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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的朋友邀我写写我的祖父在钦州的事，并

送给我一只坭兴陶瓶。陶瓶上以优美的书法镌刻着

祖父的三首诗，写的都是他昔年旅居钦州的回忆。

我的祖父白石老人中年时曾“五出五归”，“身行半

天下”。在旅行中客居时，祖父饱览祖国的大好河

山，以艺术家的敏锐眼光体察万物节律，在风雨晴

晦中感悟天地之道。这些旅行和客居，在祖父的艺

术生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祖父在拓展眼界壮阔胸

怀的同时，也为其艺术创作找到了丰富的素材。

祖父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光

绪三十三年）和1909年（宣统元年）三次旅居钦

州，三次居留的时间加起来将近两年。在1919年

最后离开湖南定居北平之前，钦州是祖父旅居时间

最长的地方。南下寻亲，促成了祖父的钦州之行；

友人的盛情挽留使祖父有机会在天涯海角流连徜

徉。云白天蓝的惬意，椰风海浪的清凉；天涯亭下



的唏嘘怀古，北仑河畔的绿天巡游，给诗人画家的

艺术增添了养分。

末年的边陲小城，似乎尚未听到历史变革沉重

的足音。祖父居留此地时，小城的生活该是平静如

常的。钦州民风的淳厚，钦州荔枝的甘甜，多少年

后仍然勾起祖父美好的回忆，并反复出现在祖父的

吟咏和丹青之中，成就了小城的一段艺术记忆。祖

父平生画过的果蔬花木难以计数，或再现乡土风



趣，或状物抒写情怀，无不清新纯朴。老人家吟咏白菜

的质朴，赞美茶花的凌寒，惟独对荔枝倾注了更多情感

的浓墨重彩！

在祖父离开钦州整整一百年后，我造访了这个城

市。祖父搭乘的客船消失在北部湾粼粼波光中之后，九

州风云激荡，沧海桑田。昔年的边陲小城，如今已成为

中国南方迅速崛起的重要的工业、航运、贸易港口城

市。我在老街骑楼下，在南门河雨丝中寻觅祖父的旧

踪。昔年景物留存至今的已不多见了，而今时我体会到

的是钦州民众的热情淳朴，品尝到的是钦州荔枝的甘美

清甜，一如祖父半个世纪来悠长醇美的回味。

钦州是古老的，钦州又是崭新的。我在这里感受到

人们向新世纪迈进的豪迈气概，也目睹了人们在文化艺

术方面的建树。我衷心地祝愿钦州人民的日子如枝头的

“鹤头丹”荔枝一样硕果累累，红红火火！

（作者系齐白石孙女、北京齐白石艺术院院长、著名

青年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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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白石与钦州的心缘

打开中国艺术大师图文馆的藏书 《齐白

石》，其卷首语开头一句闪耀的文字映入眼帘：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大师中，齐白石无疑是一位

具有传奇色彩的画家。”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而齐白石近百年的生命历程所构建的艺术

人生，又与岭南地区的钦州结下了永远不解

之缘。

齐白石，公元1864年元旦，出生于湖南省

湘潭县白石铺杏子坞星斗塘一个贫寒的农民家

庭。6岁始，断断续续从外祖父周雨若读些《四

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启蒙

读物，8岁上学堂，不到一年辍学在家，一边放

牛，一边自学。13岁当木工学徒，14岁转学雕

花手艺，曾临摹《芥子园画谱》真迹，并以此



作雕花新样。24岁兼学画肖像，直到27岁才拜

当地名人为师。《白石自状略》记载：“年二十

有七，慕胡沁园、陈少蕃二先生为一方风雅正

人君子，事为师，学诗画。”从此，全面学习文

人绘画和古代传统经典著作《唐诗三百首》《孟

子》、唐宋八大家散文等。继而邀友组建诗社，

当起龙山诗社社长，常常与诗友们作诗吟咏。

36岁，齐白石承典了距星斗塘五里远的梅公祠

的房屋，在祠堂内造一书房，名“借山吟馆”。

37岁拜儒家名流王闿运为师，指点写诗作文迷

津。38岁以后，齐白石8年离家远游，这就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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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他艺术人生的著名的“五出五归”。其中第

三、四、五次的远游目的地，都在当时广东管

辖的钦州，在这里结下了“愿风吹我到钦州”

的永远难解之缘。

1902年10月初，齐白石应夏午诒、郭葆生

之约赴西安，教夏午诒的如夫人姚无双学画。

常游碑林、雁塔、牛首山、华清池等名胜，认

识著名诗人樊增祥。

1903 年初春，夏午诒进京，邀齐白石同

行。途中经华阴县，登万岁楼，齐白石作《华

山图》；稍后渡黄河，又在弘农涧画 《嵩山 003



图》。抵京后，参加由夏午诒发起的陶然亭饯

春，齐白石画《陶然亭饯春图》以记其事。6月

离京，经天津乘海轮，绕道上海，再坐江轮转

汉口，返湘潭。这是齐白石远游的“一出一

归”。

1904 年春，齐白石同张仲飏应王湘绮之

约，同游江西南昌。王湘绮为齐白石印草撰写

序文，还为他的《借日图》题词。

秋日，齐白石返家，这是他的“二出二

归”。归家后感吟诗难，改“借山吟馆”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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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馆”。

1905年，齐白石始摹赵之谦篆刻，他

在《白石老人自述》说：“在黎薇荪家里见

到赵之谦的《二金蝶堂印谱》，借了来用朱

笔勾用，倒和原来一点没有走样。从此我

刻印章就摹仿赵撝叔的一体了。”7月中，

齐白石应广西提学使汪颂年之约从家乡赴

八桂，游桂林、阳朔名山胜水，广交朋

友，忙于作画刻印事宜，认识了蔡锷、

黄兴。

1906年初，齐白石在桂

林有思亲之念，欲归故里，

忽接父亲来信嘱咐，寻访在

广东从军的四弟纯培和大儿

子良元。他行色匆匆，从桂

林取道梧州、广州到钦州，

意外地得知，两人是家乡友

人、钦廉兵备道郭葆生招到

钦州他的部队来的。找到了

当兵的亲人，齐白石心里放

下石头。随后，他被郭葆生

盛情留下教如夫人画画，住

在钦州镇龙楼，即现在钦州

市第一中学所在地。

钦州曾经是天涯神奇的

地方，高山密林的长风，江

河海洋的波澜，花鸟虫鱼虾

蟹、荔枝龙眼香蕉等多姿多

彩的特产，雄伟壮丽的古建

筑，吸引了古今中外许多名

人的到来。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齐白石也爱上了钦州之

美，自然是一种灵性相通的

“心缘”。 005



2 齐白石在钦州的画缘

郭葆生虽是戎装武官，却也喜爱书画，齐

白石有机会披览郭葆生珍藏的八大山人、徐青

藤、金冬心等名家书画真迹，并且精心临摹。

勤奋善学的齐白石，绘画艺术及技巧获得了跨

越性提高。这是他千里赴钦所获得的宝贵机

遇，也是他梦寐以求的学画蓝本。

当秋高气爽的季节来临，齐白石愉快地踏

上归途，向父亲具体禀告四弟纯培和大儿子良

元的情况。这是他的“三出三归”。

齐白石回家不久，在茶恩寺附近茹家冲买

下了一所房屋和20亩水田，亲自将房屋翻盖

一新，取名“寄萍堂”，又在堂内建一书屋，

将远游所得的八方砚石置于屋内，名曰“八砚

楼”。

“寄萍堂”是他岭南游历后，用辛勤艺术耕

耘的收获所建设的心灵家园。堂名取人生如

萍、于斯为寄之意。他以后的确也在寄萍堂度

过了一段安定作画、整理作品的艺术生涯，体

味他人生历程的沧桑。

1907年过年不久，齐白石应郭葆生去年秋

天之约，取道广西梧州，乘轮船南下至钦州，

仍住镇龙楼。后郭葆生邀他随部队到肇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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