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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故居， 齐白石父母的房间。70岁的故居管理员周顺

贤指点说，这是乡里常用的织麻用的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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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有了闲工夫，常

常抱了我，逗着我玩。他老人

家冬天唯一的好衣服， 是一

件皮板挺硬、 毛又掉了一半

的黑山羊皮袄， 他一辈子的

积蓄，也许就是这件皮袄了。

他怕我冷， 就把皮袄的大襟

敞开，把我裹在他胸前。有时

我睡着了， 他把皮袄紧紧围

住，他常说：抱了孩子在怀里

暖睡，是他生平第一乐事。

他那年已五十九岁了，

隆冬三九的天气，确也有些

怕冷，常常拾些松枝在炉子

里烧火取暖。 他抱着我，蹲

在炉边烤火，拿着通炉子的

铁钳子， 在松柴灰堆上，比

划着写了个“芝”字，教我认

识， 说：“这是阿芝的芝字，

你记准了笔画， 别把它忘

了！”实在说起来，我祖父认

得的字，至多不超过三百来

个，也许里头还有几个是半

认得半不认得的。但是这个

“芝”，确是他很有把握认得

的，而且写出来也不会写错

的。这个“芝”字，是我开始

识字的头一个。

故居影像

“母亲的话，我是永远记得的”

———听齐白石讲小时候的故事

齐白石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农

家，祖辈与父辈都是普通农民，极大

地影响了他的成长。 在他晚年的自

述中，对此有着温情的回忆。

“这是阿芝的芝字， 你记准

了笔画，别把它忘了！”

我六岁那年，黄茅堆子

到了一个新上任的巡检（略

似区长）， 不知为什么事来

到了白石铺。……也许新上

任的缘故， 排齐了旗锣伞

扇，红黑帽拖着竹板，吆喝

着开道，坐了轿子，耀武扬

威地在白石铺一带打圈转。

乡里人向来很少见过官面

的，听说官来了，拖男带女

地去看热闹，隔壁的三大娘，

来叫我一块走， 母亲问我：

“去不去？”我回说：“不去”。母

亲对三大娘说，“你瞧， 这孩

子挺别扭，不肯去，你就自己

去吧。”

我以为母亲说我别扭，一

定是很不高兴了，谁知隔壁三

大娘走后， 她却笑着对我说：

“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

曾来过好样的官。 去看他作

甚。 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

不官有什么了不起。” 我一辈

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母亲的

话，我是永远记得的。

叁

“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

我父亲是一个很怕事、

肯吃亏的老实人，人家看他

像是“窝囊废”，给他取了个

外号，叫“德螺头”。他逢到

有冤没处伸的时候，常把眼

泪往肚子里咽，真是懦弱到

了极点了。

我母亲的脾气正相反，

她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

只要自己有理，总要把道理讲

讲明白的。 她待人却非常讲

究礼貌，又能勤俭持家，所以

不但人不错， 外头的名声也

挺好。

我们的家乡，做饭是烧稻

草的，我母亲看稻草上面常有

没打净下来的谷粒，觉得烧掉

可惜，用捣衣的椎，一椎一椎

椎了下来， 积了差不多数目，

就去换棉花。又在我们家里的

空地上，种了些麻，母亲春天

纺棉，夏天绩麻。我们家里，自

从母亲进门，老老小小穿用的

衣服，都是我母亲亲自织成的

布做成的。

“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都是母亲亲自织成的布做成的”

拾柒号

他是一个历久弥

新的传奇。2009年，根

据全球知名艺术市场数据调查机构

“艺术价格”发布的数据，他的画作拍

卖价已位居全球第三， 仅次于毕加索

和安迪·沃霍尔，成为“最卖钱”的中国

艺术品牌。 而毕加索当年对他的评价

已广为流传：“我不敢去你们中国，因

为中国有个齐白石。”

名满天下的齐白石， 年轻时是湖

南湘潭一个叫“星斗塘”地方的乡里木

匠。他的小名叫“阿芝”，他认得的第一

个字， 就是祖父用火钳在自家灶房的

柴灰上写的“芝”字。他画的第一幅画，

是8岁时邻居家婶子生孩子，他按乡下

习俗在邻居家墙上描的一张雷公像。

他终生留恋在星斗塘度过的生活，直

到老年， 还在题画中反复记述小时候

在星斗塘用棉花作饵钓小虾的乐事，

其画作也常以儿时最喜欢的花草鱼虫

为主体。

2010年4月26日，“记忆” 与谭谈、

周克臣、张奇等作家、书画家一起走进

星斗塘。看过屋前的水塘屋后的青竹，

依稀可以感受一条从放牛娃、 木匠到

艺术大师的漫漫长路， 就从那三间小

小的泥墙茅舍出发。

壹

齐白石（1863－1957）

湖南湘潭人。 二十七岁学书

画，习诗文，四十岁以后五次游历

南北各地，随地写景，六十岁后定

居北京，以篆刻卖画为生，并任北

京艺专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人大代表。

一九五六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

和平奖金，是近代世界最有名的画

家之一。齐白石故居位于湘潭县白

石铺乡杏子坞。为一栋两横各三间

土墙茅舍，是湘潭农村典型的“一

担挑”结构，始建于清咸丰年间。现

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文/刘玉锋 图/伍霞

1937年，齐白石在北京居住的四合院门上贴字条，拒绝日

本人拜访。（湘潭齐白石纪念馆模拟场景）

祖父在灶房里教他认字 邻居墙上的“雷公”是他的处女作

国画大师的艺术摇篮：

湘潭星斗塘的三间茅舍

“记忆”走进齐白石故居

齐白石、沈从文、贺绿汀……这是一串闪亮的名字，是从湖南走向世界的文艺大师。他们在这里的故居是其艺术生命的摇篮，

有着珍贵的文物价值与历史意义。经历了历史的风雨，他们的故居还好么？

4月26日，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创办的谭谈工作室和“记忆”共同启动“湖湘文艺名家故居行”，将走进齐白石、周扬、周立波

等20位湖湘文艺名家的故居，通过文学创作、摄影、书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名家故居留下丰富的文艺资料，促进文艺名家故居的

保护。这也是我省首次对文艺名家故居进行有系统的考察与梳理。“记忆”也将推出相关专题讨论，共同关注湖湘文艺名家故居。

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看看他们的故居，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齐白石故居现在要收五块钱

的门票，它是否可以免费向大众开

放？欢迎登录华声娱乐http://ent.

voc.com.cn，或投稿sxhsfk@voc.

com.cn， 参与“湖湘文艺名家故

居”专题讨论。你去过哪些湖湘文

艺名家的故居？有什么感想？对故

居的保护有什么好的建议？也都欢

迎你来发帖、来稿讨论。系列结束

后，“记忆”将评选两篇有见地的网

帖或文章， 送出由谭谈工作室提

供的书画作品两幅。

青竹环绕的齐白石故居。

齐白石故居

要不要免费开放？

快来参与专题讨论，

有机会获得名家书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