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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情」與「理」的視角看齊白石繪畫創作 

Review the Created Painting of Qi Baishi from  

Perspective of Emotion and Ration 

 

劉北一 

Liu, Bei-Yi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生 

 

摘要 

齊白石作為近現代花鳥畫領域的重要畫家，其重要性體現在其繪畫創作中的

突破性。他一方面繼承明清大寫意畫法，而後又沿著吳昌碩的藝術軌跡，注重金

石風韻，將自身農家樸素情懷融入作品之中，並且在治印、詩歌、書法領域中也

有所建樹。在繪畫創作中，齊白石的辯證思維是其藝術價值的重要體現，他善用

逆向思維，將「繁」與「簡」進行置換，即將繁瑣的事物用簡明的手法呈現出來，

同時又用簡單的物象表達豐富的情感或哲理。 

近年來，學界有關齊白石的研究論文多不枚舉，從其創作、師承、遊歷、影

響等諸多方面入手，這些研究基本將齊白石的資料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對我們瞭

解齊白石的藝術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這些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缺失，總體而言有

幾個方面：其一，研究內容與視角的重複性問題；其二，研究的深度問題；其三，

研究的主觀性問題。這些問題體現在研究中動輒「雅俗共賞」、「妙在似與不似之

間」、「衰年變法」等等。這是齊白石繪畫藝術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問題，尚需深入

厘清各中邏輯關係，不然則陷入人云亦云的濫觴。 

本文透過齊白石繪畫創作中所呈現的 「情」與「理」這兩個視角對其藝術

作品進行剖析，這個過程也是對其藝術風格的另一種詮釋。在寫作中選取齊白石

的一些代表性作品進行分類，同時對每一類作品的內涵進行解讀，從而揭示齊白

石繪畫語言的獨特性。 

【關鍵字】情、理、齊白石、繪畫創作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期                                                               

184 

一、以「情」達意 

農民出身的齊白石自幼年即顯現出細膩且豐富的情感，這從他的< 自述>1中

可以看出。他提及幼年躺在祖父懷中習字、祖母倚門望歸、與師傅周木匠學藝的

種種經歷以及他對世事的感受可以窺探他的情感世界。誠然，齊白石的職業經過

了數次轉變，從農家的放牛娃、鄉間木匠、鄉間畫師、名畫家等等，其豐富的人

生經歷為這個情感細膩的畫家提供了創作素材。分析齊白石的作品不難看出，他

在畫中時刻不忘情感的表達，包括家庭的關愛、玩伴的回憶、幽居的愜意、同窗

的交往、出外的遊歷等等。這些表現「親目所見」和「親手所為」的情景經常出

現在他的作品中。2 

 

1、故土回憶 

齊白石出生於 1864 年 1 月 1 日3，在 1919 年之前4，除了「五出五歸」的遊

歷之外，他都生活在湖南湘潭的農村，這段時間佔據了他大半個人生。這其中的

鄉野見聞在他的繪畫創作中頻繁出現，所表達的鄉間情感也最為豐富。尤其是在

寄萍堂幽居的幾年時間中最為快樂自足，這期間他在作畫吟詩之餘，客來可「沾

露挑新筍，和煙煮苦茶。」閑時便「落日呼牛來小村」，又時常與家人們一起種

植蔬果，盡情享受田園和天倫之樂。有《蕭齋閑坐》詩云：「茅屋雨聲詩不惡，

                                                        
1 參閱：余毅然《齊白石畫集》，臺北：中華書畫出版社，1967 年 10 月。齊白石老人< 自述>。

頁 145-169。 
2 參閱：呂立新《齊白石-從木匠到巨匠》，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2020 年 1 月。頁 234。 
3 根據齊白石老人< 自述>顯示，他自言屬豬，癸亥年（同治二年）農曆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

換算成西元紀年為 1864 年 1 月 1 日，也就是 1864 年元旦，新年第一天。卒於 1957 年 9 月 16

日，享年 93 周歲又 8 個月零 15 天。有關齊白石款識九十七歲之故，是他早年在長沙聽信算命

先生之言，即丁醜年辰戌相刑之說，於是在 1937 年丁醜年自長兩歲，本該 73 周歲，改稱 75

周歲，又因為他出生日尚屬癸亥年末，出生 9 天後即為甲子年，滿一歲。按照如此演算法，至

1937 年丁醜，為 74 周歲，再虛一歲為 75 歲，加上長了兩歲，遂為 77 歲。 
4 參閱：余毅然《齊白石畫集》，臺北：中華書畫出版社，1967 年 10 月。齊白石老人< 自述>。

頁 14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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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窗梅影畫爭研。深山客少關門坐，老矣求閑笑樂天。」5所以直至齊白石去世之

前，念茲在茲的事還是回湖南老家6。 

 

1927 年所作< 耙子圖>（見圖 1-1-1），所表現的是他家鄉舊時的農具之一， 

也是他兒時使用過的器物。

這個題材其他畫家都沒有畫過，

他卻能將之入畫，而且津津樂道： 

 

余欲大翻陳案，將少小時所用

過之物器一一畫之，權時畫此

柴爬第二幅。白石並記。似爪

不似龍與鷹，搜枯笆爛七錢

輕。入山不取絲毫碧，過草如

梳鬢髮青。遍地松針衡嶽路，

半林楓葉麓山亭。兒童相聚常

嬉戲，並欲爭騎竹馬行。南嶽

有松數株，已越七朝興敗，麓

山有楓葉亭，袁隨園更亭名為

愛晚。三百石印富翁又題新句

五十六字。  

（圖 1-1-1） 耙子 1927 年 134×34cm 

                                                        
5 參閱：徐改《齊白石》，北京：北京頌雅風文化藝術中心，2000 年 10 月。頁 59-60。 
6 參閱：徐改《齊白石》，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1 年 3 月。頁 169。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期                                                               

186 

 

他畫的< 雛雞圖>（見圖 1-1-

2），一群小雞在到草叢中嬉戲玩

耍，顯得憨態可愛。這顯然是他在

家鄉記憶中的場景之一，他題寫：

「予日來所畫皆少時親手所為，

親目所見之物，自歎大翻陳案。白

石山翁並記。」齊白石自少年開始

就幫家裏勞作，對於農家常見的

小雞小鴨是十分熟悉的。<雛雞圖

>、<母子圖>、<花卉小雞>等等是

他常見的表現題材。這些尋常之

物被他刻畫得很生動，又賦予其

畫家的情感，這是他的作品可讀、

耐讀的地方。 

 

（圖 1-1-2） 雛雞 134×34cm 

 

1952 年所作< 祖母聞鈴心始歡>（見圖 1-1-3）是他回憶祖母所作，當時因為

家庭生活貧困，年幼的齊白石就為家裏做些力所能及的雜活。1871-1873 年這幾

年，家裏讓他放牛的同時照看弟弟，祖母不放心，就在牛的脖子上系了一個鈴鐺，

每次傍晚都倚門遠望，遠遠的聽到了鈴鐺響聲，就知道他要回家了。7他在畫中題

到： 

                                                        
7 參閱：余毅然《齊白石畫集》，臺北：中華書畫出版社，1967 年 10 月。齊白石老人< 自述>，

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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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聞鈴心始歡，（璜幼時牧牛身系一鈴，祖母聞鈴聲遂不復倚門矣。）也曾

撚角牧牛還。兒孫照樣耕春雨，老對犁鋤汗滿顏。橐也屬題舊句，九十二歲

璜。 

 

當然，他畫了很多類似的題材，如他的< 農耕圖>（見圖 1-1-4），一個農民在

扶犁耕田，一頭水牛奮力向前，這悠然自得的畫面是他在家鄉所常見的。 

 

  

（圖 1-1-3） 祖母聞鈴心始歡 1952 年 （圖 1-1-4） 農耕圖 1952 年 

 

< 借山吟館圖>（見圖 1-1-5）描繪了他曾經借居的地方，山清水秀，茂林幽

竹。這裏見證了白石老人刻苦學藝的歷程。他畫的< 曾牧星塘屋後>（見圖 1-1-

6），是回憶他兒時放牛牧豬的場景，三隻小豬活潑可愛，並配上綠草。他在草稿

上小字題寫： 「草宜淺，草深無味。」（見圖 1-1-7）可見他回顧鄉情的同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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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中始終是小心經營的。 

 

 

 
（圖 1-1-5 ）  借山 吟 館 圖  1932 年 

128×62cm 
（圖 1-1-6） 牧豬圖 67×34cm 

2、物我情懷 

此處所謂「物」與「物」之情懷，

即為藝術家與描繪對象之間的情感

聯繫，不是簡單的對景寫生，而是藝

術家對描繪對象的人性關愛。齊白

石的很多作品中都有這種情懷的表

現，他用一顆仁愛之心去體察「物」

的存在感受。史論家郎紹君曾說：

「他注重繪畫中的健康的生命力、 
 

（圖 1-1-7） 牧豬圖（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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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對大自然的摯愛、智慧、力量感，使傳統繪畫在二十世紀

又奇峰突起。」8 

 

齊白石畫的蝦生動活潑，他在家鄉幽居的時候曾引山泉到院中，在池子裏養

魚養蝦。他把蝦比作龍，又在< 翡翠圖>9中形容：「從來畫翡翠者必畫魚，余獨

畫蝦，蝦不浮，翡翠奈何？」翡翠即翠鳥，意思是說蝦不浮到水面上，翠鳥抓不

住它。他又在筆洗中放幾只小蝦或是小魚，時常觀察寫生。婁師白在回憶齊白石

觀察寫生時曾說：「每次買蝦他都認真觀看一番。買到小河蝦時，他就從中挑出

幾個大而活的，放在筆洗中，細緻地觀察。有時候還用筆桿去觸動蝦須，促其跳

躍，以取其神態。」10（見圖 1-2-1）可見他對小魚小蝦的喜愛之情。 

 

（圖 1-2-1） 1955 年中央電視臺製作的< 畫家齊白石>紀錄片截圖 

 

齊白石曾畫過多幅關於梨花與梨的作品，他自號「百樹梨花主人」。他畫的

梨，構圖非常簡單，但通篇題字很多。他在畫法上學習八大的簡約之風，但在內

涵的表達上，卻是樸實直白，與八大的冷逸大相徑庭。他的作品講述了他與梨的

                                                        
8 參閱：徐改《中國名畫家全集-齊白石》，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1 年 3 月。頁 226。 
9 見余毅然《齊白石畫集》，臺北：中華書畫出版社，1967 年 10 月。頁 18。 
10 參閱：婁師白《齊白石繪畫藝術》，山東：山東美術出版社。1987 年 9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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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源： 

 

老萍親種梨樹於借山館，味甘如蜜，重約廿四兩。戊、已二年避亂北竄，不

獨不知梨味，而且辜負梨花。戊午後三年庚申正月初八日畫，再後廿六年乙

酉自臨。白石。（見圖 1-2-2） 

 

予居南嶽山下之茶恩寺余霞峰，屋側有梨樹。結實大如碗，甜如蜜。被唐生

志所砍，滅傷予懷，故常畫梨紀事。九十一歲白石。（見圖 1-2-3） 

 

 

（圖 1-2-2） 梨 1951 年 

 

（圖 1-2-3） 梨 19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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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則對梨的紀事，一個是他看到屋側的梨樹，常結碩果，味道甜美，卻被一

個叫唐志的人砍掉了，他對這種做事隨性的人很無奈，故此十分傷感；另一則是

描述他在家鄉幽居時親手種梨樹，他在回憶錄中描述說：「我在寄萍堂旁邊，親

手種三十多棵梨樹。蘇東坡致程全父的信中說：‘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

我讀了這篇文章，心想，我已經是五十二歲的人了，種這梨樹，也怕等不到吃果

子，人已經沒了。但我後來，還幸見它結實。每個重達一斤，而且味甜如蜜。總

算及吾之生，吃到自種的梨了。」11後因避亂北上，他回想起當年的情形，自覺

愧對梨花，可見齊白石此間表露出細膩的情感。 

 

< 雛雞開籠>（見圖 1-2-4）中畫了五隻小雞，一個雞籠。表現了小雞出籠的

歡悅之情，如同小學生放學回家的場景一樣生動，這感受也像陶淵明所描述的「久

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這是白石老人兒時的回憶，也是他細心觀察的體悟。

他在畫中題到：「三百石印富翁白石老人喜畫開籠。」在另一幅< 雛雞>（見圖 1-

2-5）中則描繪了另一種場景，一群小雞，在地上尋食，神情專注，憨態可掬。他

在題款中寫到：「前者若呼，後者與俱。蟲粟俱無，雛雞，雛雞，何其愚！」是

說後面的小雞聽到前面的在鳴叫，便以為夥伴找到了食物，於是開始追逐爭搶，

引發了場面的混亂，但實際上什麼也沒有。被畫家這麼一描繪，這是多麼有意思

的場景。 

 

 

 

                                                        
11 余毅然《齊白石畫集》，臺北：中華書畫出版社，1967 年 10 月。齊白石老人< 自述>。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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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百項烏鴉>（見圖 1-2-6）這張畫中，一隻白脖烏鴉站在南瓜上，花青色

的南瓜，濃墨畫烏鴉，畫面很有視覺衝擊力，烏鴉雙眼看瓜，呈欲啄狀，又似乎

在思索，很生動。他在款識裏題寫： 

 

白項烏，白項烏，不能啄肉，且集於瓜。瓜雖濩落，猶堪為葅，主人勿嫌，

烏亦餓驅。明年積瓜，瓜生五色。以報主人，子孫千倍。曾為光之制白項烏

畫，光之報以此頌，予每作此畫必書及之，白石。 

 

 

  

（圖 1-2-4） 雛雞開籠 67×32cm （圖 1-2-5） 雛雞 131×2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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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獨特的視角去

解讀烏鴉啄食南瓜這件

事，常人看到此景肯定

追趕烏鴉，保護南瓜的

收成。齊白石則相反，體

現出他對烏鴉的憐愛之

情，這種仁愛之心將本

來平常的現象進行了情

感昇華，這也是他作品

的感人之處。 

 

3、人生感悟 

齊白石的藝術成長是充

滿曲折的，他並非出自

書香世家，相反他是一 
 

（圖 1-2-6） 白項烏 100×34cm 

個貧苦的農家少年，自幼便體悟到了生活的艱困。他要追尋藝術的理想，又要面

對生活的現實。也正是如此，他對自己有清醒的認知，面對世俗的名利誘惑也始

終保持謹慎的態度。12 

 

                                                        
12 齊白石在「五出五歸」中，第一次出遊是在 1902 年底，他回憶說：「我在西安住了三個來月……

樊樊山告訴我，他也要進京了，慈禧太后喜歡繪畫，宮內有位雲南籍的寡婦繆素筠，給太後代

筆，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薦我，也許能夠弄個六七品的官銜。我笑著說：我是

沒有見過世面的人，叫我去當內廷供奉，怎麼能行呢？我沒有別的打算，只想賣賣畫，刻刻印

章，憑著這一雙勞苦的手，積蓄得二、三千兩銀子，帶回家去，夠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滿意足

了。」見余毅然《齊白石畫集》，臺北：中華書畫出版社，1967 年 10 月。齊白石老人< 自述

>。頁 156。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期                                                               

194 

齊白石在< 夜飲圖>（見圖 1-3-1）中有

這樣的描述：「室中藜杖老何之，八五

華年歸計遲。強作京華風雅客，夜深持

蟹詠新詩。」這首詩表達了老人當時的

心境，儘管他晚年在京城已立足腳跟，

政府對他的重視，畫界對他的推崇，門

人往來不斷等等。他卻對自己的身份

有著非常謙虛的認知，這也體現了他

對家鄉的種種思念。他借用畫的形式

表達自己的情感，也可以說是一種自

嘲。他用樸實的雙手養家糊口，此詩又

流露出些許小資的得意之情。 

 

齊白石畫< 歸鴉圖>（見圖 1-3-

2），題詩為：「湘亂求安作北遊，穩攜

筆硯過盧溝。也嘗草莽吞聲味，不獨家

山有此愁。」這首詩可以說道盡了他的

鄉愁與隱憂。他對自身北遊的經歷有

著切膚之痛。他在回憶錄中描述了他

在家鄉躲避戰亂、土匪的經過與感受，

甚至夜裏在草叢中過夜。13但也揭示了 

 

（圖 1-3-1） 夜飲圖 1945 年 105×33cm 

 

（圖 1-3-2） 寒鴉圖 1931 年 101×35cm 

                                                        
13 參閱：呂立新《齊白石-從木匠到巨匠》，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2020 年 1 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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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處事穩重的性格，詩中一個「穩」字表明了他當時的心態，這種動盪離亂也使

得他更珍惜眼前的安定，他依靠賣畫為生，衣食無憂，天涯雖廣，只是思念故土。 

 

 

 

 

< 送學圖>他畫了好多張，

他題有： 

 

處處有孩兒，朝朝正耍時。

此翁真不是，獨送汝從師。

識字未為非，娘邊去複歸。

莫教兩行淚，滴破汝紅衣。

白石並題舊句。（見圖 1-3-

3） 

 

當真苦事要兒為，日日提

籮阿母催。學得人間夫婿

步，出如繭足返如飛。送學

第二圖第二首，白石山翁。

（見圖 1-3-4） 

 

看了他的畫和附詩，讓人

覺得十分有意思。畫中把小孩

子不願意上學受束縛的心理表 

（圖 1-3-3） 送學圖 1930 年 33×27cm 

 

 

 

（圖 1-3-4） 上學圖 1930 年 33×2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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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得很生動，體現了他對人成長過程的關懷與反思，簡單的場景卻讓人體會很深

刻，哪個人不是如此？他年幼想要讀書學習，可惜家裏貧苦，不能支持他。他成

家立業以後才慢慢有機會讀書，可以體會他畫這兩幅畫的內心感受。 

 

齊白石畫的< 貝葉草蟲>（見圖 1-3-5），有詩曰：「漫遊東粵行蹤寂，古寺重

徑僧不知。心似閑蛩無一事，細看貝葉立多時。紅葉題詩圖出嫁，學書柿葉僅留

名。世情看透皆多事，不若禪堂貝葉經。年將八十老眼齊璜畫並題新句。」他透

過眼前的紅葉引經據典，「紅葉題詩」是引用唐代詩人顧況的< 紅葉題詩>，表現

了深宮侍女在愛情方面的悲涼境遇。「柿葉學書」是講述唐代書法家鄭虔借用寺

廟柿葉寫書的故事。他通過這些典故聯想到自己學藝的經歷，奔波了大半生才終

於在藝壇博得聲名，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可見學藝歷程的艱辛。 

 

4、日常記事 

齊白石用樸素的市民心態來經營他的藝術，生活中的瑣事也能入畫。他常用

類似寫日記的方式表達他的生活和情感，他畫的< 算盤圖>（見圖 1-4-1）中有這

樣的描述： 

 

丁卯五月之初有客至，自言求余畫發財圖。余曰：發財門路太多，如何是好？

曰：煩君姑妄言著。余曰：欲畫趙元帥否？曰：非也。余又曰，欲畫印璽衣

冠之類耶？曰，非也。余又曰：刀槍繩索之類耶？曰：非也，算盤何如？余

曰，善哉。欲人錢財而不施危險乃仁具耳。余即一揮而就並記之。時客去後

再畫此幅，藏之篋底。三百石印富翁又題原記。 



                                             從「情」與「理」的視角看齊白石繪畫創作 

197 

  

（圖 1-3-5） 貝葉草蟲 1940 年 （圖 1-4-1） 發財圖 1927 年 115×52cm 

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觀者可以想像當時的場景，來人求畫發財

圖，並與畫家的交談過程，一問一答。這個日常生活的片段既滑稽又有趣，即平

實又富哲理，體現了畫家的辯證思維，即畫畫並非「照貓畫虎」的過程，而是要

體現一種思維的轉化，這樣的作品才有內涵。 

 

又如他畫的< 鼠子噬書圖>（見圖 1-4-2），他題寫：「一日畫鼠子噬書圖，為

同鄉人背予袖去，予自頗喜之，遂取紙追摹二幅。此第二幅也，時居故都西城太

平橋外。白石山翁齊璜並記。」他畫的< 農具圖>（見圖 1-4-3）題有：「客見予

畫家山農具器物，喜於形色又欲攫去，予問居都市久矣，安能思及舊物？客答：

愛之以寄情也，予大喜，即題數字一併與之。保五鄉先生哂正，甲申白石記。」

從他的表述中多少能窺探他陽光的心態，世人所傳齊白石小氣吝嗇，那是因為生

計所迫，他在財物上十分謹慎。若談起藝術，從此二幅中的題跋能感覺到他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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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別人的認可而被索要，且與他在鄉土情結的共鳴使他倍感溫馨。 

 

 

 

 

 

 

（圖 1-4-2） 鼠子噬書圖 （圖 1-4-3） 農具圖 1944 年 

在< 荷花蝌蚪>（見圖 1-4-4）中題：「麟廬

取得專緣也，九十二歲白石畫，若是何緣故問麟

廬、苦禪二人便知。」這緣故便是：齊白石畫了

這張畫，一朵荷花，一個倒影，水中的蝌蚪正在

追趕荷花的倒影，這本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水

中蝌蚪能看到鮮紅的荷花倒影麼？看似不合情

理，卻合於藝術的想像。14加上他留下的文字玄

機，他的兩個門生李苦禪和許麟廬都十分喜歡 

 

 

（圖 1-4-4） 荷花蝌蚪 1952 年 

                                                        
14 參閱：劉曦林《 二十世紀中國畫史》，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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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白石老人便讓二者抽籤，結果是許麟廬抽

中，所以才說「麟廬取得專緣也。」 

 

他仿八大< 雛鴨圖>（見圖 1-4-5）題到：

「往余遊江西，得見八大山人小冊畫雛鴨，臨之

作為粉本，丁巳家山兵亂，後於劫灰中尋得此

稿，歎朱君之苦心。雖後世之臨摹本，尤有鬼神

呵護耶。今畫此幅感而記之。」他的< 木棉花>

（見圖 1-4-6）題寫：「予四十歲後嘗遊廣州，借

居祈園寺。見慣木棉花，今將六十年，猶仿佛在

目前。」可見他善用生活中的見聞來豐富畫面內

容，這種形式也將藝術作品貼近了大眾審美，讓

人可讀、可遊、可感。 

 

 

 

 

（圖 1-4-6） 木棉花 28×41cm （圖 1-4-5） 臨八大山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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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借物言志 

齊白石善用作品表達個人的志向與理想，他在< 群魚>（見圖 1-5-1）中題到：

「滿地家鄉半罟師，偶隨流水出渾池。滄波亦失清遊地，群隊無驚候幾時。」他

借用小魚來影射自己的出身，把魚比作自己，也說明當時的社會環境，充滿了動

盪和流離，自己也是四處奔波，在這一點上二者的處境類似。儘管環境不太平，

但始終沒有遏制白石老人追求藝術的一顆誠心與意志，他不但沒有退縮，反而在

逆境中「越戰越勇」。 

 

白菜是齊白石經常表現的題材，如他畫的< 白菜圖>（見圖 1-5-2）、< 清白

傳家>（1-5-3）、< 世世清白>等，他在< 白菜圖>中題寫：「諸侯賓客四十載，菜

肚羊蹄嗜各殊。不是強誇根有味，須知此老是農夫。借山吟館主者齊璜畫並題句。」

白菜是鄉間農家的常見蔬菜，齊白石借用白菜的樸實與平凡的特徵，用於表現自

己的志向與理想，即做人做事要腳踏實地、清清白白，不與世俗同流合污。 

   
（圖 1-5-1） 小魚 1924 年 （圖 1-5-2） 白菜圖 

113×54cm 

（圖 1-5-3） 清白傳家 1930

年 91×5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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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鷹也是齊白石善於表現的題材之

一，早在鄉間幽居時期，便曾長期觀察一

隻在門前樹上築巢的雄鷹。白石老人在回

憶錄中提到：「余親眼看立於大楓之枝， 

常數年不去」。15他贈送給蔣中正的作品< 

松柏高立圖>16，畫的是雄鷹高立於松柏之

上。大陸建國後他也畫過< 雄鷹圖>17送給

毛澤東。本文所引< 鷹石圖>（見圖 1-5-4）

是他贈送親友的作品，有詩曰：「有禽名為

鷹，出穀居高日有聲。雀羽不吞雞肋棄，

飽之揚翼則飛騰。」< 白石詩草二集>有一

首題< 鷹>詩：「連年看汝立，嘴爪世應稀。

殺氣層霄上，飛搏眾嶺低。」從題詩中可

以感受到，他既希望自己與世無爭，從容

淡定，但又不失鬥志，尤其在藝術方面，

鷹的精神是他追求藝術高峰的動力，也是

一種自信心的表現。 

 

他畫的< 棕櫚樹>題有：「形狀孤高出 

 

（圖 1-5-4）鷹石圖 1922 年 65×43cm 

 

（圖 1-5-5） 棕櫚圖 170×45cm 

                                                        
15 參閱：徐改《齊白石》，北京：北京頌雅風文化藝術中心，2000 年 10 月。頁 56。 
16 中國嘉德 2011 春季拍賣會上，齊白石作品< 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拍出 4.25 億高價。這

張作品是齊白石 1946 年赴南京展覽並參加蔣中正 60 歲壽誕慶祝活動時贈與他的。 
17 齊白石於 1950 年（庚寅）創作< 雄鷹圖>，詳見於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3 年版《毛澤東故居藏

書畫家贈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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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群，身如亂錦裹層層。任君無厭千回剝，轉覺臨風遍體輕。」（見圖 1-5-5）齊

白石初入藝壇，尤其是定居北京的時期，他的畫不被人認可，還時常被人看不起，

受到一些人的嘲諷。18所以這幅畫就表現了他陽光的心態，他借物明志，用此畫

表達他為人處事的態度，也暗含了「我畫我畫」的藝術理念。 

 

齊白石「衰年變法」的成功，不僅是在造型、筆墨上對匠習的擺脫，也不全

然是筆墨與色彩的妙用，更重要的原因是鄉情和鄉間生活的資訊爆發。他擺脫了

八大等人冷逸、孤高的文人畫風，用與自己情感相和諧的藝術語言，把自己作為

農民出身的畫家或者說有文化的農民藝術家，這才是真實的齊白石，這是他藝術

的可貴之處，也為他創作打開了一個無限寬廣的藝術寶庫。19他用這樣真實的情

懷去關注故土、生活、物我、理想等等，並將之融入到繪畫作品之中。 

 

二、以「理」傳神 

    張彥遠在< 歷代名畫記>中開篇綜述即是：「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20

齊白石的作品中除了表現情感之外，還常將其對藝術、人生、歷史、人文的思考

與見解表現在畫面之中。他引經據典，將一些枯澀的哲理用繪畫的形式講述給觀

者，同時他還加入自己的見解，並不是簡單的生搬硬套，所以他的畫常常給人以

深刻的啟示。這是其他畫家不善用的，也體現了齊白石的人文素養與高超的畫面

駕馭能力。 

                                                        
18 齊白石在< 自述>中曾提到：「1920 年春二月來京……我那時的畫學的是八大冷逸一路，不為

北京人所喜愛，除了陳師曾以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是絕無僅有。我的潤格……比同時一般

畫家的價碼，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問津，生涯落寞得很。」余毅然《齊白石畫集》，臺北：

中華書畫出版社，1967 年 10 月。齊白石老人< 自述>。頁 160。 
19 參閱：劉曦林《二十世紀中國畫史》，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202-203。 
20 參閱：（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 年 12 月。卷一<敘畫

之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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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故 

齊白石善於借用典故豐富作品的內涵，他創作的< 他日相呼>（見圖 2-1-1），

畫面中兩只小雞正在爭搶一條蚯蚓，題款曰：「他日相呼。」這裏借用了漢代的

典故，漢初的韓嬰在< 韓詩外傳>21中謂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

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

他借用了雞「見食相呼」的品德，用在畫面當中，巧妙的是畫面並沒有出現相互

謙讓的場景，而是相互爭搶，這豈不是與文意不相符合？看他落款是「他日相呼」，

通過這個典故深化了內涵，將小雞比作人，雛雞爭食是自然現象，齊白石卻以此 

 

 

揭示了人的道德情操，而增

加了畫面的趣味性。22小雞不

懂得謙讓，待到他日長大了，

自然便知曉這種品德。 

 

他的< 草間偷活>（見圖

2-1-2），畫兩只毛羽乾枯的鵪

鶉，目光炯炯，在草叢中覓

食，上面題著：「草間偷活願

安詳，曉初弟之屬，白石八十

四。」「草間偷活」也是個典 

 

（圖 2-1-1） 他日相呼 28×18cm 

                                                        
21 參閱：賴元炎 注譯《韓詩外傳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年 9 月，卷二。 
22 參閱：北京畫院《墨海靈光-王雪濤花鳥畫精品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 年 9 月。王

雪濤<學畫花鳥畫的幾點體會>，頁 6。 

http://book.kongfz.com/author/y0zk8d56k5143k708ek20k6ce8k8b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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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見於清初吳梅村< 賀新郎·病中有感>23。詞曰： 

 

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

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事，倍淒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

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競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

事，幾完缺。 

 

（圖 2-1-2） 草間偷活 1944 年 

 

這個在明末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的文壇名流，因一度屈節仕清「草間偷

活」，自認為是「誤盡平生」的憾事。齊白石生長在外敵入侵的危難之中24，他自

                                                        
23 參閱：（清）吳偉業《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賀新郎﹒病中

有感>。 
24 齊白石在< 自述>中提到：「那年九月十八，日本軍閥，偷襲瀋陽，大規模地發動侵略，我氣憤

萬分。心想，東北軍的領袖張學良，現駐北平，一定會率領他的部隊，打回關外……後來報紙

登載的東北消息，一天壞似一天，亡國之痛，迫在眉睫。……很多人勸我避地南行。但是大好

河山，萬方一概，究竟哪裡是樂土呢？我這個七十老翁，草間偷活，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只好

得過且過，苟延殘喘了。」余毅然《齊白石畫集》，臺北：中華書畫出版社，196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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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深刻理解這個典故，對詞人的內心感同身受。 

 

齊白石的作品< 雙雁>

（見圖 2-1-3）中題曰：「登

高時近倍思鄉，飲酒簪花更

斷腸。寄語南飛天上雁，心

隨君侶到星塘。星塘乃白石

老屋也，三百石印富翁畫並

題記，時居燕。」此畫借用

了唐代詩人王維的詩< 九月

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

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

少一人。」鴻雁在文學作品

中經常用於表現相思之情，

李清照的< 一剪梅>中有這

樣的表述：「雁字回時，月滿

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

種相思，兩處閑愁。」齊白

石畫了兩只鴻雁，相依在蘆

草之中，其意境蕭疏，表達

 

 

 

 

 

（圖 2-1-3） 蘆雁 

 

                                                        

齊白石老人< 自述>。頁 162。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期                                                               

206 

了一個遊子思鄉的心情。 

 

< 偷桃圖>（見圖 2-1-4）題曰：「世人畫東方曼倩必毛髮皤皤，予獨畫曼倩

之兒時。白石齊璜畫。」齊白石借用「東方朔偷桃」25的典故，用神話故事豐富

觀賞者的審美層次，同時他在畫中設計一個玄機，就是他並沒有畫一個年老的東

方朔，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表現了一個頑皮的孩童，在題跋中以「兒時之東方曼

倩」給人解答，讓人忍俊不禁。 

 

 

 

 

 

（圖 2-1-4） 偷桃圖 （圖 2-1-5） 點水蜻蜓 

                                                        
25 有關「東方朔偷桃」的典故，不見於《漢書》及其他正史文獻，屬小說家之虛構故事，自漢開

始，歷代都有此類故事流傳。明清流傳甚廣，在一些雜劇、傳奇故事、小說中都有記載。小說

見 1999 年民族出版社《東遊記》之<東方朔偷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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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蜻蜓>（見圖 2-1-5）中他題寫：「點水蜻蜓如羚羊之掛角不著一字。」白

石老人借用典故「羚羊掛角」26，< 景德傳燈錄>卷十六載義存禪師示眾語謂：「我

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你向什麼處捫摸？」羚羊夜宿，掛

角於樹，腳不著地，以避禍患。多比喻尋不著邊際，後多用於表現詩歌意境超脫。

齊白石用這個典故形容蜻蜓點水之輕盈和無痕，比喻的十分恰當，讓人一目了然。 

 

2、寓言 

齊白石常借用文學題材來豐富其作品的含義，他在< 桃花源>（見圖 2-2-1）

這幅山水畫中題寫到：「平生未到桃源地，意想清溪流水長。竊恐居人破心膽，

揮毫不畫打魚郎。」很顯然他借用了< 桃花源記>這個寓言故事。即漁人偶然進

入桃花源，受到了熱情的招待，返家後想去再尋桃花源，卻不得蹤跡。「南陽劉

子驥，欣然歸往，未果，尋病終。」可見漁人沒有信守「不足為外人道也」的囑

託，他受到了懲罰，自此他與桃花源再無緣分。可見這裏揭示的道理是為人要重

承諾、守信義，否則必遭懲罰。齊白石的最後一句詩揭示了這個道理，不畫打魚

郎，還給桃花源一個安寧與清靜，也還給世人一個美好的、理想中的人間仙境。 

                                                        
26 參閱：（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 年 1 月。見卷十六、卷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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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桃花源 

 

齊白石的作品< 耳食>（見圖 2-2-2），畫了一中年人，坐在桌旁，用筷子夾起

盤中的魚肉，送到耳朵中，畫面形象生動，情節滑稽。他借用了「耳食」的典故，

隱喻了一些人未加省察，徒信傳聞的道理。這則寓言出自< 史記·六國年表序>： 

 

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

以耳食無異。 司馬貞索隱：「言俗學淺識，舉而笑秦 ，此猶耳食不能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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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畫中的人物形

象和場景生動、自

然，但仔細一看人

物的動態和眼神，

又頗感滑稽可笑。

畫中人物動作悠

閒，神態愜意，好像

是故意為之，又好

像正在認真體會

「耳食」的感受。 

 

齊白石的< 撥

開紅焰救飛蛾>（見

圖 2-2-3），講述了

「飛蛾撲火」這個

寓言，飛蛾見到火

光就義無反顧地飛

了過去，  

（圖 2-2-2） 耳食 1947 年 102×34cm 

 

 

（圖 2-2-3） 剔開紅焰救飛蛾 19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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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燒傷了自己，這個故事發人深省。齊白石一方面揭示「飛蛾撲火」的不良

後果，同時又勸告大家要有仁愛之心，對於舉手之勞可以挽救的生命或事情要有

責任心。他畫了很多類似的作品，在一幅< 燈燭飛蛾圖>中他題寫到：「兒輩有仁

心與予此幀。」 

 

 < 敢與鯉魚爭變化>（見圖 2-2-4）是借用「鯉魚躍龍門」27的寓言故事。「龍

門」條引< 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闊一裏餘。黃河自中流下，

兩岸不通車馬……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

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矣。」

< 敢與鯉魚爭變化>巧妙的是他沒有畫鯉魚，而是畫了很多青蛙、蝌蚪，題款曰：

「熟梅天氣雨初收，何處蛙聲隔水樓。赤鯉聞雷爭變化，汝能燒尾躍雲否。」他

借用這個寓言表現了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也隱喻人在學習和成長過程要

發奮圖強，做一番事業的理想和信念。 

 

< 鷸蚌相爭>（見圖 2-2-5）是世人所熟知的寓言故事，它揭示了「鷸蚌相爭

漁人得利」的道理。齊白石畫的< 鷸蚌相爭>題寫：「淫雨淒風田水波，農家百劫

久無簑。何堪鳥蚌飛來去，泥水長渾怎種禾。」此畫寓意深遠，表面看是描寫這

個寓言，但從詩的內容上看，影射的是戰爭造成了老百姓流離失所，生產停滯，

鷸蚌相爭，何人得利？ 

                                                        
27 參閱：（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四六六。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65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8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9237.htm
ed2k://|file|%E5%A4%AA%E5%B9%B3%E5%B9%BF%E8%AE%B0.%E5%AE%8B%E6%9D%8E%E6%98%89%E7%AD%89%E7%BC%96.%E4%B8%AD%E5%8D%8E%E4%B9%A6%E5%B1%80.1961(ED2000.COM).pdf|139097962|7beaf9541b0236958a7b04821a13a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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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敢與鯉魚爭變化 （圖 2-2-5） 鷸蚌相爭 134×33cm 

 

3、哲理 

齊白石又時常用哲理豐

富畫面內涵，比如他畫的< 

白菜圖>（見圖 2-3-1），題曰：

「牡丹為花之王，荔枝為果

之先，獨不論白菜為菜之王

何也？28」這與周敦頤的< 愛
（圖 2-3-1） 白菜圖  

                                                        
28 有關牡丹與荔枝受到世人追捧的典故，我們可以從唐詩中得到線索。唐代詩人劉禹錫在< 賞

牡丹>中吟到：「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同

樣，詩人杜牧在< 過華清宮絕句>中有：「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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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說>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揭

示了人們對事物外在形象的

過分追捧，而忽略了事物的

內在價值，引人深思。當然農

家出身的齊白石自小就對白

菜蘿蔔較為熟知，這是農家

的生活必備品，也象徵著樸

實的性格。 

 

他在< 雛雞>（見圖 2-3-

2）中題寫：「鸚鵡說是非，身

世彤籠巧。雞能喚人沉睡醒，

塵作筠籠成破了。」他將鸚鵡

與雞作對比，鸚鵡的生活環

境顯然比雞好許多，但是雞

比鸚鵡樸實，且具有「五德」

之名，「司晨」之功勞為世人

所認可。而鸚鵡呢？生活條

件優越卻招惹是非。齊白石

將兩者擬人化，用於揭示做

人處世的道理。 

 

（圖 2-3-2） 雛雞 1938 年 132×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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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在< 鐵拐李>（見圖 2-

3-3）中題寫：「盡了力子燒煉，方

成一粒丹砂。塵世凡夫眼界，看為

餓殍身家。」他的用意在批評世俗

之眼不識神仙，把鐵拐李當作餓

殍乞丐。揭示了一些以貌取人、不

識真相的世俗做法。< 八哥>（見

圖 2-3-4）中題款曰：「愛說盡管說，

只莫說人之不善。」揭示了做人的

道理，莫要論人長短是非。愛說本

是性情所致，這本無可厚非，但要

說人長短，就會產生人際矛盾，破

壞人際關係，這種做法顯然非君

子所為。 

 

齊白石還擅用詼諧幽默的手

法來揭示生活中的哲理，< 自稱

圖>（見圖 2-3-5）更是表現得惟妙

惟肖，一個老鼠站在秤鉤上，秤桿

的 

 

 

（圖 2-3-3） 煉丹 101×45cm 

 

 

（圖 2-3-4） 八哥 1948 年 29×1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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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頭是秤砣，秤桿

的兩頭看似平衡，實際卻

未必如此。畫中的老鼠自

稱分量，顯得滑稽可笑。

29齊白石畫的這張畫自

有他的諷刺意味，實際是

要影射做人要有自知之

明，切勿夜郎自大。 

 

他畫的<鸚鵡>（圖 2-3-6），

題曰：「汝好說是非，有

話不在汝前頭說。」多麼

幽默的表現方法，類似

小朋友「過家家」的感

覺。他的畫一派天真，充

滿智慧。30實際上齊白石

將鸚鵡的特性用簡單的

一句話概括出來了，隱

喻一些誇言快語的人，

尤其是一些口無遮攔的 

（圖 2-3-5） 自稱 

 

（圖 2-3-6） 八哥 1942 年 28×18cm 

                                                        
29 參閱：劉曦林《二十世紀中國畫史》，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204。 
30 參閱：呂立新《齊白石-從木匠到巨匠》，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2020 年 1 月。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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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不瞭解狀況就道聽途說，製造事端而害人害己。這裏面有一個故事，是關

於齊白石 1936 年刻有一方印章<吾奴視一人>，這一年張大千進京拜訪了齊白

石，當年他在北海公園辦畫展，齊白石前往參觀並購置一張作品，事後就有好事

者傳出閒話，傳言張大千看不起北平的畫家，並說「大千可以奴視一切」製造

齊、張二人的矛盾。於是齊白石就刻了這方印，用於奴視傳播閒話之人。31     

 

4、民俗 

  齊白石的作品充滿了樸素的民間味道，表現了普羅大眾的生活理想，這是他

作品「雅俗共賞」的原因，當然這也和他自身的審美取向有一定的關聯。他表現

了許多民俗文化，並將這些民俗很好的融入繪畫藝術之中。 

 

他畫的< 五世同堂>（見圖 2-4-1），畫了五個青柿子，畫面簡簡單單，畫名

題寫了四個大字「五世同堂」。他取了「柿」字的諧音「世」，用「五個」代表「五

世」，可謂通俗易懂，表現了民間樸實的理想，即長壽、多子、多福。 

 

（圖 2-4-1） 五世同堂 

                                                        
31 參閱：婁師白《齊白石繪畫藝術》，山東：山東美術出版社。1987 年 9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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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上眉頭>（見圖 2-4-2）

中畫了梅花喜鵲，兩只喜鵲站在

梅花的枝頭，象徵著「喜」上「眉

頭」，取自諧音「梅」。這也是民

間剪紙、年畫的常見題材之一。

齊白石將濃厚的民俗美感融入

水墨作品之中，將這一傳統題材

世俗化、平民化，拉近了孤高冷

逸的文人繪畫與大眾的距離。 

 

< 加官多子>（見圖 2-4-3）

取雞冠的「冠」與雞冠花的「冠」

字諧音「官」，表達了大眾「望子

成龍」、「寒門出公卿」的願望，

也表達了「官上加官」、「官運亨

通」的美好期待。畫中幾株雞冠

花橫斜而上，一隻大公雞低頭咕

咕呼喚，仿佛正在諄諄教導。幾

只小雞抬頭傾聽，兩者神情專

注，讓人感受到了「教」與「學」

的擬人情境。 

 

（圖 2-4-2） 喜上眉頭 1947 年 132×48cm 

 

（圖 2-4-3） 加官多子 115×5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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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大利>（見圖 2-4-4）取橘

子的「橘」與荔枝的「荔」字諧

音「吉」、「利」二字，希望生活

吉利，幸福美滿。< 大喜大利>

（見圖 2-4-5）也是同樣借用喜鵲

的「喜」字與荔枝的諧音「利」 

 

（圖 2-4-4） 大吉大利 18×25cm 

字，兩只喜鵲站在荔枝的枝頭，象徵著「喜氣」和「吉利」，迎合了大眾對美好

生活的寄託。當然齊白石的類似作品有很多，諸如「世世平安」、「多子多福」、

「清平福來」等等。 

 

5、畫理 

齊白石的繪畫作品中除了揭示生活的哲理之外，還時常將自己的創作心得題

寫在畫面上，我們把這些心得稱之為他的「畫理」。這些畫理包含許多方面，包

括臨摹、寫生及二者之關係；包括畫面的經營，比如物象的表現、用色、用墨等

等；還有他在創作過程中對前人繪畫理論的思考與評論。 

 

他在< 豆花草蟲>（見圖 2-5-1）中題寫：「歷來畫家所謂畫人莫畫手，余謂

畫蟲之腳亦不易為，非捉蟲寫生不能有如此之功。」他在< 墨梅>（見圖 2-5-2）

中題到：「作畫貴在寫其生，能得形神俱似即為好矣。前人言六法，余深恥之。」

這是強調寫生、觀察的重要性，同時齊白石用自己的理解揭示了傳統畫理的一些

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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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大喜大利 1931

年 249×70cm 
（圖 2-5-1） 豆花天牛 1920 年   （圖 2-5-2） 墨梅 

齊白石的< 雛雞小魚>（見圖 2-5-3）中題寫：「善寫意者專言其神，工寫生者

只重其形。要寫生而後寫意，寫意而後複寫生，自能神形俱見，非偶然可得也。

草野之狸，雲天之鵝，水旁雛雞，其奈魚何？」在這張畫中，齊白石一方面強調

寫生的重要性，同時他又論述了寫生與寫意的關係，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發現，

他認為寫生與寫意之間的關係是一個辯證的、運動的過程。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

轉化，即只有把握了寫生與寫意的內在關聯，方能神形具佳，此論可謂精彩。 

 

在< 螃蟹圖>（見圖 2-5-4）中題寫：「前人畫蟹無多人，縱有畫者，皆用墨

色。余於墨華間，用青色間畫之，覺不見惡習。」可見他在創作中始終在思考，

注意尋找適合自己的表現方法，跳出前人的窠臼束縛，勇於創新。齊白石借用花

青色豐富了畫面的層次感，原本用墨色表現螃蟹，有濃、淡、幹、濕的層次變化，

加上花青之後，增加了螃蟹的質感和生命力，也使得畫面更清新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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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畫的< 葫蘆>（見圖 2-5-5）中題寫：「客謂余曰：君所畫皆垂藤，未免雷

同。余曰：藤不垂絕無姿態，垂雖略同，變化無窮也，客以為是。」客人的疑問

透露了他對藤本的自然「物態」缺乏觀察，齊白石的回答一語道破他的疑問，即

藤條的生長狀態就是「藤蔭垂垂」。作畫要重視物象的基本特徵，並在此特徵的

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他又強調，雖然「垂」的狀態類似，但變化無窮，這是藝

術家敏銳觀察力的體現。紫藤、葫蘆、絲瓜、南瓜等等都是藤，但變化萬千，可

見齊白石對物象狀態與藝術創作的深刻見解。 

 

   

（圖 2-5-3） 雛雞小魚 1926

年 142×42cm 
（圖 2-5-4） 螃蟹 133×33cm （圖 2-5-5） 葫蘆 134×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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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 鯰魚圖>32（見圖 2-5-6）題曰：「作畫欲求工細生動，故難，不謂寥寥

幾筆神形畢見，亦不易也。余日來畫此魚數紙，僅能刪除做作，大寫之難可見矣。」

齊白石的< 枇杷圖>（見圖 2-5-7）中題：「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見，太似為媚俗，

不似為欺世。」這是齊白石繪畫理論中的核心論述，即為在寫生、觀察的基礎上

將自然物象經過畫家的感受和理解表現在畫中，畫畫的過程不是簡單的「寫其形」，

而是「寫其意」，這「意」包含物象的特徵、狀態，作品所描繪的物象除了自身

的形態美感，還必須承載水墨畫的筆墨意趣與文化內涵，也就是要呈現給觀者藝

術上的綜合美感。 

 

 

 

 

 

（圖 2-5-6） 鯰魚 133×32cm （圖 2-5-7） 枇杷果 1951 年 78×40cm 

                                                        
32 「年年有魚」是「鯰鯰有餘」的諧音，是中國傳統吉祥祈福最具代表的語言之一。後來發展成

為「蓮（連）鯰（年）有餘」、「長鯰（年）有餘」等等，齊白石此處取「長年有餘」之意。 

http://www.baidu.com/link?url=B1pJdevoG8RwVxWlS0lu53CjNnz72rtdyWo9UhbrBUqYB7eke-TWpShBD6qV7ZosAmffZqxZOUEsPNqbVgkJxy6k_4JCfGm2v9DvCTVx89a&wd=&eqid=dda73aef002244540000000456f68733
http://www.baidu.com/link?url=B1pJdevoG8RwVxWlS0lu53CjNnz72rtdyWo9UhbrBUqYB7eke-TWpShBD6qV7ZosAmffZqxZOUEsPNqbVgkJxy6k_4JCfGm2v9DvCTVx89a&wd=&eqid=dda73aef002244540000000456f68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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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白石圖文並茂，「寓理於畫」，用淺顯的話語揭示生活中的哲理，給人以啟

發。他那直白的表述往往讓人意想不到，這是他的作品平民化的表現。他在創作

的同時，將他所體悟到的畫理也題寫在作品之中，好像是一種圖示，但又是藝術

作品。這種畫理的作品從用筆墨、造型、構圖等等，他的這種體會對後學者是有

啟發意義的。 

 

結論 

    農民出身的齊白石早年做過木匠、鄉間畫師，後經過胡沁園等地方文化名人

的提攜，逐漸步入畫壇。在友人的資助下游曆大江南北，積攢了閱歷、提高了視

野、廣交人脈並在藝術上取法諸家，尤其八大、金農等大寫意一路畫法。加之時

代的動盪和生存的艱辛，這些經歷註定了齊白石是一個藝術上的「雜家」，在 1919

年定居北京之前，齊白石的繪畫並不成熟，後經全面的「融合」過程，借鑒吳昌

碩的藝術形式，將自身大半生所積累的藝術素材進行整理、取捨並大膽創新，終

成具有其自身特色的繪畫語言。他將自己對生活狀態、人生理想、藝術觀念、物

我關係、歷史人文等等都融入繪畫創作之中，這極大豐富了他作品的人文內涵，

他用一個農民出身的畫家情懷將傳統文人畫的冷逸與孤高特質轉化為世俗所喜

聞樂見的形式，這是一種突破。他用長年積累的創作經驗轉化成藝術家的高度自

信，在創作觀念上時有新論，這也是齊白石繪畫藝術價值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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