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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齐白石的诗之所以写得好，这决
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对写诗曾经下
过一番苦功夫的。齐白石 !岁跟随外
公入蒙学，外公除教他《三字经》《百家
姓》外，还教他学《千家诗》。齐白石对
《千家诗》很感兴趣，而且每一首诗都
能背得滚瓜烂熟，琅琅吟诵，不绝于
口，简直是个“小诗迷”。

齐白石 "#岁时认识了湘潭名士
胡沁园、陈少蕃，他跟陈学诗，跟胡学
画。陈对齐说，你先读《唐诗三百首》
吧。俗话说，念会唐诗三百首，不会作
诗也会吟。你钻下去，定会成功。胡对
齐说，光会画，不会诗，这是美中不足。
又说，画是诗之魂，诗是画之神，二者
相得益彰。

齐白石读懂了《唐诗三百首》后，
又熟读了《聊斋志异》《汉书》《史记》等
书，还熟读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这样
就开阔了齐白石写诗的视野，并为他
写好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齐白石经过一个阶段的读书学诗

之后，为了检验他学诗的成果，胡沁园

约集诗友，赏花赋诗，比试高低。齐白
石在一首《咏牡丹》诗中有两句说：

莫羡牡丹称富贵!都输梨橘有余

甘"

这两句诗令胡沁园老师刮目相
看，赞扬说：“这两句诗不但意思好，十
三谭的甘字韵押得也好。”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写诗能力，

齐白石在家乡成立了一个“龙山诗社”，
经常聚友讨论《诗经》、唐宋诗词，讨论
诗的演变发展、名家的长短，进而论及
诗与人生、与社会、与其他艺术的关系。
齐白石在“龙山诗社”一年多的时

间里，读书学诗，写的诗竟达几百首之
多。实践出真知，他的诗越写越精，并
逐渐掌握了写诗的决窍。
齐白石写诗的范围很广，有写亲

情爱情的，有写花草树木的，有写鸟兽
虫鱼的，有写政事的，等等。齐白石的
诗有祭祀诗、乡土诗、政事诗三种，但
以乡土诗为主。
齐白石表现亲情的一首诗是：
星塘一带杏花风! 黄犊出栏西复

东!

身上铃声慈母意! 为今已作听铃

翁"

读了此诗，我们仿佛看到一位白
发苍苍的老妪，每当夕阳西下，倚门而
立，渴望孙子放牛、砍柴归来，听到铃
声，方才放下心来。这是一幅多么生动
的既写生又写意的疼爱孙子的国画
啊！
齐白石表现乡土生活的诗，以田

园野炊的一首诗最为突出。诗云：

一丘香芋暮秋凉! 当得贫家一谷

仓"

到老莫嫌风味薄! 自煨牛粪火炉

香"

这首诗散发出醇厚浓郁的乡土气
息和新鲜草木庄稼般沁人心脾的芬
芳。使人读之，一群天真活泼的少年掘
山芋、挖地洞，用牛粪煨着山芋，欢娱
野炊的生活画面历历如在眼前。
齐白石生长在农村，热爱农村，他

对农村的一草一木，一果一蔬，都怀有
十分浓厚的感情，甚至达到偏爱。他曾
经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王，
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大有对白菜抱
有不平之气，显示出他对白菜疼爱有
加的思想感情。不仅如此，他对棉花更
是独有钟情，如他赞扬棉花说：“花开
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这两句诗是齐
白石的大手笔，寥寥数语，却意味无
穷。
齐白石不仅善于观察生活，而且

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小镜头。如他观察
小儿怕上学，从家里出发时裹足不前，
放学返家时奔跑如飞，依此情景写了
下面这首诗：
当真苦事要儿为! 日日提萝阿母

催#

学得人间夫婿步! 出为茧足返为

飞"

诗中把小儿畏上学的形象写得维
妙维肖，趣味盎然，读来令人忍俊不
禁。
齐白石不只把写诗的视野放在生

活中的琐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放在

当时暗无天日的官场上。他对贪官污
吏恨之入骨，用粗犷、直率的语言痛斥
道：“群鼠群鼠，何多为许！何闹如许！
既啮我果，又剥我黍。”
读罢此诗，一位侠肝义胆、秉性刚

烈、敢为人民讲话的文人形象，仿佛就
站在我们的眼前。
齐白石极端痛恨日寇，当他看到

日寇已经日暮途穷时，心中振奋，便在
一幅《螃蟹图》上题了一首讽刺诗，用
以憧憬胜利光明的前景：

处处草泥乡!行到何处好#

昨岁见君多!今岁见君少"

全国解放后，齐白石的写诗和绘
画艺术获得了新生，他欢欣鼓舞，作诗
抒怀：“暮年逢盛世，报国志千里。”

樊之山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学者，
是齐白石的好友，他对齐白石关怀备
至，帮助齐白石搜集整理诗稿，付印成
册，书名是《供小吟馆诗草》。并为此书
写序，在序中称赞齐白石的诗是“忌中
有忌”，“味外有味”，给了很高评价。
齐白石写诗不求工，无忌唐宋，师

法自然，书写灵性，别具一格。这是齐
白石诗作的一大特色。对于这个问题，
他晚年在《自述》中，总结自己写诗成
功的原因时，说得最清楚。他说，朋友
的文化比我高，但他们的心为科举功
名，学作的是试帖诗，虽然工稳妥贴，
用典用韵讲究，但毕竟拘泥板滞，不见
生气。我作诗不为功利，反对死板无生
气的东西，讲究灵性，陶冶性情，歌咏
自然。所以，他们不见得比我写得
好。
齐白石写诗反对模仿他人，学这

学那，搔首弄姿。正如胡适所说，齐白
石“没有做过八股文，也没有做过古文
骈文”，所以他的诗“用的字，造的句，
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为不敢做或
不能做的”，完全是自己的语言。

齐白石是地地道道的乡土诗人，
像他这样有草根性和人民性的诗人，
在中国诗史上找不到太多。他从构思、
运笔、饰句、定义一改唐诗宋词的旧
习，大胆吸收民间诗歌的各种优点，推
陈出新，别开一番新的局面。也正是他
的这种雅俗共赏的特点，使得他的诗
乐于被一般老百姓接受，广泛地进入
了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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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知道齐白石的画好，而不知齐白石的诗好，这是因为齐
白石的画名太响，画名压倒了诗名。其实，齐白石的诗比他的画还
好。按照齐白石自己的说法：“我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

这决非齐白石的虚妄之说，而是事实。

开阔视野，为写好诗
打下坚实的基础

写诗不求工，无忌唐
宋，师法自然，书写灵性，
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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