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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的艺术世界

星塘白屋不出公卿

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白石铺的一户普通农家，齐家门前的

水塘传说是古时有陨石落下，因此得名星斗塘。六岁时，家乡新

上任的地方官在乡间巡视，惹得乡邻争相去道旁瞧热闹。幼年的

齐白石却对此不屑一顾，此举还赢得母亲的赞扬“好孩子，有志

气！⋯⋯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母亲的

话对齐白石影响深远，也使得他“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触”，

所以在面对好友为其捐县丞，以及推荐他为慈禧太后当内廷供奉

带领七品官衔等好意时，身为民间画师的白石山人向来是敬而远

之。

贫寒家庭出身的齐白石在遇见恩师胡沁园之前，一直在湖南

乡间从事雕花木匠工作。开始学习绘画后，对于湘籍画家的学习

以及临摹均是一丝不苟。对于齐白石早年的人生经历，我们从《万

竹山居图》中看出老人对于家乡景物的回忆与怀念，也可以《上

学图》中看到老人童年记忆的美好与祖孙情深。不过，对于自己

的卑微出身和木匠身份，齐白石从不隐讳，羞于提及。恰恰相反，

他常常以“鲁班门下”、“木人”等名号自居，一身平民傲骨，

自矜自傲的他只是恪守着自己的绘事本分，鬻画为生。从“星塘

白屋不出公卿”、“以农器谱传吾子孙”等印章中便可得见齐白

石的早年经历和人生观，更可得见老人不忘出身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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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竹山居  

纸本水墨 

纵 102.5 厘米    横 49.5 厘米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题款】万竹山居   借山吟馆者齐璜

【钤印】齐大（白文）

这是一件齐白石先生怀念家乡的忆旧

之作。齐白石曾在自述中这样描绘家乡：

“杏子坞，乡里人叫它杏子树，又名殿子树。

星斗塘是早年有块陨星，掉在塘内，所以

得了此名，在杏子坞的东头，紫云山的脚下。

紫云山在湘潭县城的南面，离城有一百来

里地，风景好得很。”图中描绘的两间农舍，

门前屋后竹林掩映，屋前是一泓清流，好

似神奇的“星斗塘”；屋后遥见巍峨的群

峰、屹立的山石，好似风景秀美的紫云山。

前有活水，背靠高山，真乃福地！作品为

我们勾勒了一个文人理想的乡间隐居生活，

它既包含着齐白石对家乡的回忆，也是齐

白石的乌托邦。

对于家乡的思念是齐白石艺术的一个

主题。齐白石自1917年定居北京以后便很

少回过湘潭，他时常画家乡的蔬果、景色

以慰藉自己的乡愁。因为在齐白石的记忆

里，家乡融合了文人的理想安居，安宁的

乡村，既可闲居读书，又可临水赋诗，时

而还有风过竹林的声音，这真是一个艺术

家心灵的栖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