齐白石订了一个刻印的润
格，并亲手写好送给他。想
必齐白石在广州时仍是用着
樊增祥拟定的润格，每日有
十来起，收入当颇为可观。

除了卖艺，齐白石在广
东更直接参与革命工作。
当时，与他同为“龙山诗社
七子”之一的罗醒吾参加了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在广州做秘密革命工作。
此番在广州见面，罗醒吾希
望齐白石帮忙做点事，替他
们传递文件。

齐白石在《自传》中回
忆称，感觉这倒不是难办的
事，只须机警地不露破绽，
当下也就答允。从此，革命
者的秘密文件需要传递，罗
醒 吾 都 交 给 齐 白 石 去 办
理。而齐白石则假借卖画
名义，把活页夹杂在画件之
内，传递得十分稳妥，始终
没露马脚。

1908 年秋，齐白石的父亲
来信叫他回乡。但他在家住了
没有多久，又受父命前往钦
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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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
葆生挽留下过了夏天，才带着
亲人经广州往香港，换乘海
轮，直达上海。

这一次，齐白石在香港前
后逗留八天。从《寄园日记》中
可知，他在港停留期间入住了
中环的泰安栈，主要活动在香
港岛北岸中环、上环一带。齐
白石先后在太平戏院看广东粤
剧、参观香港博物馆、到电影院
看日本的默片电影、徒步登游
太平山（但 因 疲 累 而 中 途 放
弃），在“兵头花园”看野生动物
……离开前不忘买了一斤新鲜
辣椒，作为继续海上旅程加菜
之用。

香港艺术馆馆长司徒元杰
认为，齐白石过境香港之旅虽
然时间短暂，但对画家的交游
往来以及日后办展卖画，都产
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司徒元杰翻查记录发现，已知
较早在香港从事齐白石作品经
纪事宜的人不少，有帅铭初、赵
少昂、郑子展等人。值得一提
的是，抗战期间，齐白石生活在
沦陷的北平，门前高悬“停止卖

画”以拒日寇汉奸；而在千里之
外的几位香港代理人一直与齐
白石保持联系，给予他支持和
赞助。

司徒元杰介绍，齐白石和
几位香港代理人的关系，直接
见证于现藏北京画院齐白石生
前自制的“邮寄收据”贴簿子。
该簿收录了齐白石在 1938 年
至 1945 年间部分邮寄挂号的
收条，并亲笔在旁扼要写下日
期和事由，可窥见他当时的艺
术交际情况：他所记录的事由
多关乎寄画交易，所寄香港地
址有帅铭初的办公室、赵少昂
家和中华书局的郑子展处。

1949 年 后 ，香 港 进 一 步
享有背靠祖国大陆、面向世
界的有利发展条件，艺术文
物亦以此为汇聚交流中心。
当时大量书画从国内输出，
主要通过画廊代理在香港交
易，其中最重要的是 1958 年
开业的“集古斋”，曾经营过
不少齐白石作品。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香港更成为国
际拍卖近现代中国绘画的最
主要市场，亦直接造就了不
少 独 特 而 高 素 质 的 私 家 收
藏，其中便有专注齐白石书
画的藏家。这位国画大师的
作品在香港的流传活动非常
活跃，数十年来蔚然成风。岭南佳果荔枝入齐白石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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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造访岭南对齐白石
的艺术生命产生了巨大影
响。仅就创作题材而言，他
就形成了以荔枝为代表的岭
南佳果系列。齐白石总结，
自己的荔枝画创作自钦州之
行开始，他曾在一幅《荔枝蜻
艇》上题有“寄萍老人齐白石
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之句。

钦州在清代和民国时均
为广东所辖，新中国成立后
改属广西，盛产荔枝。1907
年，齐白石再次动身前往钦
州，这是他的第二次岭南之
行，就已与荔枝结下了深切
缘分。这次齐白石还随郭葆
生到了广东肇庆，游鼎湖山、
观飞泉潭；又往高要县，游端
溪、谒包公祠。独特的岭南
自然人文景观，让齐白石目
不暇接。

齐白石一行回到钦州
后，正值荔枝上市之时。由
于沿路看到满树荔枝，齐白
石从此也把荔枝也入画。“曾
有人拿了许多荔枝来，换了
我的画去。”齐白石在《自传》
中不禁感慨道：“这倒可算是
一桩风雅的事。”齐白石还曾
捧过一位歌女的场，她常常
剥了荔枝肉给他吃 . 齐白石
还作了一首纪事诗：“客里钦
州 旧 梦 痴 ，南 门 河 上 雨 丝
丝。此生再过应无分，纤手
教侬剥荔枝。”

那么，齐白石一共画了多
少幅荔枝画，传世的又有多
少？《美术报》曾有文章指出，
根据《齐白石全集》（湖南美术
出版社，1996 年版）收录的作
品统计，共有 42幅荔枝题材
绘画；在《北京画院藏齐白石
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年 9 月版）中，则有 3 幅荔枝
画，且与《齐白石全集》收录的
作品不重复。这两大画集基
本上涵盖了齐白石荔枝画的
存量，共计45幅作品。

有研究者分析，齐白石
荔枝画的创作高峰期在二十

世纪四十年代，有 23 幅之
多，占据其整个生涯荔枝画
的大半。其最后一幅荔枝画
创作于 1955 年，在他离世的
前两年。齐白石的荔枝画形
制、尺幅不一，画面结构多
样，他对荔枝的喜爱以及通
过荔枝寄托的美好意愿是一
以贯之的，喜用“大吉大利”

“平安多利”“太平吉利”“吉
利万年”“大利”“大喜大利”
等题款。

除了岭南佳果系列，齐
白石的岭南行还为之开启了
葵树、芭蕉等南方风物的创
作。在 1907 年初春至冬末
的旅途上，齐白石随军到边
境城市东兴。他在《自传》里
提到：“这东兴在北仑河北
岸，对面是越南的芒街，过了
铁桥，到了北仑河南岸，游览
越南山水。野蕉数百株，映
得满天都成碧色。我画了一
张《绿天过客图》，收入借山
图卷之内。那边的山水，倒
是另有一种景色。”

在被称为齐白石“山水
第一轴”的《芭蕉书屋图》上，
齐白石的题跋与其记述相
符：“芒鞋难忘安南道，为爱
芭蕉非学书。山岭犹疑识过
客，半春人在画中居。余曾
游安南，由东兴过铁桥，道旁
有蕉数万株绕其屋。”齐白石
研究专家郎绍君认为，《芭蕉
书屋》的构思完全源自老人
短暂的越南之行。“映得满天
都是碧色”的芭蕉和掩映其
中的楼屋深深地刻在他的脑
海里，让他形成刻画“蕉屋”
的冲动。

荔
枝
入
画

历九十寒暑
念武昌首义

绘伟人诗意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
通讯员宋悦摄影报道：9月 25
日，《江山如此多娇》特种邮
票首发仪式在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举行。据
了解，此次发行的《江山如此
多娇》特种邮票小型张 1 枚，
全套邮票面值6元，邮票小型
张计划发行数量 600 万套。
邮票取材自悬挂于人民大会

堂的《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国
画，《江山如此多娇》是岭南画
派代表人物关山月及中国当
代画家傅抱石于 1959 年合作
创作的巨幅设色山水画，高
6.5 米、宽 9米，毛泽东为这幅
诗意画题写了“江山如此多
娇”六个字。中国邮政特别
发行了《江山如此多娇》个性
化邮票双连张。

中国邮政特
别 发 行 了《江 山
如 此 多 娇》个 性
化邮票双连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