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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齐白石幼家贫，幼多病，只上过半年私塾，牧牛，砍柴，拾粪，学吹笛子，拉胡琴，在松明火下
学画⋯⋯。
11岁读熟半部《论语》，15岁学木匠，16岁学雕花木工，20岁临《芥子园画谱》，25岁自学绘画，26
岁拜师乡土画家，学画肖像画，27岁师从地方名儒学习诗画，改行画肖像，由木匠变为画匠，画艺渐
在里巷扬名，34岁学书法，研篆刻。
37岁拜师经学家、古文学家、诗人、湘潭名士王湘绮。
38岁画《南岳图》十二幅，承典梅公祠，造“借山吟馆”书房。
40岁始远游，画《君山图》和《洞庭看日图》，48岁，在乡苦读古文诗词，55岁只身北漂，63岁大病
一场。
65岁执教北京艺专，66岁当教授，67岁历时十年“衰年变法”。
73岁还乡，散财乡里，以济荒年。
75岁始闭门“抗战”八年， 84岁任北平美术家协会名誉会长，飞抵南京，被蒋介石接见，85岁收年方
四十的美院教授李可染为徒。
87岁，出版胡适、邓广铭、黎锦熙三人合写的《齐白石年谱》。
88岁作客中南海，毛泽东宴请，朱德、俞平伯作陪。
91岁荣膺文化部“人民艺术家”称号，当选为全国美协第一任主席。
93岁时与陈半丁、何香凝等为世界和平大会合创巨作《和平颂》，获德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荣誉。
94岁获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
95岁出任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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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识字，开启了阿芝奇异的、有趣的童年生活的另一片天地。
他的心智也被较早的启蒙了。
后来，稍大一点，阿芝把祖父教的二百来字背得滚瓜烂熟。
不但能不假思索地写出来，而且能讲上一二条字义，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随着年纪慢慢长大，阿芝的思维世界更加广阔，求知的欲望也愈加强烈了。
阿芝希望爷爷能继续教他，但祖父已经力不从心了。
于是就让八岁的孙子去二里路外的外祖父所设私塾上学.由他——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风雨无阻，每
天固定一趟送，一趟接。
阿芝天资聪颖，在外祖父的蒙馆读起了《四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干家诗》等，这
些书他一读便熟。
  阿芝在上学时，迷上了画画，祖父不知他为何对画画这么入迷，但是，只要是孙子想做的事情，他
总是毫无条件地支持，对于阿芝的所有愿望，祖父总是尽力默默地、悄悄地想办法来满足他。
那一年寒露过后，天渐渐有些凉意了。
祖父咳嗽得很厉害，常常整夜地睡不着觉。
阿芝的母亲卖掉了几十个鸡蛋，请医生给祖父把了脉，开了中药方子。
阿芝听说祖父要到镇上去，赶紧附着他的耳朵，小声嘀咕了一大通，祖父高兴地点着头⋯⋯  傍晚时
分，祖父回来，描红本和笔给阿芝买来了，药却没有抓，因为钱不够。
这一夜，祖父又是不断地咳嗽。
阿芝知道祖父为了他，药都不吃了，伤心得眼泪直淌，一夜之间，阿芝似乎长大了许多，懂得了许多
许多的事。
他不再嚷着要描红纸了，而是尽量地利用废纸⋯⋯  有一次，邻居从山上抓到一只很好看的野兔，阿
芝知道后立刻跑了去，趴在笼子外面看个没完没了。
吃饭时间早到了，家里却到处都找不到他，后来才在邻居家的兔子笼边找到了他。
妈妈很生气，使劲地责备了他一顿。
祖父爱怜地看了看孙子，什么也没说，但是半个月后，也从山上给阿芝抓来了一只野兔。
阿芝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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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夫画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利，方可从事于画。
　　——齐白石白石画常以粗线条见长，龙蛇飞舞，笔力道劲。
　　——罗家伦他的画、诗、书法与刻印都独具风格，自成一家。
　　——老舍他告诉我似像非像才是艺术的道理，画梅要画好枝干，画藤要丰满但不能乱。
　　——新风霞先生极重气节，处在如染缸般的环境中大半个世纪，却能浩身自好，不染半些尘滓。
　　——胡翘然他有一双显微镜的眼睛，早年戚的昆虫，纤毫毕露。
我看见他画的飞蛾，伏在地上，满身白粉，头上有两瓣触须；他俩的蜜蜂，翅膀好像有嗡嗡的声音⋯
⋯他爱画残茼，看看很乩，但很有气势。
　　——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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