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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荷塘系列（二）
                齐白石——落落大方，气韵酣畅

|| 文　侯骁韬

“大师荷塘系列作品欣赏”，介绍近当代写
意画大师的荷花作品，他们代表了近当代写意
荷花的最高水平。本期介绍的是十位（吴昌硕、
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汪慎生、李苦禅、
吴湖帆、陆抑非、王雪涛、张立辰）中的第二
位——齐白石。

齐白石虽然学习吴昌硕，但其画荷花与吴
昌硕有很大不同，齐白石的荷花保持了吴昌硕
的墨气淋漓，但他的用墨温润、沉静，不同于
吴昌硕的意气纵横、性情狂放的感觉。齐白石
的荷落落大方，没有狂野气，更没有矫揉造作，
不在姿态上表现荷的气质，而以朴实、大气淋
漓表现荷的气量和平和之美，其作品呈现一派
和悦气象。他的荷花作品充分体现出齐白石创
作理念——平中寓奇。

齐白石的写意花鸟画虽保持了文人画的语

言形式，但他的作品意境、气质、气象与文人
画主体特质拉开了巨大的距离，独创了文人画
新的气格。下面比较下，大家就会明了了。吴
昌硕以金石入画，陈淳、八大、石涛、徐渭等
写意花鸟大师们以诗、文入画，他们共同气质
是纯文人画一脉，他们有着文化人共同的情怀，
那就是张载提出的文化人使命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也恰恰是这种使命感使得文人多了很多的抱负、
理想，往往理想与现实差距巨大，他们的内心
自然会产生惆怅和愤懑情绪，或是无奈下的归
隐志向，而这些情志恰恰抒发到了他们的书画
作品中，所以，造就了文人画就是以狂放、豪
迈、超脱、野逸、清奇、冷峻、孤傲等为主体
的气质风格。大家仔细看看齐白石的作品，基
本上不会出现这些精神气质，在他的画面上大
家看到了另一种美感：朴实、大方、快乐、喜庆、
吉祥、天真。他作品中的这种气质不是民间美

术的特色吗，没错，齐白石可贵之处就在于他
把民间美术的朴实、“乐感”文化内涵，带到了
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中，使中国写意花鸟画
的精神为之一振，画面上充满了生活化的生动
感、亲近感，情趣盎然、平和喜悦、一派天真
冲和之气。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民间“乐感”文
化登上雅文化的殿堂，这也是为什么齐白石的
绘画雅俗共赏的原因了（这与其他艺术家标榜
的雅俗共赏不是一个概念）。

大家不觉要问，齐白石也是诗书画印四绝
齐全的大师，为什么会把民间美术的东西带到
国画来呢？这就要从他的人生经历一探缘由了。
齐白石出生在一个穷苦农家，从小放牛，人也
聪明，体质不太好，家穷，也没上几天学，所
以很小就知道要学手艺谋生，于是，学了木匠。
他跟的师傅是做普通粗木工活的“大器作”，做
门窗之类的。一次，他跟师傅外出路上，遇到
对面几个也拎着木匠工具的人迎面过来，他师

傅很恭敬地给对方让路，且主动打招呼，那些
人不大在意地过去了。齐白石大为不解，问师
傅为什么对那几个人那么恭敬，师傅告诉他，
那几个木匠是做雕工活的“小器作”木匠，而
且，这雕工活不是聪明人是学不会的，他们身
价很高的。从此，齐白石立志要做个“小器作”，
后来实现了，练出来一门好手艺，从此，以手
艺养家了。后来，遇到了贵人教他读诗、画画，
他就这样走进了篆刻、卖画为生的行当。他这
一路艰辛走下来，最让他享用不尽的是民间美
术和他割舍不掉的乡间农家生活。这下大家可
能就明白了，齐白石的作品为什么与其他文人
画家不同了。再看他的画，齐白石描绘工细草
虫的本领带有民间手艺人炫技的因素，粗笔枝
叶与工细草虫在同一画幅中的出现，极具形式
对比美感；他的用色是民间单纯、响亮的颜色；
至于造型，荷花下的鸳鸯、野鸭等形象更是民
间造型的直接引入，不是他的变形创作，但有

适当笔墨变化而已。还有大量农家题材和具有
童心真趣的绘画内容、形象，更是他对小时候
农家生活的美好回忆。正是这些民间审美和从
小的农家生活，造就了他的独特的文人花鸟画
的风格。

他的画有文人书卷气和天真质朴、喜庆的
民间美术气息，但基本没有其他文人画的“胸
臆与不平”。这一点也完全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性
情有关，作为一个穷苦农家的孩子，他简单地
认为，能以技养家就非常美好了，他一直以篆刻、
卖画为生，只要画卖得好，有钱花，他就很满足。
所以，他没有啥大抱负，更不想做官，造就了
他热爱生活、充满童心的人生，内心活得就这
么单纯、就这么快乐。

|| 文　刘光民

编者按：周敦颐爱莲的原因
是他主张人应有“积极入世，而又
不受尘世污染”的君子风范。他对
陶渊明逃避现实、隐逸自清并不认
同。至于众人都喜爱争名逐利，汲
汲于富贵的牡丹，则被周敦颐所鄙
夷……本文作者从周敦颐理学思想
角度阐述了他的人生观、道德观，
对于今日社会仍不失为淳化世风的
良药。尤其，荷在佛教中的文化含
义被周敦颐引入其理学中，使得中
国人爱荷的文化精神内涵由此真正
确立。

为什么在菊花、牡丹等众花之
中，“予独爱莲”呢 ? 因为菊是“花
之隐逸者”，它耻与众芳为伍而开在
百花之后；而牡丹浓艳，仪态雍容，
所以是“花之富贵者”。唯莲有君
子风范，是“花之君子者也”。作
者以无限感慨的心情指出，能像爱
菊的陶渊明那样远离污浊社会的隐
者，东晋以后已经很少了 ；能追慕
君子之风，自己得引为同志者，则
更乏其人 ；而世人都争名逐利，汲

汲于富贵。“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含蓄深刻地流露出对世风日下的深
深隐忧，耐人思索寻味。

那么周敦颐为什么单单选择莲
花作为君子的象征呢 ? 他所称道的
君子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 这似能从
他的理学思想中寻找出答案。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是道家思想
与传统儒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的混
合。莲花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如
来之佛座，即作莲花形，称莲台。
佛教言性，也多以莲为比。佛教思
想的影响应该说是周敦颐爱莲的一
个重要原因。他有一首题莲诗：“佛
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
味，不上美人头。”“佛爱我亦爱”，
是说得很清楚的。《华严经探玄记》
有一段以莲为喻言佛性的文字，提
到莲花“在泥不染”，“自性开发”，
具有“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
爱”，的“四德”。周敦颐笔下的莲
花与之别无二致，由此可见佛教思
想对《爱莲说》一文的具体影响。

佛教对莲花的赞美之所以能引
起周敦颐的共鸣，是因为他们对莲
花品性的解释恰可借用来为自己的
学说服务。莲花具备了周敦颐所尊

崇的君子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以具
体可视的形象为他的道德观做出了
注脚。

周敦颐的道德论同样吸收了佛
道二家的思想，所不同的是他主张
积极入世。入世而又不受尘世的污
染，能够成为君子，以至为贤、为圣，
关键就在于要做到“无欲”。他说 ：
“圣可学乎 ? 曰 ：可。曰 ：有要乎 ?|
曰 ：有。请闻焉。曰 ：一为要。一
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通
书·圣学》)“静虚”指心境宁静而
空灵，“动直”指行动正直。据此，
他为人们选择的君子的样板是颜
回。颜回身“在陋巷”，并没有出世，
不但不受污染，反而修养成为“亚
圣”。原因何在呢 ? 他说：“夫富贵，
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
贫。”(《通书·颜子》) 也就是说颜
回做到了“无欲”。当然这种“无欲”
的主张，今天来看是十分有害的。

周敦颐举颜渊是以人作例证，
咏莲花则是借物为譬喻，目的是一
样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虽身处污浊的尘世，却既
不移于俗，又不媚于世，能够洁身
自好。“中通外直”，是指胸中没有

各种欲望充塞，因此做到了“静虚
动直”。“不蔓不枝”，就是能坚守“无
欲”这个“一”，而不生他想，不
入歧途。“香远益清”，则指高尚的
品德、美好的声誉，恰如莲之暗香
潜溢，流芳远播。“亭亭净植，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则表现出君子
傲然立世，可亲近，可向风仰慕，
却决不可轻慢狎侮的自尊性格。

至此，也就不难理解在《爱
莲说》中作者何以于字里行间流露
出对陶渊明不肯苟同的态度。陶渊
明的高风亮节，代为世人所重 ；但
以周敦颐的观点来看，“解体世纷，
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 颜
延之《陶征士诔》)，显得不够十
全十美。周敦颐心目中的君子是既
能安于箪食瓢饮生活而不忘用世
的“亚圣”颜子，而不是躬耕乡里、
向往世外桃源的隐士陶渊明。

《爱连说》通过莲花寄寓了作
者的理学思想，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但是多少年来，人们都以自己的感
受去理解它，使莲花成为高尚洁美
人格的象征。

浅析《爱莲说》 探寻中国爱荷的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