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

一帧合影话大师

白石的诗书画印既有传统

的师承。又有强烈的个性，

可以说“嘎嘎独造，艺坛一绝”；梅

兰芳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在京

剧表演的程式上，手、眼、身、法、步

以及他的唱做念打，从前辈承传蜕

变而出，又进行了精心谋划、大胆

而细心的改革，为京剧艺术这门

“国粹”进入世界舞台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形成独到风格、自立门户

的“梅派”，成为20世纪著名的京

剧“四大名旦”之首。所以，不论你

喜爱不喜爱书画或京剧，在中国本

土上，以及全世界凡是有华人居

住的地方，这两位大师的名字，

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

是这两位是如何订交而相知，到

了晚年梅兰芳还在演出他的代表

作之一——《贵妃醉酒》这一传

统剧目时，身着戏装与白石老人

③孙洵

合影呢?这可要从头说起，娓娓道

来。只要您悉心品味，不难悟出

“天才与勤奋”、 “艺术品种的

交融性与互补性”、 “艺同理”

等许许多多“闪光点”。

齐白石(1863—1957)是近百

年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

彩的大师。这绝不是一句空洞虚

饰的辞汇。首先表现在他在艺术

道路上的探索与其创作时审美取

向的抉择。他是湖南湘潭人，从

小生活在具有田园特色的农村。

他做过牧童，也善于捕鱼捉蟹，

后来还学过雕花木匠(当时的家

具，如书橱、桌椅、木床等上面

都有雕花装饰)，这为他奠定了一

定书画的技巧功底。27岁起他开

始学书画，兼作画工，为人传

“衣冠像”(因当时摄影技术尚不

发达，照像馆也很少，年长者常

请画工绘像)。约40岁后从老家

走出来，游历南北“五出五

归”，随地写景，得《借山图

卷》40余幅。游历北京时曾以

“同乡后辈”的身份去拜见王

运(1832—1916，字壬秋，号湘

绮，清咸丰举人，授翰林院检

讨，加侍读衔，曾主讲尊经书

院。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

长)，王在其《湘绮楼全书-El

记》中经常写道： “今Et齐木匠

来了。”可知，齐从王那里学了

不少诗文方面的学识。他也勤奋

好学，深得王的器重。那么，究

竟什么时候，齐氏定居北京的呢?

“民国六年(1917年)，齐白石第

二次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南纸铺

内挂出了卖画和刻印的润格，陈

师曾见到他刻的印章，大为赞

赏，就到法源寺齐的住处来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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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他们唔谈之下，非常投机，

齐拿出了自己画的《借山图卷》

请师曾鉴赏指教⋯⋯”(朱金城

《读“陈师曾遗诗”零墨》，刊

《书林漫录》十集，中华书局

1985年5月)。陈师曾不仅在艺

事上帮助了齐，后来还介绍他认

识了许多文艺界高层面人士，也

包括当时已崭露头角的梅兰芳。

陈师曾(1876—1923)原名衡

恪，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

曾任湖南巡抚；父陈三立光绪年

间进士，后因涉嫌戊戌变法，清

廷宣布“永不叙用，”遂举室迁

居南京，先住在马道街，后迁至

建邺路(安徽名士刘世珩的别业)

与内桥湾交界处。可以说，师曾

是在南京长大成人的，弱冠前后

到上海拜吴昌硕为师学书画篆

刻，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与鲁

迅、乔大壮同事于教育部。后在

北京美专任教。陈是看了齐的作

品后主动上门与齐交流的，可见

此人古道热肠，善于艺友切磋技

艺。1923年，因师曾继母作古，

奔丧遽病，他本人病故于南京寓

中。齐白石得知后非常痛心，深

情地作诗悼念这位比自己年纪小

13岁的亦师亦友： “君无我不

进，我无君则退。”事实上，陈

生前不仅请齐去美专讲课，指导

学生书画刻印，还经常对齐的创

作提过许多宝贵意见。如果说齐

的成就除本人睿智好学外，艺友

的砥砺也是因素，那么，陈对齐

的助益也就不言自喻了。陈虽英

年早逝，培养的学生却很多，如

20世纪60年代任教于南京艺术

学院的美术史论家俞建华教授(俞

主编过《中国美术家人名辞

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年12月第1版)。

对于艺事，齐氏晚年自认为

主篆刻第一、诗词第二、书法第

“三、绘画第四。他治印初学浙

史?派，旁及赵之谦、黄牧甫，最受

藏2吴昌硕的启发与影响(鉴于许多原

群因齐虽没有直接请教吴，由于陈

师曾是学吴派的，故尔还是能间

接受到熏染)。齐刻印纵横排鼻，
大刀阔斧，从汉将军印和魏晋时

期少数民族多字官印的椎凿方法

中吸取营养，不拘绳墨，随刀而

成，常不加修饰，任其欹斜剥

落，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人称为

“齐派”。当时京华不少守旧者

冷嘲热讽。齐愤然写诗“纵横歪

倒贵天真，削作平匀稚子能。若

听长安流俗论，汉秦金篆尽旁

门。”古人说“诗言志”，这该

是齐内心最好的表白。齐的书法

最早学唐人李邕，后学清代何绍

基，又不断吸收八大山人与金农

的笔意。齐的绘画专精写意花

鸟，以徐渭、八大、石涛为宗，

尤工水墨、虾、蟹、鱼、蛙等水

族，墨渖淋漓，神态活泼。这与

他儿时生活在农村有极好的生活

体验是分不开的。由于白石老人

的画作为广大群众喜爱，印刷品

各地层出不穷，人所尽知，也就

不赘述了。齐久居北京后，与其

他老辈艺术家一样酷爱京戏(当时

称“国剧”，民间称“大戏”)。

每当作画疲惫之际，老人也能用

京腔京韵哼上几句京戏，是艺术

家的排遣，也是陶醉。因为京剧

舞台上的造型、程式动作、唱腔

的抑扬顿挫⋯⋯对书画家的构

思、用笔甚至着色，都是一种无

可名状而又潜移默化的启迪。

别误会，齐白石与梅兰芳的

友谊还不仅仅是老人喜爱京戏，

更重要的是梅先生既是中外闻名

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也是一位

在书画方面极有造诣的名家——

这一事实可能鲜为人知：梅氏的

京剧成就，各种文集、报刊、电

视广播等新闻媒介迄今为止还经

常介绍，限于篇幅，本文去阐述

他的另一个侧面。俞剑华主编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第905

页： “梅兰芳(1894—1961)字畹

华，江苏泰州人。巧龄子。为闻

名世界之京剧艺人。于戏剧之

外，亦工书法，并曾从王云(梦

白)学画花卉，出笔透逸，有华

风味。”该书第903页： “梅巧

龄(1835—1882)⋯⋯自署梅避

人，江苏泰州人，北京名伶工。

喜购汉碑，工分隶，远在其乡人

董尚书之上⋯⋯”此公就是梅兰

芳的父亲。

以上文字可见梅兰芳不仅是

梨园世家，在书画上也有家学渊

源。试想，父子两人同时被收在一

部权威性的美术家人名辞典之中，

一般涂鸦几笔、附庸风雅的人怎能

与之相比?!喜欢京戏的人都知道，

有些传统戏，例如《丹青引》就

要求演员在台上作画⋯⋯更主要

的是老师发现有前途的演员另外

还要补上字画课，以提高文学艺

术方面的训练，有利于对“角

色”与剧本的历史背景、文化氛

围全面理解。关于王云这部辞典

也有介绍： “王云(1888—1934)

字梦白．江西丰城人。画花鸟学

任颐，为吴俊卿所赏，陈师曾极

力为之揄扬，并劝改画李鲜、华

岳，艺大进，并引为北京美专教

授。”以上梳理一下，齐、梅两

位的关系也就脉络清晰了。更重

要的是两位大师在创榛辟莽的艺

术探求道路上有共同点：都竭力

在自己艺术圈子里塑造“自

我”，主张要继承传统，更要去

创新，又各自取得了举世嘱目的

成就。如此“殊途同归”当是人

生很高的境界。他们的友谊、感

情、艺术交流的契合点是牢固

的。

这帧合影摄于1956年冬，为

两位东方文化巨人的交往提供了

档案的佐证，内涵丰富，弥足珍

贵。●

(作者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学

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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